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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春节，北京冬奥会点燃了中国人满
腔的爱国激情。为了走近冬奥会，我翻开了

《中国冬奥》(2022年 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书。
这是一部由作家孙晶岩耗时5年采写的

纪实文学作品，全景式记录了北京2022年
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场馆建设，从冰雪运动
的介绍到运动员的备战，从冬奥渊源到中国
人的奥林匹克精神等的方方面面。

中国以前没有可以举办国际比赛的高
山滑雪雪场、雪车雪橇赛道等，但就在短短
几年间，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雪如意”、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钢滑
雪大跳台“水晶鞋”这些优质冬奥场馆纷纷
建成，亚布力滑雪场还有了智能雪场。这其
中，融入了众多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们
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的奉献故事令人动容。

高山滑雪被誉为“冬奥皇冠上的明珠”，
高山滑雪项目的场地，是各个国家申办冬奥
会时最大的障碍和“硬指标”。建在北京延
庆小海陀山上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
燕”，正是为了承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而兴
建的，但建设困难重重。2019年6月，作者去
采访时，那里的环境非常艰苦，从海拔800

米的临建处到海拔2 1 9 8米的山巅，落差是
1400米，“在山脚时艳阳高照，大汗淋漓，可
到了山上气温骤降，冻得人直打哆嗦”，常
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可就是在
这样的恶劣条件下，高峰期有5 6家施工单
位，1 . 1万人在干活儿。“雪飞燕”高山滑雪赛
道工 程 负责人刘文 浩 ，“ 每 个周末 都要加
班，只有个别周日可以休息，即使休息每天
至少也要接 7 0—80个工作电话，不在现场
也要遥控指挥工程。就在我采访他的第一
天，他整整接了97个电话。”

这样的幕后故事不胜枚举，正是众多冬
奥建设者们不畏艰难，他们加班加点地忙
碌，不计个人得失地奉献，才有了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的完美落成。这里落差高 (垂直落
差大约 9 0 0 米 )，坡面长 (最长赛道全长约
3000米)，酷似一只飞燕，所以被命名为“雪
飞燕”。这里不仅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
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
大的比赛场地之一。

《中国冬奥》讲述的是人的故事，书中收
录了大量冬奥名将、教练、裁判、组织工作
者、雪场工作人员、建设者们结缘冰雪运动
的感人故事。

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 9 3 2年只身
代表中国出征洛杉矶奥运会，他当时连路费
也拿不出，全靠张学良赞助，令人心酸。叶
乔波是中国冬奥会奖牌第一人，她在 1 9 9 2

年第 1 6届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500米速

滑比赛中获得银牌，收获我国冬奥历史上第
一枚奖牌。杨扬是中国冬奥会金牌第一人，
王 是两届冬奥会摘四金、中国卫冕金牌第
一人，武大靖在2 0 1 8年为中国赢得平昌冬
奥会首枚金牌……

惊艳世界的天才美少女谷爱凌，8岁开
始学习自由式滑雪，9岁开始参加全美滑雪
比赛，2 0 1 9年起开始在国际大赛中屡获金
牌，成为一颗耀眼的滑雪新星。2021年3月，
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世锦赛中勇夺两金一
铜，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零的突
破。她的成功之路看似平坦顺畅，却不知，
她是在右手骨折的情况下参加这次比赛并
夺得冠军的。

孙晶岩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北京
冬奥组委选定的独家报告文学作者。她曾去
多个冰雪运动强国考察，走访了国内外多个
城市，采访了200余位与冬奥会相关的各界
人士，终于著成这部心血之作。书中资料翔
实、数据精准，语言朴实、娓娓道来，从多个
角度全方位地呈现了冬奥会的渊源、冰雪运
动的魅力，以及中国人为举办环保、纯洁冬
奥会所作出的努力。

《中国冬奥》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
事，向世界介绍了科技的中国 、文化的中
国、团结友爱的中国，同时向世界诠释了中
国人的奥林匹克精神，那就是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是重在参与、不畏艰险、全身
心的投入，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起向
未来！

每个读书人都会有几段与书相关的故
事。平生无他爱好，惟喜读书。与书相伴三
十余载，爱恨交加实难尽言，亦曾作《藏书
梦》《恨书说》《淘书记》《借书忧》等短
文以志之，今沿用旧制，戏作“抢书”一
则，聊以自娱。

少时居山乡僻壤，适逢书荒之季。其时
虽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已有几个
年头，但改革开放的春风才刚刚吹进沿海城
市，尚未拂到偏远山村。大部分村民们物质
生活才基本得到保障，刚过上吃饱穿暖的生
活。电线杆刚架到镇上，还未接到生产队。
条件稍好的家庭，能有台盖着红布的收音
机，哒哒哒地旋着调频按钮，收听到单田芳
刘兰芳演播的精彩评书，或南腔北调咿咿呀
呀的戏曲，已让人羡慕不已。“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电视机、
电冰箱等只在课本上的插图中见过，更别说
电脑、手机了；县电影公司每年一次入村放
映电影的日子对我们而言，简直如同盛大的
节日；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几乎一片荒
原。

镇上无书店，学校无藏书。学生们标配
的军绿色黄书包里，常年除了几本薄薄的教
科书外，再难觅得几本课外书。且不说高大
上的中外名著，也不说刀光剑影、侠骨柔情
的武侠小说，抑或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爱
情故事，单是风靡全国几毛钱一本的小人
书，也成了乡村少年们的稀罕之物；偶得一
册，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常常被翻得掉了
封面封底，磨卷了边，甚至缺了页，除非是
老铁，否则难得抢到畅读一番。

班上有少数同学门路广，间或从有藏书
的父兄亲友手中摸来一本书，课间偷偷掏出
来美美地翻读，少不得吸引众多同学的眼
球；常常书一翻开，四周便围上一圈小脑
袋，指手画脚，七嘴八舌，你推我搡，笑语
连连，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甚至连上课铃
声响了也未察觉，结果自然是被授课老师一
个箭步蹿过来，一只大手夺过去，一齐被罚
靠墙站，课后还要一起去打扫厕所。

少年的字典里永远没有“安分”这两个
字。愈是老师不准看，大家愈是兴致高。吃
一堑，长一智，于是改变策略，转移战场，
由地上转为地下，从教室转到校外，上学路
上的小竹林，操场旁的青草地，都成了我们
阅读课外书的绝佳场所。课间中午，或斜倚
竹石，或侧卧田坎，伴着泥土芬芳，和着唧
唧虫鸣，享受着畅读的乐趣，那滋味绝不亚
于饥饿之人独享一桌丰盛的佳肴。

那时候，有课外书的同学俨然成了同学

中的“明星”，常常前呼后拥，人气爆棚。
为能最先抢到好书，过一次书瘾，大家常常
使出浑身解数。攀关系套近乎说好话这样的
“小儿科”显然无法奏效，承包打扫卫生、
帮忙抄作业也丝毫不能令其心动。一次，为
了能抢读到同桌手中的半部卷了边的《射雕
英雄传》，我接连数日食不甘味，最终还是
未能抵得住郭靖大侠降龙十八掌的魔力，最
终一咬牙一跺脚，索性豁出去了，偷偷打开
父亲的衣箱，拿出箱底珍藏的一部《三国》
和他交换，方才“力战群雄”，最终把《射
雕英雄传》抢到手。晚上捧着渴盼已久的
书，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躲在卧室的油灯下
直读得如痴如醉，不知今夕何夕。

大学里，“茅盾文学奖”系列图书成为

最抢手的读物，为了能抢读到渴盼已久的
《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同寝室5位
同学排好值班表，每天上下午轮流到图书馆
“蹲守”。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
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抢得好书归，举室
乐陶陶。

工作之初，学校阅览室里虽然订了不少
报刊，然而大多为教育教学类，文学刊物却
甚为寥寥。同事中很有几位书迷，大家常常
为抢读一本好看的杂志，忙得不亦乐乎。每
期杂志一到，稍一迟缓，便被捷“手”先
登，留下一连串的哀叹唏嘘。每到月初杂志
送达的那几日，几位书迷们常常高度警惕，
腿脚也变得格外勤快；每天课前课后，总要
绕到阅览室遛一趟 ，即便 没有抢到《当

代》，能抢一本《十月》《小说月报》或
《中篇小说选刊》，也是不错的收获。那段
日子里，我先后抢读了徐贵祥的《马上天
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贾平凹
的《秦腔》，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李师
江的《中文系》，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等
等，可谓收获满满，至今记忆犹新。

时光匆匆，悠悠数载。随着社会的飞速
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高度丰盈，手
机电脑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多
数家庭的日常用具；图书报刊更是随手可
得。加上网购和快递业的风生水起，买书已
不再是奢望，网上购书，既方便快捷，又经
济实惠；这边动动手指才下单，那边已打包
分发出仓昼夜不停托运分捡送递，很快书便
送到了家，抢书的时光已成为永恒的记忆。

然而，面对着满架壁立，花花绿绿，琳
琅满目的书籍，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抢读的
兴致。难道真的是书非“抢”不能读也？

春节期间，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竣，为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全家减少外出，宅居
家中，读书过年。为激起女儿的读书兴趣，
我们商定同读一本书。买一本读一本，谁先
抢到谁读，谁先读完谁获胜，谁获胜谁是
“阅读星”。先前也曾和孩子同读过名著，
然而要么因自己教学及琐事未能坚持到底，
要么因孩子学业负担重，很难共同读完一本
书，往往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草草完成，
收效甚微。难得寒假这一整块阅读好时光，
于是我拔掉网线，关掉电视，将手机调成静
音，泡一杯瓜片，抢来一本好书，慢慢地
品，静静地读，细细地体味。短短十几天，
已抢读了《骆驼祥子》《朝花夕拾》《海底
两万里》《曾国藩传》等三四本书。追寻鲁
迅先生的心迹，从可爱百草园到枯寂的三味
书屋，看完了社戏，又来到仙台聆听藤野先
生的讲座，透过先生手中燃起的缕缕青烟，
感受到他弃医从文，为民族呐喊的满腔热
血；叹惋骆驼祥子三起三落的悲剧人生，体
味那浓墨社会中普通人的酸甜苦辣，理想与
绝望，奋斗与堕落；透过漫漶的历史缝隙，
感悟曾国藩身上折射出善与恶，拙与智，刚
与柔，忠诚与圆滑，偏执与融通。

空调暖，茶叶香，抢读名著滋味长。一
篇读罢，揉揉干涩的双眼，舒展一下僵硬的
腰肢筋骨，举头远眺，窗外已是万家灯暖，
空中白雪飘飘扬扬，如梦如幻；远空传来声
声爆竹的脆响，恍惚中忘却了时间的流动，
新的一年正款款而至。

新年新征程，悦读越美好。相信只要勤
读不辍，有诗书润心，未来一定可期。

图为《见证——— 艰辛的第一步》

日前，安徽日报社资
深记者汪言海又一部力作
《 见 证 — —— 艰 辛 的 第 一
步》由安徽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

这是一部反映我省农
村第一步改革的纪实性专
著。上世纪70年代以来，
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刚刚
拉开序幕，汪言海有胆有
识，立即深入在全国率先
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区
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两个
长篇调查报告，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实施农村改革提
供了决策依据。并撰写5篇
3万多字的内部材料，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肥西县包产
到户的历史进程，展示了
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艰难
曲折，表现了万里等省领
导和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
勇于担当、锐意改革、一
心为民的奉献精神。他被
誉为“新闻界为农村改革
开第一腔的人”。

汪 言 海 在 退 休 1 6 年
后，离他介入包产到户的
调查38年之际，为了将这
段经历作为回忆录写出来，遇到的困难是很多
的。首先，过去采访的人和事，很多已记不清
了。于是他采取笨办法，翻阅了当年的20多本采
访本，边看、边摘录、边思考，不辞辛劳，一本
书稿的框架终于逐渐成型。其次，既然是史料，
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他实话实说，写出自己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悟，写出来事物的“原生
态”。第三，为使史料性书稿具有可读性。他采
用讲故事和新闻纪实的方法去写作，避免了文字
的枯燥无味，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因为该书稿是一部40多年前的农村改革回忆
录，属于重大历史题材，按国家规定，经由省新
闻出版局报送中宣部备案审查。审查肯定：“书
稿政治导向正确，重大史实准确”“对研究和宣
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具有一定的价值”。并
要求作者按其指定的意见修改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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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前火遍全网的《开端》之后，今年的春
节档电影《奇迹·笨小孩》，着实是一部引发口
碑效应的优秀的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春节期间和
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前半段的
演绎让人感觉压抑的同时亦是潸然泪下，它把小
人物的故事成功地拍出了难得的真实味道。

《奇迹·笨小孩》中没有“奇迹”，只有一
个年轻人“负重一万斤长大”的辛酸：父亲消
失，母亲过世，主人公“景浩”带着患病的妹妹
艰难生活。景浩为了给妹妹治病，和一群活在大
城市经历不同却各有所长的小人物们组建了电子
元件厂，为了完成目标任务，历经困苦，一连串
的生活暴击，让兄妹两人几乎被黑暗笼罩。

这的确不是一部让人轻松愉悦的电影，没有
追逐梦想的信誓旦旦，更没有如神助般的外在条
件。景浩的一切动力仅仅是为了“生存”——— 不
为一口饱饭，只为患病的年幼妹妹可以治好病后
活下去。可这个极低的期望与昂贵的手术费犹如
天壤之别，点燃了戏剧冲突。

一部好的电影，细节始终能引起观众情感的
共鸣，片中许多情节让人不禁唏嘘，心里为之一
颤：在希望渺茫时，他不顾一切骑着自己的小摩
托车只为冲上高铁和老板面对面对话，去奋力争
取那渺茫的希望；在走投无路时，即便被奚落、
被拒绝，他也并不羞于去找傲慢刻薄的李经理求
救；在那些“小偷”来厂房偷盗时，他不顾一切
冲上货车与歹徒拼死搏斗，只为心中的那份坚
持……还有房东三番五次催促交房租的那些贴

条、高楼大厦旁洗刷玻璃的近景等等，也极尽生
活的无奈和真实。正是这种种细节，成就了角
色，成就了演员，也成就了这部电影。

影片中虽然很多镜头都在隐喻大城市奋斗的
小人物如蝼蚁般无奈却身不由己，但在叙述中我
们也能看到，小人物们也如蝼蚁般团结、善良、
坚持，最终实现梦想。当个体足够努力和坚强
时，时代可以让他们有机会绝境逢生。台风过后
是一场大晴天，所有人都迎着风开怀大笑，以此
隐喻风雨过后总会出现彩虹，无疑是让人们去相
信奇迹的力量。

每一个傻傻追梦的人，都是那个令人敬佩的
“笨小孩”。或许，在这条路上，他们也曾摔得
头破血流，也曾被践踏到泪流满面，但在迷茫的
时候，在无助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内心的
方向。

我们正是奋斗在大城市中的小人物，永远要
相信台风过后的好天气。

相信奇迹，相信自己
——— 观影《奇迹·笨小孩》

江辰宇

荧荧 幕幕 故故 事事

“她老婶子啊！你可知道，
正月十五元宵节好热闹哦，大街
上锣鼓喧天，有玩灯的、还有耍
大头和尚的呢！”“好、好、
好，俺马上就去，好多年没见到
玩花灯了，跟俺小时候看到的差
不多。”叶集区姚李镇竹园小街
上，村民王奶奶一边走，一边和
尤奶奶打招呼。这场关于传统的
民间艺术表演的消息，很快地传
遍了竹园小街各户人家。

农历正月十五，姚李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姚李综合和文化
站一起开展了一场别出生面的传
统民俗旱船踩街活动。咚咚锵、
咚咚锵，响亮的锣鼓震撼着姚李
大街小巷，五颜六色的旱船，从
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观众络绎
不绝。

“新时代、新国家，处处盛
开文明花，文明实践结硕果，姚
李就是俺的家”。在姚李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大门前，扮演蒿拐子
的民间老艺人施亚甫，看到一块
“姚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
大牌子竖立在大门左边，便顺口
有感而发，即兴发挥。花灯游玩
在府前街、光华大街、东西圆
盘、莲花南北路等镇区主要路
段，欢快的锣鼓、敏捷的旱船、
嬉闹的大头和尚戏柳翠，赢得了
街道居民一致称赞。“好久没有

这些热闹了，看了玩花灯，好像
又回到了小时候了”。年逾八旬
的居民张振林一边说，一边竖起
大拇指点赞。花灯走到哪里，哪

里就是一片欢乐的人群。
整场踩街闹花灯活动从早晨

8时持续到下午 1 7时左右，走遍
了大街小巷、社区，这种喜闻乐

见的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给当
地群众带去了快乐，也发扬了当
地民间艺术。

艺艺影影留留踪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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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 评评

中国人的奥运精神
——— 读《中国冬奥》

乔 欢

阅阅 读读 空空 间间

“抢”读的时光
程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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