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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人民出版社
3.且听风吟………………………………………上海译文出版社………………………………………………村上春树
4.坟场之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丹妮·盖曼
5.沉默的病人……………………………………河南文艺出版社………………………………亚历克斯·麦克利兹
6.候场………………………………………………上海文艺出版社………………………………………………李诞
7.一个人就一个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刘同
8.小学生思维导图学习法………………………天地出版社………………………………………………………邢卓
9.寻找一只鸟……………………………人民文学出版社………………………………………………………曹文轩
10.牵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怀中

运城新华书店上周图书销售排行

盐湖区（5处）：
中山中学校址（市保）
程子华故居（县保）
晨光半月刊社址（县保）
稷麓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县保）
运城烈士陵园（县保）

永济市（5处）：
张士秀故居（县保）
李雪峰故居（县保）
中共虞临永支部旧址（县保）
平壕革命烈士纪念碑（县保）
西姚温烈士陵园（县保）

河津市（4处）：
禹门口抗日纪念摩崖石刻（省保）
中共河津地下县委旧址（县保）
河津市烈士陵园（县保）
禹门战役纪念碑（县保）

临猗县（5处）：
猗氏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县保）
傅作义故居（县保）
王满耀烈士墓（县保）
王用宾墓（县保）
蔡成法烈士墓（县保）

万荣县（2处）：
李光汉烈士墓（县保）
西畅朱德路居（县保）

闻喜县（1处）：
中共太岳三地委陈家庄旧址（省保）

稷山县（4处）：
稷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市保）
八路军总部北阳城旧址（县保）
稷山县烈士陵园（县保）

太阳村 3·18 毛主席指示纪念墙
（县保）
新绛县（5处）：

大益成纺纱厂旧址（省保）
三泉烈士陵园（县保）
南头烈士陵园（县保）
符村烈士纪念碑（县保）
解放军第四野战医院旧址（县保）

绛县（2处）：
绛县抗日政府旧址（县保）
牤牛蛋战斗遗址（县保）

垣曲县（8处）：
北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兵

站旧址（市保）
南圢坂烈士陵园（县保）
英言抗日烈士纪念碑（亭）（县保）
华峰革命烈士碑（亭）（县保）
青年山烈士纪念碑（县保）
望仙抗日政府纪念碑（县保）
民兴抗日纪念碑（县保）
清源烈士纪念碑（县保）

夏县（7处）：
河东特委革命活动旧址（省保）
嘉康杰烈士墓（省保）
中共夏县中心县委活动旧址（市

保）
嘉康杰避难处（县保）
嘉康杰革命活动旧址（县保）
白沙河抗日战斗遗址（县保）
嘉康杰殉难处（县保）

平陆县（16处）：
平陆朱总司令路居（省保）

茅津村渡河战役纪念地（县保）
西牛烈士陵园（县保）
杜马烈士陵园（县保）
解文奎烈士纪念碑（县保）
刘湛烈士纪念碑（县保）
杨生奎夫妇烈士纪念碑（县保）
刘红娃烈士纪念碑（县保）
张家沟烈士墓（县保）
平高村烈士殉难处（县保）
员灏烈士墓（县保）
仝家场战役烈士墓（县保）
胡管娃烈士墓（县保）
广德村烈士纪念碑（县保）
岳村烈士墓（县保）
洪池农会旧址（县保）

芮城县（16处）：
芮城牺盟会活动旧址（县保）
平王地下联络站（县保）
杜伯实墓（县保）
刘湛烈士墓（县保）
梁文平烈士墓（县保）
新庄革命烈士碑（县保）
朱吕村烈士碑（县保）
华岳村烈士碑（县保）
东关村烈士碑（县保）
史永正烈士陵园（县保）
学张乡烈士碑（县保）
南张革命烈士碑（县保）
周青村革命烈士碑（县保）
王巷村烈士碑（县保）
东张村烈士碑（县保）
太安村烈士碑（县保）

运城市8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逆反了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腻歪
了庙堂文本的风云人物，人们开始把热
切的关注目光，投向凡夫俗子的芸芸众
生。毕星星先生的 《河槽人家》，从历
史的陈年旧迹中，搜寻飘逝的灵魂，还
原鲜活历史本相，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时
代细部的历史皱纹。

毕星星与我说过，他们村完整保留
下了村里的历史档案，堆摞在一间尘封
的老屋里，开锁时，吱吱响，还往下掉
铜锈渣渣。一个河东村落，自觉地保存
下几十年的历史档案，历任交接，这些
纸张文字竟然完好地交割，保存到今
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星星兄说时眼
睛射电放光，如获至宝如数家珍。

星星兄在 《河槽人家》 的序言中
说：“这些档案，在别人手里，是死的
文字。到了我手里，那可是一个一个鲜
活的人物场景。档案里记载的人，许多
就在我身边。我见证过他们的音容笑
貌、劳作和悲欢。许多人已经去世，他
们的后人还在，和我就在一条巷子里长
大……岁月如一条河，潺潺地流过来，
村落一任岁月冲刷，庄稼收割了多少
茬，乡亲送走了几辈辈……这块土地
上，岁月的痕迹有深有浅，却也是切割
得一丝不苟，一刀一画都留下了印证。”

毕星星说：“回到故乡，有这个好
处，随时随地碰上的都是熟人。一个面
孔背后，都是好几代的往事。你能听到
真实的表达。他们的爱憎恩怨，他们的回忆怀想，都
在和你的闲话里。不知不觉完成了采集，回到自家关
上门自己整理，和档案对照。大体上，主要线索，枝
枝叶叶，就都有了。”

毕星星还说：“我想把这些记录下来，在我看
来，这个就是我的中国故事，讲好我的村子，就是我
的中国叙事。”

毕星星收入 《河槽人家》 中的许多文章，我先前
已经在 《随笔》《山西文学》 等诸多杂志中看过。《回
乡去认古碑》 挖掘出一个村庄峨嵋涑水沧海桑田的沉
浮脉络；《40 年代的乡村暴力》 通过乡村民间的恩仇
杀戮，钩沉着暴民文化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

还有一些是尚未见诸纸媒的新篇。
乡土俗里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眸，这些社会末梢的

毛细血管，无不牵扯着时代的敏感神经。
有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毕星星一支生花

妙笔，一横一竖，硬是把高头村写成了一个地标，一
张名片。

星星兄在 《河槽人家》 的序言中写道：
经常有朋友问，你写的这些叫什么文体？在 《随

笔》 发表的文章多，我也就胡乱称之为随笔。其实随
笔这个文体很不可靠。它喜欢在多种文体之间摇摇摆
摆，迷离惝恍。可以靠近散文，也可以靠近议论文
体，也可以靠近纪实文学。近几年又有非虚构、在场
主义等等，这些实在难以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如
果硬要找一个筐子框进去，我这种强调写实，依靠叙
事推动，讲究文学性的文体，更多地在散文和非虚构
之间，属于一种纪实性的散文。

2016 年 6 月，傅书华主持，周宗奇、毕星星、赵
瑜、鲁顺民与我之间，有过一次“关于非虚构文学的
对话”。对话中曾有对写作文体认定的讨论。傅书华
说：“这些文章，既有历史真实，思想深度，也有很
生动很感性很文学的细节，可以说，是远承 《史记》
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你说这些东西是叫文史散文，还
是叫史性散文，或者叫纪实性写作，还是什么？”

名可名，非常名。对文体的定义，究竟叫非虚
构，还是纪实，名之随笔，还是散文，并不重要。随
着信息的高度发达，各种文体的手法也在相互融合，
相互借鉴。山西作家近些年，在吸纳史学成果的同
时，反过来在文学细节、思想深度上丰厚了历史。

毕星星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代
表性文体。面对现实，小说软弱无力，早已失却了往
日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的热点在小说，说
起文学，小说是代表性的文体。世易时移，小说不再
热络了。”

在我们特定的生存语境中，作家的想象力可以说
是苍白的。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细节真实，而绝
无超越细节真实的虚构想象。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小说
家们，过分自信自己能够构造出一个高于生活的“艺
术真实”，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进程的方
向，从来不会以任何天才的精心构想而转轨，它是无
数人的聪明才智 （这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而由本能所
激发出来的能量），无数用力方向，相辅相成，抵触消
解，阴错阳差，最后由合力所综合形成的一个生存真
实。它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真实”到

最后一刻仍充满变数，仍使任何天才始料
不及，大跌眼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
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
人而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深层潜意识。

关于纪实与虚构之间，谁优谁劣的
争议，一直尘嚣未休甚至沉渣泛起。

进入新世纪，尽管主流话语仍死抱
住小说的正统地位不松嘴，各种纸媒、
扶持、评奖向其倾斜，但无可奈何花落
去，“文学自身矮化，小说泄气了”（毕
星星语）。纪实性文本，力求给予读者最
大程度的真实，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事
件真相，历史本来面目。审美原则的转
变，纪实观念代替了虚构观念，纪实性
话语摧毁了虚构性话语。读者的目光 ，
物极必反，变得极端现实起来，只关心
真实存在和真实发生的事情，读者对现
实和纪实的兴趣，完全压倒了对理想和
信仰的追求。纪实与虚构之争，成为文
化的风向标。

“反思历史不宜迟”，毕星星从尘封
的历史档案中挖掘真相，趁当事人见证
人还在世，“抢救材料”，不然随着一代
人的去世，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就永远
丢失了。

与着意于时代的风云人物，惊心动
魄 的 历 史 事 件 研 究 的 传 统 史 学 观 不 同 ，
现代人的史学观越来越注重普通人的日
常习俗和由生存环境形成的社会集体潜
意识，现代史学观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
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小人物的日常生
活成为研究历史的珍贵史料，在现代人
的观念中获得意义。小人物的“日常生
活 ”， 终 有 一 天 会 由 “ 稗 史 ” 成 为 “ 正
史”。这种转变，是历史观的重大变化。

个人的记忆相对于宏大叙事，沧海
一 粟 。 但 是 放 弃 了 见 证 人 的 个 人 记 忆 ，
就断绝了通向集体记忆的可能。个人记
忆终究会转化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毕星星的 《河槽人家》 是挖掘被遮
蔽的民族记忆。

毕星星说：“我曾写过一个创作谈，
盛 气 凌 人 地 声 言 ， 我 的 作 品 无 处 不 真 。
我的文章在村里很多人传看，我自认为
是经得起村庄检验的。”

写 出 了 某 种 社 会 形 态 下 一 个 人 的
“真实”，也就写出了这个“真实”的人
赖以发生并生存的所有环境因素和人为

因素。这大概也正是写出一个小人物的意义所在。
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

是整个社会的深层潜意识。我想，大概这也正是写出
“真实”的价值所在。传记文学的想象力，表现在对历
史资料的认识和梳理中。我觉得应该从浩瀚的历史记
载中去钩沉填补起历史的空白。而不应用想象 （有时
会表现为“想当然”） 去推断。想象代替不了读者期
待的“眼见为实”。纪实作家的想象力是要从支离破碎
的历史材料中，像用马赛克片拼凑起一个三维画面，
还原“历史的现场”。

毕星星又说：“有一年回乡，我问一个本家的婶
子 ， 她 说 ， 八 分 是 真 ， 两 分 是 假 。 为 什 么 我 刻 意 求
真，总还是做不到真真切切呢？慢说记忆有误，事物
的百般隐秘，总不可能完全呈现给你。”

对纪实文学而言，真实性是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事实上纪实文学为什么受欢迎，就是要揭示真相，对
抗遗忘。一个人的真实，总是与他周边的人群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写出一个人的真实，必然会拉出藤蔓
带出瓢。每个人的写作都是极端个性化的，我们对人
物 与 事 件 的 撰 写 ， 都 有 一 个 “ 由 己 及 彼 ” 的 心 理 过
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如果脱离了自己的内心
体验，也就失去了笔下人物形象的生动与深刻。

毕星星的 《河槽人家》 是还原历史的有力佐证。
记 忆 和 生 存 有 着 密 不 可 分 的 联 系 。 记 忆 是 一 个

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有所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
没有记忆，我们一代代就只能不断地回复到茹毛饮血
的生存环境。正是记忆维系和改善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健忘症是对资源的浪
费。一个富有良知的人，应该能够勇敢地直面记忆，
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来回避记忆。如果
记忆中充满涂抹痕迹、出现空白或断裂，某些事件被
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这一
切只能表明：这段记忆所对应的历史事实有羞耻和阴
暗 之 处 ， 而 且 记 忆 者 的 心 理 ， 也 必 定 隐 藏 着 阴 暗 可
耻、不可告人的目的。

巴尔扎克一直声称他是“时代的书记员”，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 《人间喜剧》 中为我们提供
的历史画面，胜过所有同时代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所产
生的价值。然而，文学反映生活记录历史的“现实主
义”功能被弃置，“伪浪漫主义”大行其道。作家笔下

“三千白云任剪裁”，文学想象功能被无限制地放大强
化，而记忆复原功能却弃之如敝屣。

大历史背景下，记忆首先被遮蔽，接着被规训。
某些历史事件，几乎面临着被记忆删除的命运。人所
共知的灾难，难以有细节化的描述，仅存记忆也枯燥
失活。总的来说，民族记忆的容量在缩水，色彩在单
调……

2001 年是诺贝尔奖开奖百年大庆，瑞典文学院以
“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提出文学应起
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对历史的真实感
受。

毕星星说：“我在村里听到的最高点赞就是，那事
情说的真真的！”毕星星先生正以一己之努力，筚路蓝
缕风尘仆仆地修补着历史的记忆。

本文作者为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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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山西
省文物局公布了全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
录，我市 80 处文物列于其中。这 80 处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在河
东地区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

此次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革命文物
名录，包括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687 处，
珍贵文物 4478 件 （套）。其中，第一批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包括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2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2 处、市级文保单位 79 处、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 534 处；第一批可移动革命文
物名录包括一级文物 541 件 （套）、二
级文物 251 件 （套）、三级文物 3686 件

（套）。
我 市 80 处 革 命 文 物 在 13 个 县

（市、区） 均有分布，其中 6 处为省级
文保单位，4 处为市级文保单位，70 处
为县级文保单位。由于与重大历史事
件、革命运动以及著名人物有关，我市
这一批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
史料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代表性建
筑，被认定为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

在我市这一批革命文物中，达到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6 家分别是朱德总司
令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条山对日作战时
曾居住的平陆朱总司令路居（平陆县），
禹门口抗日纪念摩崖石刻（河津市）、中
共太岳三地委陈家庄旧址（闻喜县）、大
益成纺纱厂旧址（新绛县）、河东特委革
命活动旧址（夏县）以及嘉康杰烈士墓

（夏县）。列入市级文保单位的 4 家分别
是，中山中学校址 （盐湖区）、稷山县抗

日民主政府旧址 （稷山县）、北垛国民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兵站旧址 （垣曲
县） 以及中共夏县中心县委活动旧址

（夏县）。
作为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些涵

盖着红色记忆的革命文物，见证了气壮
山河的河东红色历史，是激发全市人民
爱 国 热 情 、振 奋 民 族 精 神 的 深 厚 滋
养。

省文物局要求各级主管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落实革命文物
保护责任，不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水平，更好地发挥革命文物在弘扬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全省首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

我市80处文物“上榜”

《河槽人家》 书影 （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王 斌） 1 月 17 日从市文化和
旅游局获悉，垣曲北白鹅墓地考古日前有了新进
展，多座墓葬出土有太保燕仲铭文、族徽“華”等
内容，出土的青铜壶内有类似“果酒”的液体。

2020 年 4 月至 12 月，为抢救被盗掘的墓葬，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垣曲县北白鹅村进行了一次被
动性考古发掘工作。该墓地共出土文物 500 余件

（套），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近 50 件 （套） 带
有铭文的铜器，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由此，垣曲北
白鹅墓地考古项目获得极大关注，入选 2020 年度
国内十大考古新闻，还入围中国“考古奥斯卡”：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

最新的动态和成果令人惊喜：多座墓葬出土有
太保燕仲铭文、族徽“華”等内容，墓主基本确定
为召氏家族的一支，出土的青铜壶内有类似“果
酒”的液体，已探明大中小型墓葬 65 座，发现 3 座
车马坑。

据了解，一个原创新展览 《燕姬的嫁妆——垣
曲北白鹅考古发现揭示的周代女性礼制与生活》 春
节前后将在山西考古博物馆精彩亮相。

垣曲北白鹅墓地考古新进展

发现族徽“華”和类似“果酒”液体
鹳雀楼遗址看黄河断流

身微可许负苍天，
四顾群山皆不言。
孤雀清音犹绕耳，
满楼浩气已盈肝。
千年代谢斜阳外，
万载辉煌碎瓦间。
望断长河须一醉，
谁人续得大唐篇。

登鹳雀楼

极目长河天尽头，
山川寥廓掌中收。
雀音袅袅穿今古，
蒲草茫茫淹寇侯。
自许能成经纬业，
谁知竟作稻粱谋。
兴亡更迭千秋事，
孤客无言再上楼。

告别大河

黄土如潮送大河，

长风万里接高歌。

千年一瞬无豪杰，

试问缘谁起巨波。

过茅津渡

漫漫尘沙过大河，

腾云怒水竞嵯峨。

斜帆隔断千年事，

漂子今朝可放歌？

登楼送别

滩头立马启征帆，

我比前贤目愈宽。

尽把琴声扬四海，

何辞风雨路八千！

忆旧游三门峡大坝

沟壑绵延三万里，

西风剥蚀数千朝。

百寻急浪山如裂，

一柱擎天任撼摇。

黄

河

组

诗

■
毛
迎
春

·链接·

1 月 17 日，垣曲
镲 文 化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鲁 崇 才 在 移 民 二
区 向 居 民 表 演 垣 曲
镲《安 安 然 然 过 大
年》。

为 了 做 好 当 前
的疫情防控工作，该
县 利 用 群 众 喜 闻 乐
听 的 垣 曲 镲 这 一 地
方 曲 艺 形 式 广 泛 宣
传群防群控，让人们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增强防护意识，构筑
一 道 群 防 群 控 的 严
密防线。

特约摄影
崔松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