
让历史的城与人活起来

邱华栋生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一座小城，

年少时曾去过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

在那些残垣断壁中流连忘返。多年来，邱华

栋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

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

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

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逐渐连缀成了可以

穿梭往返的文学世界，对他发出遥远的召唤。

多年来，邱华栋也陆续造访了很多地方：

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约特干

故城等等，引发了他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

“我写这部小说，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和

实地勘查的基础之上，花了 30 年的时间构

思，花了 6 年时间写成的。”在邱华栋的脑

海里，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

来，演绎成无数场景——“一个个人物，开

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的声音冲

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沙

的呜咽，越来越响亮和清晰。”于是，他想

复原这些废墟之上的实体，为那些远古的人

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呈现。

从结构上来看，小说分为六个部分，《龟

兹双阙》《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

《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写六座古城废墟遗

址的故事，如果再拆解开来，则又能分解成

30 篇以上的短篇。用邱华栋的话说，“小说

采取了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式样的结

构，相当于我在尝试着‘装配’这个小说，由短

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

有人会问，那这是不是一部中短篇小说

集呢？对此，邱华栋的回答是：“不，这是

一部长篇小说，但和传统的长篇小说大不一

样。这部小说没有贯穿人物和故事情节，但

读完之后你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是六座西

域的古城，或者就是西域本身，也可以说是

创新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和情节。”

《空城纪》的六个部分在题材表达上各有

侧重，比如《龟兹双阙》侧重西域音乐，《高昌

三书》中则侧重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

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四锦》主题是汉代

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值

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所有的古城故事，都延伸

到了当代，在六个部分的最后，小说主人公身

临废墟，并发生了和这些地方的深刻联系。

张骞、解忧公主、冯嫽、班超班勇父子

……很多在文献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也出现

在 《空城纪》 中。“从汉唐延伸到当下的两

千多年的时空中，我试图以鲜明的例证，来

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大量生动

细节，表现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呈现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

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

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

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邱华栋表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这部小说要表达

的主题，对于历史小说创作来说，树立正确

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非常重要。

凝聚文学的力量

“当一个作家已经写了三四十年，他会开

始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写作状态，我意识到，探

寻沉默的档案与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等非常

重要，而文学想象赋予它立体的形象。”对于

历史小说的写作，邱华栋认为历史小说也是

当代小说，是给当代人看的，因此就要带入当

代人对历史的判断、温情和温度。

邱华栋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虽然有着繁

忙的行政工作，但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写作与

阅读，已著有长篇小说 10 余部，中短篇小

说 200 多 篇 ， 还 有 非 虚 构 作 品 、 诗 集 等 。

“我写作不喜欢重复自己，一般左手写一部

小说，接下来，右手就写一部非虚构或者散

文随笔、诗歌作品等，这样就会一直保持对

写作的好奇与热情。”邱华栋的经验是，不

断转换写作文体，不断向生活寻找新经验，

厚积薄发，才能走得更远。

作为政协委员，邱华栋同样聚焦于文学

和文化发展。在他看来，自己的日常工作是

团结和服务于广大的文学工作者，作为耕耘

于文化领域的政协委员，要广泛团结作家群

众，积极做人的工作，在具体的文学工作中

解决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去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开展“作家

朋友，欢迎回家”和“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的

“作家活动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各界

代表性作家参加了这一活动。让邱华栋高兴

的是，“作家活动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成功实现文学“破圈”，彰显文学价值，不仅让

作家们有了家的概念、家的归属、家的温暖，

还让他们有了更强的创作信心和更大的创作

动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作协的感染

力、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把作家们紧紧地

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为政协委员，我努力想

着，要把所有的文学人，聚合成一支爱党、爱

国、爱人民的队伍。”邱华栋说。

几天前，邱华栋参加了全国政协第十

四 届 常 委 会 第 九 次 会 议 ，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

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就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

化人才队伍建言献策。“壮大优秀文化人才

队伍，培育文化文艺力量，既是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建设文化

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文艺事业薪火

相传、有效履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内

在需要。”文化人才成长发展是邱华栋履职

的持续关注，他希望不断培育人才、发现

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推进新时代

文化繁荣，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文学触碰历史
——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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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新作——《空

城纪》出版，六座西域古城在故事中复

活，一座座废墟还原成宫殿城池，一个个

人物从史书壁画雕塑中走了下来，有了

市声人烟，有了冷暖表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邱华栋看

来，文学创作要回应时代主题，不断向

生活寻找新经验，通过推动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增强文学的凝聚力，为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不久前，杨建平先生的新

书 《一书一票》 由中国文史出

版社出版。这本书分“时代与

改革”“社会与进步”“人生与

思考”三部分，推荐了作者收

藏的百余种书，每篇推荐以一

篇短文和作者为图书绘制的藏

书票两部分组成，并附书作者

签名题赠页照片。

《一书一票》 是一本别开

生面的书，推荐的都是近几十

年来的名家之作；它还是一本

值得品赏的书，它告诉我们，

阅读不仅是学习，也可以成为

一种艺术，一种“趣味”。

这里的“趣味”非指玩

乐，而是指通过个人的才华和

创造，把生活中的一般性行为

和事务升华为一种可观可赏的审美艺术。周汝昌先生曾经

指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把一切实用的技

能艺术化起来。杨建平先生的新书，就具备了这个特点。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集文学、绘画、收藏理念于一体

的谈读书的书呢？这源于杨建平对读书和藏书的热爱，让

我们来看看他自己的介绍：

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从小喜欢读书，但

缺书读。参加工作后，一有余钱，我就买书。后来到报社

当记者，因采访之便，偶尔得到一些作者的签名书，就收

藏起来，不舍得示人。

一次搬家时整理书柜，我发现签名书积少成多，进而

觉醒：把收藏“作者签名书”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岂不快

哉 ？ 就 这 样 ， 我 收 藏 图 书 ， 从 “ ‘ 遇 ’ 而 藏 ” 进 入

“‘求’而藏”——列出自己认为有收藏价值的名家名

著，想方设法去“求”人名。“挖掘”了十几年，我得到

了四百余位作者的五百余册签名书。

不动笔不读书，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对于签名书，

我不忍心“破相”，就将感悟、联想、疑问、类比等写在

便笺上，夹在书里，多年来也积累了不少。我曾刻过自己

的“藏书印”，后来，觉得弄藏书票挺高雅。一次参观藏

书票展览，发现了“手绘作者肖像藏书票”，我豁然开

朗：可以手绘藏书票啊。读中学那会儿，我在文化宫学过

几天绘画，于是，我捡起画笔，开始尝试绘制“作者肖像

藏书票”。

当了政协委员之后，恰逢政协开展“书香政协”活

动，我从偶尔手绘藏书票变成“有计划、有步骤、成系

列”地手绘藏书票，再把读书写的札记加以整理，一张肖

像 藏 书 票 对 应 一 篇 读 书 手 记 ， 形 成 了 “ 一 书 一 票 ” 的

架构。

这本书就是我从绘制的 150 多枚肖像藏书票和整理出

的 150 多篇读书手记中遴选出来的……

《一书一票》 的出版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兴趣。在不久

前召开的读书会上，读者与作者互动热烈。有人认为：

“一书一票，串起一颗颗思想的珍珠，不仅照亮走过的阅

读之路，更是吸引、照亮、催促走向未来阅读进步的阶

梯。”有人表示：“读你的 《一书一票》 非常惊喜。怎么就

能想到这样的创意呢？真的很特别很有意义，对于作者、

读者都是一种全新角度！”

《一书一票》 更是赢得了不少委员和书友们的热情支

持和喜爱。于洪君委员表示，“寻书，藏书，读书，同时

又画作者肖像，制作独特的藏书票，是一个艰苦的文化工

程，体现了作者的情怀、见识、韧性。”连辑先生认为，

“藏书票是一个舶来品，也是小众艺术品，手绘作者肖像

藏书票更是稀有。作者能做到一本书一个独有藏书票，难

能可贵。书中收录的作者大都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外

交、文化各界的风云人物，肖像传神，加持文字评点，更

使这本书不仅独特而且珍贵。这是一项独特的文化工程。

其中对许多书的作者和内容的精彩点评，既有‘读得

深’，又有‘站得高’，还有‘点得准’。”刘恒委员直接留

言：“写的画的我都很满意，我最近出书再签名给你！”

《一书一票》 里有一篇 《党史的新解读》，介绍了著名

军旅作家金一南的 《苦难辉煌》。金一南对于其简短但富

有特色的文字和那张专属于 《苦难辉煌》 的藏书票十分欣

赏。他说，“画历史人物，也是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我

喜欢这种方式。”

中国文化里的“趣味”，讲究的是一种品位，一种底

蕴，一种审美素养。今天我们大力倡导读书和培育阅读文

化，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读书？

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杨建平先生的新书 《一书一

票》，无论是从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出版和传播上，都给我

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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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全民阅读的行动

中，出版界有着特殊作用。

当年，叶圣陶先生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

议的开幕式上专门谈到了全民阅读的问题。

他指出：“不单叫要读书的人有书读，还要

叫不读书的人乐意读书；不单叫人读了书就

完事，还要叫人乐意批评，随时对出版家提

意见。换句话说，就是把发行工作的重心放

在读书运动上，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读

书 ， 少 读 书 的 多 读 书 ， 读 了 书 的 善 于 读

书。”此外，他还就减轻读者负担，降低书

价，鼓励创作者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论述了

从 作 者 、 出 版 者 到 读 者 之 间 的 良 性 循 环

问题。

的确，出版业是推动全民阅读的枢纽，

关联着全民阅读工作的方方面面，是全民阅

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出版是纸质阅读的源头，而纸

质阅读是开展深度阅读不可或缺的手段。要

阅读，必须有书。正因为有了出版机构的遴

选，有了编辑对所出版内容的沟通和打磨，

才能确保在社会上流通的书籍具有较高的价

值，才诞生了丰富的阅读资源，才能满足不

同群体对阅读的需求。也正是通过主题出版

的策划，成功的出版本身就可以引领阅读潮

流，推动特定领域或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激发公众广泛的阅读兴趣。

出版业在对过去经典的传承的同时，也

是在创造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记录当下这

个时代的作品，形成了当下思想的传播。出

版业如此促进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不仅提

升了全民文化素养，也能够增强民族认同

感，塑造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出版是阅读成果的深化，阅

读后的创作和出版正是知行合一的创新，正

是呈现阅读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阅读、创

作、出版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知识的

传承与创新非常重要。步入信息时代之后的

自媒体风起云涌，也是这一关系的网络注

解。阅读是吸收知识、理解思想、体验情感

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

更是一个内化知识、启迪思考的动态旅程。

所以，真正的阅读，本身就意味着读者在理

解基础上进行思考，直至产生新的见解或

创意。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概

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阅读与创

作、出版的语境下，这意味着通过阅读获得

的见识和灵感被转化为实际行动——即创作

新作品。将阅读的内容投入到知行合一的创

造之中，既是个体创造力的体现，也是对所

学知识的一种活用和拓展，是一种知识创新

的实践。

真正的创作，是对阅读体验、行动收获

的个性化表达，而出版则是将这些个体创作

推向公众视野，实现知识与思想的广泛传

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和出版是将个人

的阅读成果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精神食粮，使

得阅读的价值得到放大和深化。其中，包含

着对于全民阅读工作的思考和记录，也是直

接 产 生 的 成 果 ， 进 一 步 推 动 全 民 阅 读 的

工作。

从阅读到创作再到出版，是一个完整的

链条，体现了知识的吸收、转化与分享，是

个人成长与社会积累之间、全民阅读和文化

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因此，出版业不是简单地出好书，让天

下的爱书人有好书可读，还要努力推进全民

阅读，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读书运动”的阅

读推广上，让老少边穷地区缺乏阅读资源的

人有好书可读，让不爱读书的人热爱读书，

做到叶圣陶先生说的那样，“想尽种种办法

让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

的善于读书”，为建设书香中国贡献出版业

的智慧和力量。

今 年 8 月 ，被 称 为 国 内 首 款 3A 游 戏 的

《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上线。上线仅一个

小时在线玩家就超 100 万，首月销量超 2000

万套，刷新国产游戏销售纪录。互联网游戏

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前沿阵地，《黑神

话：悟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出海，外国

玩家被中式审美及东方的浪漫故事折服。与

游戏一并进入热搜的，还有《西游记》原著及

山西众多寺观文物遗存。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的传播史

上 ，《西 游 记》 由 戏 曲 、 说 唱 ， 特 别 是 宝

卷、图像等故事群落组成，其产生演变处在

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此后与现代传播手段紧

密联合，也是文学名著改编的“宠儿”，焕

发着巨大的“IP”能量。早在 1982 年，杨

洁导演的 25 集古装神话剧 《西游记》 即在

中 央 电 视 台 试 播 ， 至 1988 年 25 集 全 部 播

出。《西游记》 89.4%的收视率成为当时电视

节目收视率的奇迹。更值得关注的是，在

《黑神话：悟空》 的带动下，这部电视剧海

外观看量达 400 万次，带动了新一波中国文

化“走出去”的热潮。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西游记》

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的鲜明人物性格、实

现个人价值的人生成就感、传递的坚韧与勇

敢品格深深扎根在民族记忆中，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星空中闪亮的星辰，并在现代传播

手 段 加 持 下 越 来 越 近 地 走 向 民 众 ，风 行 海

内外。

《西游记》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大唐高

僧玄奘西行取经。贞观年间，大唐高僧玄奘

为了追求佛家奥义，自长安出发，历经百余国

及万千险阻，沿古丝绸之路抵达印度，带回

佛 经 六 百 五 十 七 部 ，将 所 见 所 闻 口 述 形 成

《大唐西域记》。这部记录了亚洲腹地山川

风物、历史习俗的作品诞生后不久，就被传

播的力量赋能。玄奘的弟子为了适应当时

传播的需要，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中将法师的部分经历用神化、夸张的笔法讲

述给大众。

南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成

为玄奘 故 事 走 向 更 广 泛 受 众 的 重 要 节 点 。

这部话本以“猴行者”（即孙悟空）的经历为

主线，贴近人民对于敢爱敢恨、性格果毅、本

领超群等的情感寄托，也是吴承恩（民国年

间由胡适等人认定为作者）创作《西游记》重

要的灵感源泉。元代取经题材作品《西游记

杂剧》出现了唐僧师徒四人、白龙马这五个

核 心 角 色 及“ 唐 三 藏 路 阻 火 焰 山 ”等 重 要

情节。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副牌作家

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第一个《西游记》标点、

注释整理本，至今已有 70 个年头。这个对中

国读者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版本以明刊本金陵

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为底

本，参考多种版本点校整理。出版 70 年间，

《西游记》原著以更加规范、严谨的样貌呈现

给读者，让在新媒体赋能下腾飞的《西游记》

IP 有一条通向经典原著的通道。

1927 年，上海影戏公司出品，但杜宇执

导的电影《盘丝洞》成为《西游记》与现代传媒

手段的第一次握手。自此，《西游记》成为电

影、电视剧、动漫、动画、游戏等诸多领域的创

意源泉。尤其是悟空，在每位读者心中，都有

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孙行者。这是中华传统文

化根植于人民的生命力，也是《西游记》具备

广泛传播力的根本。

《西游记》的每一次 IP 改编，其呈现的视

觉化场景的原型，都会让“西游迷”们燃起回

到改编现场的冲动，借此拉动了当地文旅产

业的发展。以《黑神话：悟空》为例，其中的

36 个古建筑场景取景地，山西就占了 27 个。

除了早已经“火出圈”的云冈石窟、应县木塔

等古建筑外，玉皇庙二十八星宿、铁佛寺二十

四 诸 天 也 借 助 悟 空 的 力 量 ，刷 爆 各 大 旅 游

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在跨文化、跨艺术门类

的赋能下，由法国著名作曲家洛朗·佩蒂吉

拉尔担任作曲、著名舞蹈家王亚彬编导的舞

剧 《西游》，融合 《西游记》 故事内容及西

方交响乐、中国民族舞蹈于一体，以悟空的

视角和环形的结构，用新形式呈现了 《西游

记》 中的主要故事，让悟空成为更具有现代

人格意义的英雄，成为 2024 中法文化旅游

年的亮点之一。

文化出海彰显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一

个筋斗云飞出十万八千里的悟空，也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西游记》以不断更新的

生命姿态飞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

限公司原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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