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3日，正值第26个世
界读书日，各种大型图书评奖
活动也热烈展开。当天上午，
第十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
书奖评选结果在颐和园霁清
轩揭晓，共有20 种图书获奖，
49种图书入围推荐书目，其中
社科类推荐图书 18 种。四川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断裂的
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
千年考古学解读》（以下简称

《不断裂的文明史》）从众多参
评图书中脱颖而出，入围社科
类推荐书目。

无独有偶，喜讯连连。23
日晚8点，“世界读书日”之夜，
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组织评选出的 2020 年度

“中国好书”揭晓，《不断裂的
文明史》再次榜上有名。2020
年度“中国好书”盛典于当晚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CTV-10
央视科教频道和 CCTV-1 央
视综合频道播出。33 种 2020
年度“中国好书”和18 种入围
图书全部揭晓。

深入浅出的语言书写
文明史

《不断裂的文明史》是一
部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考
古学通识力作。书中以中华
文明的“中和”理念为线索，通
过对文明几大要素（都城、陵
寝、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等）
的爬梳，辅以近 500 幅考古遗
迹、国宝文物图片，全景展现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本
书开创性地从考古解读国家
认同，深度挖掘绵延不绝的国
家文化；应“中华文明为何是
世界上唯一有着数千年不断
裂文明”这一世界之问，作出
了令人信服的中国之答，并将
其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
言呈现给社会大众。

本书作者刘庆柱先生，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
古研究所原所长，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外籍院
士，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他
从多维度提出，中华文明的核

心理念之“中”与“和”至“中
和”思想，由此形成国家认同
的“政治文化”，是中华五千年
不断裂文明的思想基础，也就
是古今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这种文化基因之所以有着五
千多年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
力，与其植根于不同地区、不
同人群、不同时代所有国民心
灵之中的家国情怀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

刘庆柱认为，只有究明中
华五千年文明“不断裂”的原
因，中华民族才能使这一优秀
历史文化传统得以永续继承，
才可以一代一代“不断裂”地
发展下去，这也是研究、撰写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
主要目的。

在刘庆柱看来，人类认知
客体世界科学的规律是从已
知到未知、由近及远，同样，撰
写“历史”文章、书籍，也应该
尝试“反其道而行之”。刘庆
柱强调，从本书的书名“不断
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
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来说，

“这应该是一本学术性、理论
性‘很强’的图书，但是我想把
它写成一本大家都能读懂的
介绍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的考古书籍。因此在撰写中，
我首先考虑的是，要用大众都
能读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去
写，因为我想本书就是写给社
会大众的。”

重磅之作不到一年加
印四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
生在推荐本书时说道：“中国
虽人口众多、族群复杂、政权
更替，却能凝聚一体。让中华
文明成为‘一体’的，正是世代
相传的文化基因，根植文明沃
土，一脉相承至今。”

据四川人民出版社介绍，
本书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已
加印四次，并得到了包括新华
社、光明日报、学习强国、《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百道网
等权威主流媒体和图书行业
媒体的关注，入选了包括“中
国好书”月榜、“光明书榜”月
榜 在 内 的 各 种 好 书 推 荐 书
目。在四川，也获得2020年度

“文轩好书”“四川好书”等荣
誉。该书还曾入选中宣部、原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迎接
党的十九大精品出版选题，入
选四川新华文化公益基金会
出版资助项目。本书的英文版
和韩文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本书海外
版权，签约享誉世界的一线学
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集
团，还输出到德国、印度、乌兹
别克斯坦、丹麦等国家，成为四
川出版“走出去”的重磅之作。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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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文艺的企业
家不少，但像米瑞蓉
这样能写长篇小说的
企 业 家 ，却 非 常 少
见。她是怎么炼就写
小说的能力呢？米瑞
蓉说：“我是学工科
的。写作不是我的强
项，从小就害怕写作
文。但是大量阅读帮
助了我。读得多了，
很多画面就在脑子里
形成了，写起来就轻
松很多。”米瑞蓉说自
己平时喜欢读国外的
小说，尤其是托尔斯
泰的长篇小说对她影

响很大，“关于战争的
恢弘场面，非常值得
学习。”

作为企业家跨界
写小说，米瑞蓉说，

“我没觉得自己是个
作家，也没觉得自己
是个企业家。我并没
有把自己锁在某一个
标签之下，你就是让
我做主持，我也能干
得很好！”米瑞蓉透
露，她正在酝酿一部
新的小说，“正在脑子
里酝酿，希望今年能
完成。”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隔离酒店书写爱情故事
米瑞蓉推长篇新作《北极光之恋》

米瑞蓉作为成都地
产界著名的老总，外界
对她一直有着“一面企
业家、一面文艺”的印
象。2012年，她推出首
部长篇小说《留守男人》
并拍摄成电视剧《婚姻
时差》，由王志飞、江珊
等领衔主演，播出后反
响甚好。

9年后，今年4月，
米瑞蓉又推出一部长篇
小说《北极光之恋》。其
情节设置，跟《留守男
人》有一些相通之处，都
是移民题材跨国背景，
也被称为“《留守男人》
姐妹篇”。

4 月 28 日晚，米瑞
蓉《北极光之恋》新书发
布 会 在 成 都 的 文 轩
BOOKS 书店举行，人
气甚旺。自称“米粉”的
读者们，与米瑞蓉互动
气氛热烈。奥运冠军张
山，四川人民出版社社
长黄立新，副社长、《北
极光之恋》策划人李真
真，以及学者袁庭栋、畅
销书作家杨二车娜姆，
散花书院、见山书屋创
始人廖芸等成都文体界
名人，纷纷到场为米瑞
蓉助阵点赞。

袁庭栋感叹道：“在
我看来，跨界作家就是
业余作家，而业余作家
是真正热爱写作与文字
的人。米瑞蓉作为业余
作家，坚持创作优秀作
品，十分值得赞扬。毕
竟一个城市要发展为文
化城市，可不是靠建房
子。希望能有更多的业
余作家用自己的专业与
热爱，为成都文化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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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米瑞蓉
去加拿大耶洛奈夫看
了北极光。独特的自
然环境，以及当地与
旅游有关的中国新移
民创业的艰辛，给她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2020 年春，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米瑞蓉
格外关注当地的疫情
状况。再加上疫情期
间，大量的活动和工
作都搁置下来，米瑞
蓉因此生发出一个想
法：不如把这段经历
写成一部小说。

毕竟，北极光只
是发生在高纬度地区
极寒天气条件下，不
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
种独特的风景，她想
把这种无法描述的感
受用一种爱情故事的
方式延续下来。于
是，她把旅游、中国移
民的创业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融入到小说之
中，最终形成了这部

《北极光之恋》。该书
表现了在特殊地域和
文化背景下海外华人
的生存群像。

从2020年3月开
始动笔写作，米瑞蓉
每天写了就直接在微
博上以《等我，别放

手》之名连载，吸引很
多粉丝追着催更。就
这样，一边写一边连
载，她用了两个月的
时间，完成了这部小
说。书稿诞生于疫情
期间，完稿于隔离酒
店，倾注了她多年的
生活体验、观察与思
考。2021 年 4 月，实
体书由四川人民出版
社策划出版。

爱如北极光，遇
上方知有。《北极光之
恋》中的故事发生在
加拿大高纬度地区北
极光小镇耶洛奈夫。
年轻漂亮的华人女孩
晓雪，遥远的加拿大
西北地区，三个近在
咫尺又触不可及的男
人，演绎了一场新冠
时期的爱情故事。晓
雪因为顶替男友杰瑞
醉驾撞人案，深陷困
境，牵出当地原住民
迪纳和华人司机雷
子，他们在面对生存与
生活、爱情与亲情时的
抉择和取舍，让人唏嘘
感叹，悲欣交集。

小说里有一些真
实的人物，其中包括
米瑞蓉自己和先生，

“导游也是真实存在
的，连名字都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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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瑞蓉为读者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