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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是心与心的一场奇遇。”与现实生
活的热闹喧腾相反，今天人们的内心常常是趋于
闭锁和悲凉的。是否存在改变的可能？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要如何抓取那宛如岁月遗照般的记忆碎片，
拼凑出有关自我的真相？要如何与幼年的自己
相连通，帮助那个仍在我们内心的幽暗处无声呼
喊的孩子渐渐长大？要怎样才能穿越几十年人
生中最初保护我们但现在已妨碍我们追求幸福
生活的自造围城，实现自由表达和自如、自洽的
生活状态？怀着对人性和人心的好奇，已经在美
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李沁云选择在34岁
时重新去做学生，投身心理治疗行业，并将精神
分析作为自己的一生志业。从学徒期的被治疗
体验、新手心理咨询师经历，再到作为心理咨询
师、精神分析候选人的感悟，《心的表达》记录了
李沁云从2017年至今在不同阶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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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诊所的北方和雪》是鲁迅文学奖诗歌
奖得主阎安的最新诗集，收录了阎安近作120余
首，分为五辑：“我们曾在玻璃上谈话”“技术风景
时代的悬崖和空虚”“一条鱼的七种命运”“纸面
具与黑暗”“梦想诊所和它的幸存之蓝”。阎安的
诗歌中既有宽阔的历史眼光、深远的文化忧思，
也有复杂的个体经验、对现实的深切关注。阎安
用其特有的理性思考和语言经验，在文字中展现
他对精神世界的想象与建构。诗集附录独家收
录阎安答美国《非二元评论》的访谈，进一步介绍
阎安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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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儒家思想。孔子的
学说最早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后来主导了中国
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本书对儒家思想主
要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清晰扼要的梳理，
展示了它们两千六百年来对国家治理、科举考
试、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全书聚焦
于孔子的两个关键的哲学主题：如何成就君子，
如何求得善治，借此探讨了儒家思想在后世的发
展和演变，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实践
的。与流行的儒学通识作品不同的是，本书特别
设有儒学与女性的内容，既看到了传统中国社会
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也肯定了女性对于教育子
女、涵养个体的道德观念，以及促进家庭和谐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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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拥有全世界最为完整、丰富的玉
器收藏。本书按照时间线索，挑选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最精美、最具代表性的玉器，讲述从新石器
时代到明清时期的玉文化故事，以一部故宫玉器
通史串联起一部生动的中华文明史，以“玉器”作
为切入点，展示未曾间断、生生不息的中华文
明。本书由故宫博物院玉文化研究所所长徐琳
撰写，作者在三十余年的博物馆工作中始终致力
于玉器与玉文化的研究，通过“库房考古”的方式
对故宫收藏的大量玉器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再研
究”，体现了文博工作者的坚守与钻研精神。

本书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有关中
国古代文学史的讲录，突破文学史叙述的一般格
套，既见脉络的系统性，又见细节的丰富性，是很
有视觉感的大学课堂实录。纵向从先秦一贯而
下直至近现代，横向则以文类从韵文、散文、诗歌
到小说，交织成动态发展的包蕴文本、作者、文学
事件、文学流变、读者接受等在内的中国文学网
络，呈现文脉的演进。全书融汇历代文人学士与
海内外学人的作品、卓识，文学情怀贯穿始终，打
破定说，时有创见，提出中国文学史的三个轴心
时代的独到之说、注重早期文学脱离音乐之后对
文字表现的追求、聚焦近世文学对唐宋文学的承
转变创、描绘近代文学转型的多元图景。既有学
术上的着意开拓，又具备普及中国传统文学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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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警察故事”有流量有力量

“沉浸式”体验生活，书海
中“扎猛子”

海安网络作家卓牧闲一直坚持警
察题材创作，从《韩警官》《朝阳警事》
《老兵新警》到《滨江警事》，一系列公安
题材作品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写作方
面探索出了一条路。对他而言，白天，
在派出所、社区“当班”，夜晚，在电脑上

“码字”，码出的文字于是具有厚实的生
活基础。

在《老兵新警》即将完本时，卓牧
闲就在思考下一本写什么。直到一次
过江去上海，偶然看到在江上执行巡
逻任务的公安巡逻艇，瞬间意识到相
较于刑警、治安民警、缉毒警，水警这
个警种在警务题材的作品中鲜有出
现。而老家南通通江达海，长江南通
段每天通航的大小船舶不计其数，水
上治安好不好，直接关系着长江流域
的经济发展。

为了写好水警故事，他采访了近四
十位水警，深入航校学习船舶驾驶和轮
机技术等业务知识，去海事局了解海事
系统的变迁和职能，深入港口码头和

“货代”“船代”等公司了解货运知识，还
在知乎上把1989年以来关于水警这个
职业的论文几乎全部看了一遍。“沉浸
式”体验生活，书海中“扎猛子”，《滨江
警事》中，涉及的历史、地理、天文、水文
等知识，表述都不含糊，增强了文本的
可靠性、可读性，因此也增强了人物塑
造的感染力。

研讨会上，卓牧闲坦言，写这部作
品他有自己的“野心”，不想跟之前那样
只是写一个警察故事，在动笔前就下定
决心要通过主角的视角以及通过塑造
海事、渔政、航道、港口等与长江治理相
关的配角群像，展现改革开放以来长江
治理、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长江生态保
护，写出时代的变迁。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
何弘表示，《滨江警事》是典型的行业
文，包含成长、探案等多种元素，在实践
新大众文艺创作道路方面，作出了很好
示范。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杨发孟认为，《滨江警事》在现实
生活中“开了一个小口、打出了一眼深
井”，把“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体现得淋漓尽致。阅文集团副总编辑
田志国表示，这是一部具有网感的现实
题材作品，既能吸引读者深入阅读，又
展现了时代发展的鲜活成果，为网络文
学好故事做了一次很好的发声。

洋洋数百万字，生动的细
节比比皆是

《滨江警事》中的主人公韩渝16岁
中专毕业，阴差阳错成为当地最年轻的
民警，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咸鱼少年”，
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警察。山东大学
文学院教授黄发有认为，这部作品的成
功与“身临其境的同代人叙事”密不可
分。小说生动刻画了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中专生群体，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
农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常会产生陷入
夹缝的感觉，但他们通过不懈的奋斗，
像韩渝一样从浑浑噩噩到独当一面，将
生命的微光汇入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
的历史进程之中。

韩渝的师傅徐三野的原型是高广
喜，2017年他在海安县城南派出所所长
岗位上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在徐三野
去世之后，卓牧闲用两章的篇幅来写

“不一样的葬礼”，在这两章所描写的
“仪式”中，韩渝在情感上庄重地送别师
傅，在精神上与镜中像合而为一，师傅
和他之间的代际传承自然过渡。“小说
塑造警察形象的崇高感，从长期以来文
艺话语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变为代际
传承的集体使命。”河北大学副教授郎
静说。

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究
员马季看来，卓牧闲的作品一向以平
实、朴实、有趣见长，故事往往不是平地
而起，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纠纷延伸到重
大刑事案件，情节推进有条不紊，充满
悬念。《滨江警事》以普通人的成长取代

“升级”模式，以细腻扎实的生活流取代
“脑洞”和“爽感”，构建起一个真实可
信、丰富多彩的警察世界，全方位地展
现了警察工作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以及
警民关系的多样性。

“好作品是要靠大量丰富而独特的
细节来支撑的。”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
张策举例，小说中韩渝到派出所报到的
途中，回忆小时候的情景，说到过船闸
的时候，闸上的工作人员会跟钓鱼似
的，用绳子系着铁夹子放下来，收取渔
民的过闸费。《滨江警事》洋洋数百万
字，但诸如此类生动的细节比比皆是，
可以看出作者是真实秉承着现实主义
创作的严肃态度来进行创作。

在行动中，人与充满能量
的时代融为一体

为营造出年代感，卓牧闲紧扣时代
脉搏，把上世纪八十年代春运的一票难
求、部分群众在利益驱使下涌向长江非
法捕捞鳗鱼苗、全国人民踊跃为举办亚
运会捐款、香港回归举国欢庆和全国人
民众志成城抗击98洪水等历史大背景

“植入”故事，支撑起全书的“四梁八
柱”。

“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上世纪 80 到
9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而这种历史的
展现方式，是微观式的，融合在了水警
的故事之中。”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
伟说。此外，小说也有网络小说常见的
知识性结构装置，从工资到水警制度，
各类船只构造，小说展现了一个流动的
水警生活知识库。

青年评论家贾国梁表示，卓牧闲试
图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段重要的
历史阶段进行精神素描，展示从人的观
念到人的行动的特殊状态。一方面是
观念的“动”。比如小说中写到从土葬
到火葬的移风易俗，在群众中掀起轩然
大波。这一段写得既有观念变迁时期
的时代感，又有艺术的滑稽效果。另一
方面是行动上的“动”。这与“躺平”刚
好形成对比，在那个不进则退的时代，
根本没有“躺平”的基础，人物对未来是
焦虑的，也是乐观的、探索的，表现为不
停改行、创业的冲动。因为身份问题在
体制内被限制使用的徐三野，可以依靠
自己的主观能量，在长江边上一个小小
的派出所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在时代的
风浪中破浪、冲浪，最终魂归长江，与充
满能量的时代融为一体。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副主
任朱钢总结说，《滨江警事》紧扣基层民
警与社会面的广泛接触这一特点和优
势，以他们完成执勤、执法和助民等任
务为视角和线路，走近各个社会阶层、
经济领域、生存态势和人生遭遇的人
们，参与他们的俗常生活，体味他们的
人生滋味，观察社会生活实况和精神面
貌获得独到的收获。

1月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江苏省作家协会和阅
文集团主办的卓牧闲《滨江警事》作品研讨会在线上召开。《滨江警
事》和其他两部网络文学作品获得了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这是网络文学首次作为独立项目进入“五个一工程”奖的评
审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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