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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民·阅读

《Web3.0》

互联网是人类通信技术的重大革

命，正在全方位地影响人类社会。随着

信息技术的迭代创新，互联网呈现从

Web2.0到Web3.0方向演进的趋势，这势

必引发新一轮的信息革命。

Web3.0有望大幅改进现有的互联网

生态系统，有效解决Web2.0时代的垄断、

隐私保护缺乏、算法作恶等问题，使其更

加开放、普惠和安全，向更高阶的可信互

联网、价值互联网、全息互联网创新发

展。因此，加强对Web3.0的前瞻研究和

战略预判，对我国未来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和与此相关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本书集合了Web3.0领

域的前沿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

Web3.0 的技术特征、实际应用以及监管

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系统

性地梳理和讨论 Web3.0 为我国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以期能够为想要了解未来

互 联 网 发 展 趋 势 的 读 者 、希 望 布 局

Web3.0 的投资者，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和

政策制定者，带来一些启发。

■ 新书速递

《决胜》

本书以历史为序，运用史论结合的

手法，从十三个不同侧面梳理了政治上、

组织上、军事上国民党败退、共产党胜利

的深层原因。从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

判、签订《双十协定》，到 1949 年国民党

败退孤岛、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作者在

解放战争的历史脉络上，揭示了共产党

取胜国民党、解放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

关键因素，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

胜利之因和“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理。

作者罗平汉，1963年 8月生，湖南省

安化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人事

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

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

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

动》《党史现场》《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中

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

一日，18万字，日记。

当把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产生的化学

反应是：让人瞠目，难以置信。

几年前，就听於慧彪谈及，他将去成都拜

访昔日首长的一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

了十几万字的日记。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但以我对於慧彪的了解，好像

又在情理之中。如今，於慧彪几经增改，加上

序言、附录、后记的 2万来字，将这 20万字的日

记体作品电子版《成都一日》发我先睹为快，我

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

我迄今出版过 7 部作品，其中 6 部纪实作

品里，收入采写於慧彪的不同传奇故事就有 4
篇：《当梦想照亮现实》一书，收入写他的《於

慧彪：一个凡人的“家庭史诗”》；《所有梦想都

开花》一书，收入《於慧彪：一个退伍兵与司令

员的“战友情”》；《山中日日有花红》一书，收

入《於慧彪：一个丽水人的 37 年除夕日记》；

《初心和本色》一书，收入《於慧彪：用热爱，留

下社会巨变印迹》。事实上，除了这些，於慧

彪值得一写的传奇还有不少。比如，他的婺

剧情缘：赶戏 2000多场，深入拍摄婺剧台前幕

后照片 30 余万幅，记录 100 多万字的婺剧资

料，整理婺剧故事 400 多个，搜集婺剧唱本

500多本。

“今天睡时，我想了想，我一定要坚持写日

记，从此一天不隔……一天至少写 70字，一年

三百多天，共几十年，我一定会写几百万字的

日记的。何况我至今才写了五六年日记，已达

十几万字了。我决定要使自己成为世界上写

日记篇数最多、字数最多、最能记叙情况的

人。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翻开於慧彪写于

1985年的一篇日记，题目是《随想》。其时，他

14 岁，正读初中三年级。从 1981 年写下第一

篇日记算起，至今他已写日记 41年多时间，没

有一天中断，写下了 1000多万字日记。

於慧彪与首长方殿荣相识于 1991年初，当

年，首长是於慧彪所在部队的师长。在首长的

关怀激励下，於慧彪逐渐成长为全师唯一标兵

战士。后来，於慧彪退伍，成为莲都区审计局

一名普通职工，首长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

成都军区空军司令员。他们身份悬殊，却结下

了朴素深厚的“战友情”，30多年来，一直保持

着亲密联系。首长还两次特意邀请於慧彪及

家人到成都做客。2012年“八一”前夕，於慧彪

整理出一部 22 万字的纪实书稿《首长》，作为

拜访首长的礼物。如今，又十年过去了，於慧

彪再次出版一书《成都一日》，书中字里行间，

满是一个战士对首长的深重情意。

“要说这部书的意义，它所表达的只是一

种情怀。如果你愿意为一个人不惜花费时间，

说明你对他有最深的情感。”於慧彪说，“这也

就是十年过去，我还要做这件事的初衷。”

■ 读书沙龙

有一种情怀动人心魄
陶雪亮（市直）

很久没有跟流泉促膝谈心了，这些年，虽

然居住在同一个城市，誓言扼住命运的咽喉，

却时不时被命运掐得翻白眼，联系就少了。印

象中，流泉一直就是那个瘦小的、略带忧郁的

中年诗人。离开丽水两年后，我偶然听到诗朗

诵《纸故乡》，作者正是流泉。当我听到“一张

纸上/最苍茫的部分是异乡/而最明亮的那一部

分，被我视之为：故乡”的时候，心头微微一颤，

给诗人发了一条信息：“诗歌风格变得如此明

亮！”两天后，新书《流泉诗选》已经摊在我迁居

城市的案头。流泉说，这部选集中大部分诗创

作于 2018 年之后，这正是我与作者交往稀疏

的时间。

多年前，我在一篇发表于《浙江作家》杂志

的评论里，分析了流泉诗歌中沉郁的中年意

识，用诗歌书写生命的沉痛、疾病和死亡，这是

我对他的印象。但这本新作让我惊讶地发现，

需要重新认识这位诗人，他的心灵发生了重大

的变化，其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华丽，我可以

称之为“窑变”，这也是他一首诗歌的标题：“窑

炉中的嬗变/大抵与尘间人生/相仿。而中年，

恰恰置身在/火焰的锋芒中”。我看到了一个

全新的诗人和朋友，我看到，在对事物的体味

中，面对一片碎瓷，一块爆裂的玻璃乃至六月

的草籽和日落，一部个人史明亮展开，心灵的

釉色在生活的火焰中焕发出奇异的光芒。这

正是诗歌的迷人之处，在连续的写作中，流泉

呈现了一部窑变的心灵史——“正如一个人的

前半生/总是为下半生/准备的”。

中年是一座废墟吗？流泉说，不是的。被

命运掐得翻白眼的我们，拾掇着一地碎片，却

盼望着在废墟上有新的生成。当烈焰舔舐过

生命，窑变发生，焕发新的光华，就如诗人发

现：“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仁慈的”。我特别

喜欢《认识论》一诗，“年过半百/必须重新开

始”，作者重新审视世界观，抵抗各种摧毁性的

力量，就像在溺亡的时间大海中，“一个中年

人/即将沉沦之际，紧紧抓住/一根缆绳不放的/
心跳……”诗人拒绝像传统诗人那样返身观照

自身，把际遇和创伤视为时代和社会的不公，

而是转向外部的世界，在松果、星光、大海的波

涛以及行走在一条村道上时，目击人类共同的

命运，在事物的爆裂声中，聆听希望之种子发

芽的秘密声响。因此，诗句发出钻石一样的闪

光，“与这个人间互相咬合“，超越生和死、爱和

恨的边界，萌发“绝望之后我的全部希望”。

我一直困惑于汉语新诗的方向，向西方诗

歌学习时，基于象形文字体系的汉语言韵律，

与基于表音的字母文字差别太大；而中国传统

诗词最美好的时代还是单音节词的时代，与现

代汉语表达方式有很大区别。新诗语言还在

成长之中，从《尝试集》开始的诗歌实验，至今

还在路上。流泉对语言实验有深刻体认，他选

用日常化语言，发掘词语的的张力，让一个个

词语，“像石头一样，坐在那条通往更深处的/
不可知的河床上，独自/闪着光”。这就是诗人

奉献给现代汉语的礼物：让汉字鲜活起来，以

强有力的表达面向当代问题，就像“在瓶瓶罐

罐中/盛放一个中国”。这是一种语言自觉，流

泉尝试用口语化的情境，表达幽微的感情，如

《与友书》，语言好像很平常，就像散步时或酒

桌上的聊天，即使平时不读诗歌的读者也能看

懂，但口语化的表达，把情绪推到高潮，并让读

者怅然若失——“他说，这些信再也找不到投

递的/邮箱了，就有人开始在/酒桌上读，在北风

南下的无数个黑夜里/读，就有人在晦暗的灯

光下/偷偷地，抹泪”。

“尘世啊，总有/那么多悲伤，等着我们/去
原谅，就像/一本书滚过那么多黑色的文字/需
要，一张白纸/原谅”。能够读到这么好的汉语

诗歌，是一种幸福，流泉用诗化窑变的人生经

验，明灭闪烁在读者道路的前方，以星光的方

式。

■ 读后有感

流泉：一场中年的窑变
黄伟斌（松阳）

能够读
到这么好的
汉语诗歌，是
一种幸福，流
泉用诗化窑
变的人生经
验，明灭闪烁
在读者道路
的前方，以星
光的方式。

“ 要 说
这部书的意
义 ，它 所 表
达的只是一
种情怀。如
果你愿意为
一个人不惜
花 费 时 间 ，
说明你对他
有最深的情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