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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谁寄锦书来》：“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好书推介

一次小小的酬神聚餐，引发了朝局
的轩然大波，背景是北宋中期的庆历新
政。作品展示了从宫廷到市井广阔的生
活面，政治、社会、军事、外交，错综复杂；
变革、权争、阴谋、人祸，惊心动魄。一波
三折的朝廷新政被置于日常性的生活描
画之中，既有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
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读
来兴味盎然，令人深思。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夏坚勇深耕宋
史十余载，全新力作。拨开北宋兴衰转折
之迷雾，揭露一代帝王的隐秘精神史……

《庆历四年秋》
作者：夏坚勇

《绝色：中国人的色彩美学》
作者：曾启雄

一本小书，从茜草到朱砂，带你触摸
中国传统色彩之美。

色彩学研究专家曾启雄以其多年来
的研究功底，考察了那些只存在于历史记
录中的色彩，它们在岁月的侵蚀中褪色、
模糊、甚至被遗忘。作者还潜心钻研传统
染色的技艺，复原出了那些令人心驰意动
的颜色，还原传统色彩相关的动人故事，
重拾中国人独特的色彩记忆。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 李爽 采写

汪一洋：拿到这本书，我不想笑只想哭
谈及这本书的创作历程，作者汪一洋感慨万

千：“这本书真的是承载着太多人的心血了。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给我借阅了上百万字的文史资料，
陪着我一起去四处采风。我们去了上海、天津、山
东、河南、四川，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真是“八千里
路云和月”。然后又组织专家给我讲邮政的故事，
非常感动。这些人有的都在现场，更多的不在现
场。还采访了上百位的邮政的员工。”

“我还有一个私心是想感谢一下我的母亲，
因为我这本书刚刚写完 8 章的时候我母亲就病
危了，那个时候我由于要赶回北京来听取邮政
专家的意见，结果我没有赶上见我母亲的最后
一面，这就是我终身的遗憾。”

“我老听到人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一直

觉得这句话很可笑，什么忠能比得上孝呢，况且
我这样的‘无业游民’怎么可能在母亲最后一刻
没有陪在她身边呢？但是我要来，因为我觉得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肩负着邮政的使
命和高导的重托。所以，在母亲的坟前我就在
想，如果母亲觉得我做的事情没有错，不希望我
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希望我能做好的事情，
如果她是爱我的、支持我的，就保佑我把这本书
很好的完成，因为当时我整个人不管身体还是
精神都崩溃了。回到北京我确实处于很差的状
态，但是这本小说每天都以四千字的速度稳步
向前推进，一天都没有间歇，而且我也感觉《国
脉：谁寄锦书来》超出了我以前所有的作品，有
一句话叫‘如有神助’，其实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我感到确实是如有神助，这个神是谁？肯定
就是在天国的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父亲也去世
了，跟我母亲合葬在一起，我父亲曾经的心愿是
当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是我母亲跟他在一起
告诉了他我在写这个作品，他们在帮助我。”

“拿到这本书，我一个朋友圈都没有发，我
不想笑，我想哭，但哭不是因为悲伤，可能因为
自己投入太多心血，也因为承载着太多人的重
托。当然，也有我母亲的原因。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做了下半卷的采风，百年邮政，上卷写
1896到1949年，下卷我们将从1949写到2018年
当下，主体故事会从1978年写到2018年，我下一
步的工作是全力以赴地写好邮政下卷的这部
书，希望也能够不辱使命，不负重望。”

对话

近日出版的《国脉：谁寄锦书来》，是首部讲
述中国邮政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这本书在揭
示鲜为人知的邮政史，抒写邮政人家国情怀的
同时，也为百年中国邮政谱写了一曲不忘初心、
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壮丽凯歌。小说的名字
语出周恩来同志为邮政人题词：“传邮万里，国
脉所系”。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上海滩。三个邮政
人，三个好兄弟、好工友。他们从上海邮政大厦
起步，在工运风云里脱颖而出。一次偶然的抉
择，铸就了三人迥然不同的命运，交织出一幕幕
时代与人性、历史与命运、理想与奋斗、爱情与
信念的跌宕起伏的剧情。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小说的时间线从清末
民初至新中国建立，以邮政工人秦鸿瑞的成长
历程为线索，以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为主轴，串
起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邮
工童子军参加一·二八抗战、九一八事变、东北
三千名邮工维护邮权撤回关内、巩固邮基运动、
解放上海邮政大厦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一
个个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描绘了邮政工人的
日常工作、家国情怀、战争年代跑秘密交通、组
建别动队抗日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勾勒了
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谱写了一部中
国邮政史和工运史。

其中，主人公秦鸿瑞的命运堪称传奇——
他是码头临时工，他是上海邮政工人，他是全国
工运领袖，他是国内外各种势力竞相争抢的目
标，他组建了新中国邮电部……

小说还写了几对真心深爱却无法成婚的男
女恋情，写了朋友情、同志情、兄弟情、兄妹情，
写出了情感与信念抉择的无奈、无悔，扣人心
弦、感人至深。

作者以简洁的文笔、宏阔的视野、生动的故
事，精心塑造了秦鸿瑞、方执一、郑开先等几个
邮工出身的工运旗手形象，通过三人不同道路
的选择，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先进的、正确的

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只有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为缔造新中
国的优秀中华儿女谱写了一曲正气浩然的民族
史诗。

据记者了解，小说主人公秦鸿瑞的原型是
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生前担任第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朱学范同志是旧中国邮工出身的工人运动领
袖，从邮务生到上海总工会主席，直至中国劳动
协会理事长；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
和解放区工会合作，多次出席国际劳工会议，为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朱学范同志
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工人运动内部的统一战
线，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
贡献。

《国脉：谁寄锦书来》从邮政行业切入，题材
上具有相当的新意，甚至说，具有填补历史空白
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入手来述史讲事的小说
作品，尤其从邮政、工运两条线索交织来勾勒中
国社会历史进程，揭示党的领导的必然性的小
说作品，极为罕见。

此外，小说还描绘了邮政工人荡气回肠的
斗争画面，突出了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重要
作用，有些斗争场面在长篇小说中可谓首次浮
出水面，显现出作者驾驭大题材的强劲腕力和
讲述大故事的不凡功力。

在文学艺术上，《国脉：谁寄锦书来》有着宏
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和生动的

艺术表现力。作者以宏大的历史场景为舞台，
以社会进步力量和历史前进方向为引导，以小
说家的丰富的想象力、娴熟的技巧，导演出一幕
幕时代与人性、历史与命运、理想与奋斗、爱情
与信念的跌宕起伏的剧情，堪称一部能够表现
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和思想高度、
文化深度的优秀作品，

著名邮史专家仇润喜表示，该书以百年邮
政为背景，为一代“老邮工”立传。小说规模宏
大，气势恢弘，视野独特，人物鲜活，集惊心动魄
的家国情怀和催人泪下的侠骨柔情为一体。小
说还以数十封千姿百态的书信——义正辞严的
宣言书、严肃郑重的公开信、字斟句酌的劝归
书、割袍断义的绝交信、情意绵绵的情书、家长
里短的家信、情真意切的解除婚约书、装有子弹
的恐吓信——组成了一个公函私札、写信读信
的“书信世界”，很好地诠释了邮政“传书”的基
本使命。

小说作者汪一洋（本名汪洋），已出版《洋
嫁》《在疼痛中奔跑》《永不放弃自己》等作品，曾
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美国国会“杰出华
人作家奖”等奖项。《国脉：谁寄锦书来》是作者
在深入生活，广泛调研，阅读上百万字文字资料
及诸多影像资料之后创作而成。

据悉，著名导演高希希将亲手执导拍摄同
名大型电视连续剧，以期早日将它以影视剧的
形式呈现给世人。在高希希看来，《国脉：谁寄
锦书来》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作，亦是一粒优质
的影视剧种子。

点评
《国脉：谁寄锦书来》揭示了一段鲜为人知

的历史，抒写了邮政人的家国情怀，堪称一幅大
时代的工运画卷，值得一读。

——著名作家 王蒙
我佩服汪一洋，无论什么题材，在她笔下都

能酝酿出一部好看的小说。她是一个好小说
家，有丰富的想象力，有娴熟的技巧，善于塑造
人物和编故事，而最重要的是懂得人性。宏大
的历史场景只是一个舞台，在舞台上演出的是
人性的故事，是时代与人性、政治与情感、性格
与命运之间跌宕起伏的剧情。

——著名作家 周国平
《国脉：谁寄锦书来》以邮政、工运为线索，

串起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要事件、
重大事变，堪称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勾勒了中国
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自然而真实地显示
了社会进步的力量，揭示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小说从邮政行业切入，以工人运动为主线，题
材、故事与人物都饶有新意。从邮政和工运角
度入手来述史讲事的小说作品，似乎还没有看
到。同时，小说也以情见长、以情取胜，写出了
爱的错失无奈、爱的坚贞无悔，显现出作者驾驭
大题材的强劲腕力和讲述大故事的不凡功
力。

——著名文学评论家 白烨
《国脉：谁寄锦书来》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波

澜壮阔的工人运动这个角度切入，描述缔造新
中国的伟大斗争，不仅有诸如五卅运动、上海工
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邮工童子军参加一·二八
抗战等斗争场面的精心描写，又有秦鸿瑞、黎黛
珊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还有流畅典雅的文
学语言，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
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佳构，在新中国七
十华诞之际问世，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著名文学评论家 何镇邦
《国脉：谁寄锦书来》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

作，亦是一粒优质的影视剧种子。希望能亲手
执导，早日将它以影视剧的形式呈现给世人。

——著名导演 高希希

一代美学宗师写给国人的美学入门书
提起美学大师，你会想到谁？在中国美学

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位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宗师
级人物。他 1922 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
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
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回国，历任北京
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以后一
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可
以说，他的一生，不是在研究美学，就是在研究
美学的路上。他就是朱光潜。

朱光潜的著述颇丰，《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

学》《西方美学史》《谈美》《谈文学》《谈美书简》《咬
文嚼字》……每一本都堪称经典，时至今日，仍然具
备旺盛的生命力。朱光潜的“美好人生”书系，收录
了朱光潜著作中流传极为广泛的四部：《给青年的
十二封信》《谈美》《谈修养》《谈美书简》。

现代人常常面临各种压力，生活中被诸多
琐碎的事情所占据，忘了去欣赏身边的美。朱
光潜“美好人生书系”，旨在唤醒人们对美的感
知，发现平凡生活的诗意。四本书会从童趣、欣
赏、闲情、慢生活四个不用的角度来介绍如何过
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