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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炽热的记忆
一次读到程

光烈的名字，是
作家严平在《收获》上开设“遗失
的青春记忆”专栏的时候，1937 年

“七七事变”后，北平几所大学的
荣高棠、陈荒煤、杨易辰、程光烈、
张瑞芳、张昕等十几位学生，冲出
被严密封锁的北平，组成了一个
特殊的“北平移动剧团”，辗转两
万多里，到城市、乡村积极宣传抗
日。在那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
民族危亡最紧急的关头，这些大
学生用青春谱写了壮丽的历史。
后来的他们，有的为民族解放事
业献出生命，有的走到延安成为
革 命 干 部 ，有 的 则 成 为 军 统 特
务。程光烈的日记，成为严平采
访与撰写的重要参考。

而严平最新的非虚构作品《情
报站：碎片拼接的故事》刊发在
2022年第 5期《收获》上，讲述的是
程光烈奔赴东北从事情报工作的
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往情报
战线的历史叙事中，我们习惯看
到这样的场景：中共特工深入敌

穴演绎出一幕幕英雄虎胆的壮
举，但在程光烈的讲述中，中共特
工是幕后人物，行走在刀刃上的
是那些生存于国民党军界核心的

“内线”——也只有他们身处的位
置，才可能获取最机密的情报。
他们的选择就好像是面临万丈深
渊的转身一跃，是不惜以生命为
代价的。

程光烈 1946 年 10 月回到东
北，1948 年在开原设立情报站，代
号是“方涛小组”，他们收集情报，
策反国民党将领，情报站的电台
每天一次，将情报发往哈尔滨。
那密写在烟盒上的情报，分割后
藏在油桶底部的航空图，送洗衣
服中秘藏的敌作战计划，鞋后跟
里的情报，直至今天都不能暴露
姓名的4101情报员……

记 忆 永 远 是 炽 热 的 。 严 平
默默地把历史的碎片一点点捡
起 来 ，拼 接 收 藏 起 来 。 它 们 就
像 是 悬 崖 边 的 野 花 ，在 被 风 浪
卷 走 之 前 ，真 实 而 美 丽 地 在 风
中绽放。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有一说一】 廖俊平[广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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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淑敏：

广东教育出版居全国领先地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从业 18 年来，
主持或参与 3 种国标教材、20 余种地方教材
及 1 种港澳教材送审项目，均获通过；策划多
本精品畅销书，其中抗疫绘本销售近 30 万册；
策划、承担十余项重点图书出版项目，获中国
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2 次，并获各级专项资金资
助逾 1500 万元；被省教育厅聘为培训专家。

个人简介 靳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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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杂家”来形容
编辑，但久经沙场的靳淑敏，
一开口，便展现出资深编辑的
专业素养，谈起教育出版的变
革与走势，娓娓道来，极富洞
见，俨然一名“教育专家”。

这种洞见和专业，来自对
教育行业长时间的观察和思
考。自2003年入职广东教育
出版社（以下简称“粤教社”）
以来，靳淑敏已深耕教育出版
领域 18 年，先后主持或责编
20种重点出版物，成绩斐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5种、
国家规划项目2个，2次获国
家级奖项、5次获全国性专业
奖项、17次获省部级奖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论
丛》《澳门通史》分别获第四
届、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
书奖（提名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入选中国新闻出
版署“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

然而，采访中聊到自己
的获奖情况时，她皆三言两
语带过，只有在谈到教育出
版本身时，话匣子才会瞬间打
开。为祖国下一代编写教材
的她，更关心课本的科学性、
教育性和艺术性，更关注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在长期坚持学术研究的
靳淑敏看来，编辑首先是一
个杂家，因为需要接触方方
面面的书籍；但是更要成为

某一领域的专家，有了深厚
的专业基础，才能找对选题，
才有实力与作者对话，从而
更好地服务编辑出版工作。

“教材的修订是为了每
个孩子的发展，培养优秀人
才。”靳淑敏说，“教材质量的
要求比其他出版物更高，编
写教材是对失误‘零容忍’
的，一本教材甚至需要几十
遍的反复打磨。”

为彰显出版人的抗“疫”
担当，靳淑敏带领团队用7天
时间出版了《写给孩子的新型
冠状病毒科普绘本》图书，半
个月完成了《不一样的春节日
记》的出版任务。前者出版后
销量已逾 30 万册，后者出版
后销售也超过10万册。

“这充分体现了粤教社
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也
说明粤教社不仅能做好教材
教辅，也能做出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俱佳的畅销书。”靳
淑敏说。

教育出版，与教育政策的变化
息息相关。

“从 1949 年至今，我国先后经
历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1
年开始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是迄今
为止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靳淑
敏表示，2022年教育部颁发了新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以及各
学科的课程标准，新课改方案更关
注学生个体，要求建设能培根铸
魂、启智增慧，提升孩子的核心素
养，并重视跨学科的内容和综合性
的考评体系的课程体系。

所以，教育出版要整合内部资
源，研读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同步策划研发数字教材与纸质教
材、配套教师教学用书、教辅等相关

数字资源，建
设形成多元
化、立体化、
高质量的教
材配套资源
产 品 体 系 。
另外，还要适
应数字化教
育教学的新
发展，围绕数
字阅读、知识
服务、在线教
育等领域，锚
定教育教学

需求，以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
出版融合发展为重点，统筹规划多
种形态的产品体系。

靳淑敏告诉记者，当下，出版人
最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双减”政策、国
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以及新课程方
案和新课标的颁布：“教材的框架、选
材都要根据行业变化进行调整，与当
下的教育教学改革保持一致。”

为顺应新形势、新发展，粤教
社规划和布局教育出版高质量发
展精品化、体系化、数据化，以及

“内容+服务”的融合发展之路，整
合好优质教育出版资源，为教育教
学提供优质内容和服务。

“我现在的工作室——学术出
版事业部就是基于此战略成立
的。”靳淑敏称，粤教社整合了《课
程教学研究》期刊和优秀教育专著
出版基金办公室，为教育工作者搭
建优质出版平台、成果转化平台，
同时集聚优质作者资源，探索基于
优质内容资源的融合发展之路。

“地方教材与国家教材有着不
同的作用。地方教材主要是一些
专题类的教材，如安全教育、心理
健康等，以及岭南文化类教材。”靳
淑敏补充道，“广东的专题教材凸
显了岭南特色。这片土地培养的
孩子首先要学会了解家乡的历史
文化，爱自己的家乡。”

教材出版往往需要几十遍的反复打磨

探索教育出版融合发展之路

履行“服务教育，以文化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羊城晚报：您发表了不少
研究论文，这些扎实的理论基
础对您的出版工作而言，起到
了哪些作用？

靳淑敏：我大学专业是教
育学，研究生就读的是课程与
教学论，加上我在教育理论编
辑室的工作时间，扎根教育研
究时间超过了14年。

作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
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我
开展教育出版工作提供了丰
富的选题资源和作者资源，让
我具备了与教育专家名家对
话的底气，给了我做好教育图
书的信心，让我更懂教育，更
深刻感受到从事教育出版的
价值和意义。

教育出版涉及多个环节，
如美编、校对、技编、质检、营
销和编辑，每个环节工作不
同，要求也不同。就从事教育
出版的编辑来说，我认为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对于工作开展
很有助益，所以朱文清社长要
求我们多关注课程改革动态，
多向教育专家请教，多向一线
名师学习，多学习教育学和心
理学知识。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教
育出版该如何树立声望，赢得
读者和市场的信赖？

靳淑敏：教育出版的根本
使命是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
的内容资源和服务。专业、务
实、勤勉是广东教育出版人的

底色。要在教育出版的领域
有自己的江湖地位，赢得读者
和市场的信赖，得靠优质的教
育图书产品和服务说话，得有
好的领路人。在朱文清社长
的带领下，我们秉承“服务教
育、以文化人”的企业使命，拓
展大家名家作者资源，积极洞
察和满足读者需要，以专业精
神引领和创造读者需要，在

“实干创新、向阳向美”的价值
引领下，打造“培根铸魂、启智
增慧”的精品教育内容资源，
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凝神聚力把粤教社打造成具
有深度文化影响力的教育出
版领军企业，从而树立声望，
赢得读者和市场的信赖。

“中国底色”

《澳门通史—
从远古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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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读《 十 力 语
要》，在《戒诸生》一
文中，熊十力认为

弟子们要引以为戒的是“逐臭”之
风：“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
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
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
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
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个人
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
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
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
万辙，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
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我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在跟同
仁们讲话的时候，都要提及每个人
都要坚守自己的学问。既然选择
的做学问这条路，就要预见到 5
年、10 年后你所做的工作是否还

有价值。尽管我自己也做不到“心
静如止水”一般不顾外部的环境，
但我会将外部的影响降到最小。
熊十力最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
做到恬淡、寂寞、专一与恒久，不过
他的话是反过来说的：“夫学者之
于理道也，不恬淡，则胸怀不得冲
旷而与理道绝缘矣；不寂寞，则神
智不得无扰而与理道绝缘矣；不专
一，则思虑不得深沉而与理道绝缘
矣；不恒久，则考索不得周遍而与
理道绝缘矣。”

因此，学问的本质是孤寂，如
果一个人希望追名逐利，希望寻
求热闹，最好远离学问。如果没
有 洪 堡 所 倡 导 的 大 学 的 精 神 的
话，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的话，大学就可能沦为逐
臭之地。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学问的本质
一个学

生 问 我 ：老
师 ，请 问 你
有没有写作
国际时事评

论的经验？如果有的话可以在
课堂上分享么？我想评论这段
时间的巴以冲突，但苦于自己笔
力不足，修改数次最终作罢，很
希望能得到老师在这类评论写
作上的指导。

我是这样回答的：国际评论
是需要信息和专业门槛的，需要
那种“在地”的知识和信息。评论
巴以冲突或俄乌局势，如果缺乏
生活和知识的背景信息，只能说
一些“对话才有出路”“理性谈判”

“反对暴力”“加强沟通”之类的

话，没有任何附加值。国内公共
事务的评论，当然也是需要门槛
的，但因为生活在“国内”，凭常识
和日常信息背景，就可以有“点
子”，用一些“大而空”的判断掩盖
对“具体事实”的无知。国际评论
却不能仅靠常识，需要有可形成
判断和支撑判断的信息、知识和
论据。而医学、体育、法律、经济
等等，更是需要专业背景，“日常
信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评论的
话题域、认知域，决定了在评论时
可以调用的论据半径。

所谓“日常信息和知识背
景”，包括平常读什么书、浏览哪
些信息、读哪些媒体的新闻、通过
何种媒介获得信息、关注哪些领
域的话题、朋友圈里有哪些朋友、

经常聊哪些话题，等等，这种无意
识的生活“背景”某种程度上决
定着你的致知，也就是知识的再
生产。

评论写作是一种知识生产
和输出，从输出的知识含量，可
以看出一个人日常的“信息装置
范式”。如果一个人平常缺乏系
统阅读，读书如狗熊掰棒子掰一
个扔一个，信息获得是碎片化
的，没有养成从专业媒体获得信
息的信息，依赖朋友圈、营销号
和三手四手渠道，对某类话题没
有长期持续的关注，焦点跟着舆
论热点不断切换，这种猪食化、碎
片化的“信息装置范式”，要么无
法支撑输出，要么只能输出“正确
的废话”。

如何杜绝“正确的废话”？

粤教社多年
来 不 断 探 索 特
色教材的出版

编写抗“疫”题材图书，彰显粤教社的
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

【大珠小珠】 林墉 广州画家

不识苏华
苏华

擅 书 法 ，
亦擅木器手艺。余家大
床、书柜皆其手做，锯、
刨、钉、凿、漆备，惟不谙
规格尺寸，即频频往红书
街口家具店反复丈量观
摩，店员不耐其烦，多有
白眼。

1980年夏，某墨汁厂
来人嘱余试墨，余外出，
苏华迎之。来人谈话之
间忽兴叹不止，谓令林墉
居四楼，日日登梯，真难
为矣。苏华漫答之。忽

又问苏华：“令尊大人身
体康否？宜多保重。”苏
华暗忖，父乃邮局职工，
来人何以相识尔？即答
曰：“双亲均不住此处，身
体亦佳。”来人作揖曰：

“麻烦将墨汁带与令尊，
并恳望提意见。”苏华曰：

“家父不用墨汁，只识卖
邮票。”来人大讶：“秦咢
生老先生嘱送墨汁予林
墉试用，何以令尊卖邮
票？林墉非尔令尊欤？”
苏华莞尔：“非余‘令尊’，
余丈夫也。”

回忆录不能是流水账
病中

闲读，各
种自传、回忆录之类是最
适合的读物。选择的时候
首先当然是看自己的兴
趣，再就是能否引发自己
的共鸣或回忆。这些属于
主观评价，还有一些客观
标准。起码的要求当然是
要客观记述，不文过饰非、
不溢美滥赞。当然了，自
传类的作品，几乎少有直
书己过的，那么至少不能
颠倒是非。

以中庸而论，多数回
忆录也不会揭他人疮疤，
但恰是那些秉笔直书各种
不堪之人和事的，读起来
似更令人畅快，尤其是如
实记录好友之“劣迹”，会
更显客观真实，也更难得。

高一些的要求则是：
回忆文字不仅要有“叙”，
也要有“议”，并且这种

“议”不是到了作者写回忆
录时的有感而发，因为时
过境迁，此时的有感而发
已经不够“鲜活”了。我见
过有写得好的回忆录，作
者会把事件当时自己说的
话写出来，而且还不是只
言片语，而是长篇大段。
这长篇大段恰恰反映了作
者的学识和功力——乍到
一地，马上能想到与此地
相关的各种人文地理、人
物掌故；发生一事，即能瞻
前顾后、提前应对。这些
都是非常人可为的。

还有的作者则写出了
当时并未对人言的思想活
动（或是因为当时无人可
言，只能自言自语），也就
是作者在事件发生时的即
时“议论”。有了这些鲜活
的“议论”，回忆录才不会
变成单纯记事的干巴巴流
水账。

E-mail:hdzk@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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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走在大街上，不经意抬头看见月亮
还挂在半空中，第一次感觉到它原来离我们
如此的近，不禁想起了嫦娥奔月的传说。随
着科技的发展，登月其实已经可以说“近在咫
尺，一步之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一
定能像神话中的嫦娥一样在月球上生活，打
开无限未知的宇宙大门。

在报上读及一则趣味
新闻。

莎莎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到公园戏耍，不
慎遗失了儿子的猫头鹰布偶。她儿子11个
月大时，因病而入院，莎莎给他买了这个布
偶。它温馨的陪伴助他度过了那个病痛缠
身的困难时期，自此之后，他便和这个布偶
形影不离。现在，不见了，儿子难以入眠，又
哭又闹，夜夜如此。束手无策的莎莎，在脸
书上求助，最后，如愿以偿，完璧归赵。儿子
抱着这个臭臭的布偶，酣然入眠。

孩子把贴身物品视为拱璧，是因为缠绕其
上那股熟悉的气味，曲曲折折地蕴藏着亲人至
深的关怀和爱；在他们不懂得以文字来寄托感
情之前，这物品，便是他们精神的伊甸园。

我曾在儿子小时犯过一个大错。
他出世后的开头两年，我遥遥地把他送去

怡保，由婆母照顾。婆母给他缝制了一个小枕
头，枕头的套子是用五彩缤纷的碎布拼凑而成
的，他每晚的梦，也因此变得斑斓瑰丽。

两岁后，我接他回来新加坡，给他准备
了全新的被褥和枕头，但他却紧抱着那个沾
满口水的臭臭小枕头，不肯放手。我等他睡
着之后，拿去丢了。次日醒来，他惊天动地
的哭声几乎把整栋屋子掀翻了；他一直哭一
直哭，把旭日哭成了夕阳。

这事，迄今回想，依然后悔。
父母和孩子，需要双向的尊重；而尊重

孩子，就得从珍惜他们的贴身物品做起。

尊重孩子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
东教育出版在全国居于什么
样的位置？

靳淑敏：一代代广东出版
人致力于教育出版事业，以

“实干、通融、求新求变”的岭
南精神奠定了广东教育出版
在全国的独特地位。

粤教社成立于1985年，是
广东教育出版的主力军，是一
家植根教育、服务教育，具有
教材教辅全科出版资质的专
业出版社，是广东省内唯一获
得国家新闻出版署评定的一
级出版社。粤教社曾获全国
优秀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
版单位、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
进单位、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
出版单位、全国教材建设先进
集体等荣誉称号。总的来说，
粤教社已进入全国地方教育
出版单位的第一方阵并且名
列前三，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第一，广东属于较早参与教
材出版的省市。上世纪80年代

国家教委为了适应全国不同发
展地区需要，共统筹安排了“八
套半”教材的出版，其中就有粤
教社联合华南师大研制的沿海
版教材，开启地方版全国教材的
先河，供沿海发达地区使用。

第二，在国家教材学科品
种数量上，广东位居地方教育
出版社第一。在2021年评出的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中，粤教
社出版的5本教材荣获全国优
秀教材（基础教育类）二等奖。

第三，在港澳教材出版上，
广东贡献卓越。现澳门《中国
语文》教材（分小学段、初中段、
高中段）已编写完成并全面进
校试用，香港《中国历史》教材
（初中段）已通过香港教育局初
审，正在进行教学资源建设。

羊城晚报：对于出版机构
来说，如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
的教材出版？

靳淑敏：要构建有特色的
教材出版体系，首先要认识到
教材出版的特殊性。教材出

版事关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
志，所以教材出版更需要严把
政治导向关，出版过程要严格
遵照国家关于教材编写、送
审、使用的相关规定，用教材
筑牢学生的“中国底色”。

其次，要积极学习新课程
方案和新课标的理念和要求，
在教材出版上真正落实“素养
导向、综合育人、实践育人”的
课程理念。

最后，要充分吸纳教育
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专
家的研究成果，充分考量信息
化时代教育教学的特点，为教
育教学和广大师生提供更精
准的内容资源和服务。

粤教社多年来不断探索
特色教材的出版。我们编写
的《走进创新》是全国第一套
创新类地方特色教材，适应新
时期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新
课标对综合实践活动提出要
求后，粤教社也迅速配套对应
的课程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