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晶明的《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以新颖的视角勾勒出一幅独特的“鲁迅像”。
该书采用系列话题的体例，讲述鲁迅与诸多
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故事，如与鲁迅有过现
实交往和共事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
等，同时也呈现了鲁迅与没有现实往来的毛
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时空相隔的“对
话”。如作者所言，鲁迅不是一个“纯文学”作
家，他的思想和创作与时代生活有密切关
系。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是鲁迅参
与时代的重要方式，是“鲁迅之为鲁迅”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成就鲁迅文学的重要精
神线索。

“同怀”是该书的重要观点，也是作品的
内核。阎晶明强调，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
关系，最重要的特点是“神交”。他说，“神交，
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比较集中
和突出的特点。而这种神交的意义和价值，
正在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精神上的
相通和相知，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革
命、中国未来，他们可能会使用并不相同的概
念以及表述，但精神上的相通和认知上的相
近，却经常可以让今天的我们同样读到。”这
种理解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放
到“同时代人”的思考框架中，将私人的情谊
和喜好理解为表象、能指，认为建立在共同志
向、追求和理想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和呼应，才
是其关系的真谛，是所指。

以“同怀”为线索，作品对鲁迅与诸多中
国共产党人之间的“交往”和“神交”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同怀”一词来自鲁迅写给瞿秋白
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
视之”。瞿秋白被鲁迅视为“知己”，并非因为
二人生活有许多交集，更多地是互相理解和
欣赏的同怀之情。如许广平所回忆的，鲁迅
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又如没有隔阂的骨肉亲人。之后，瞿秋白写
杂文，鲁迅修改后以自己的笔名发表，两人共
同编书、选文。瞿秋白将鲁迅作为一个“历史
人物”来加以认知，他和鲁迅的交往、感情也
缘于共同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革命进程
的追求所产生的心灵共振。读了这本书，可
以更深切地领悟到，鲁迅和瞿秋白的“同怀”
是如何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同怀”之情，可以延伸到鲁迅与诸多共
产党人的关系上。如陈独秀与鲁迅，二人因
文学结缘，更深层的线索则是新文化运动的
兴起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鲁迅对陈独秀

“爽快”的评价，陈独秀对鲁迅“首屈一指”的
称赞，更多包含着同道同怀的理解和赞叹。
一同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呼号，又能在与北洋
政府的斗争中与鲁迅并肩战斗的是李大钊。
无论是鲁迅担心李大钊被捕，还是鲁迅评价
《守常文集》是“革命史上的丰碑”，都表现出
鲁迅对李大钊的感情超越了私人情感，有对
同时代革命者的关心和肯定。

在21世纪的今天，鲁迅仍然常说常新。
如阎晶明所说，研究鲁迅，“可以从一个小切
口打开一个大世界”。《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
党人》打开了我们理解鲁迅思想与文学、思考
中国现代进程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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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的美好梦
想，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把这个美好
梦想从可能变为现实。蒋宏宾研究员撰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共同富裕美好
社会》（2023 年版）一书，系统深刻地挖掘
和揭示了这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

在宏大叙事中把握共同富裕的历史逻
辑。共同富裕的内涵丰富、外延很广，它既
从历史中走来，也连结当下现实，既与社会
发展紧密联系，也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可
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共
同富裕的生产史、生活史、奋斗史。正因其
丰富与广博，跨越历史时空来分析研究共
同富裕的发展历程是富有挑战性的，诚如
著述者所言“长跨度的历史挖掘和文献梳

理，很费心力且难免枯燥”，事实上，从目前
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也以当今的实践为
主。但作者在这个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上无
疑是相当成功的，体现出对大规模社会现
象与历史进程的深描和把握能力，以大历
史观、全面性长视角，贯通古代社会与近现
代社会、国内与国外、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
等方方面面，通过深层次的解析和史论结
合的叙事方式，提要钩玄、研机析理，充分
展现共同富裕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这
种研究体现了历史穿透力，也增强了理论
说服力。

在思想进步中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逻
辑。理论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孕育并“逐
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之中”。该书开
篇即明确提出，人类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
同时也是“在探索、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接
力探求共同富裕的解决之道、解决之策的
历史。”书中对先哲仁人等关于共同富裕的
一系列思考有精彩论述，但正如该书所指
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才使得共同富裕思
想真正成为科学。”本书最为鲜明的特点，
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
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主线，系统梳理了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
论述，从而深刻呈现其既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发展历程。

在治理制度中把握共同富裕的实践
逻辑。制度作为社会规范体系，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实现良善
治理的根本之策、长远之策。该书将共同
富裕的实践逻辑重点建基于制度分析之
上，充分彰显制度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比如，自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语境下的共同富裕”开始的后面五章内
容，每一章都有非常详尽的对制度和政策
设计的研究分析，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初步形成一整套方针政策支持和推进共
同富裕”，到新时代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着力构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政策体系和创新举措”，从中能够明
显看出我国共同富裕制度变迁的连续体，
进而自然而然得出结论：“要把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点，充分发
挥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
个根本性、首位性制度优势，将此作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保障。”这
既是理论的必然逻辑、历史的必然逻辑，
更是实践的必然逻辑。

在回归本源中把握共同富裕的价值逻
辑。纵观全书，有两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基础上的带有本源性的价值认知贯穿
始终。一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
上来把握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说到底，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辅相成的产物。”“共
同富裕，强调的不光是‘富裕’，更重要、更
着力的是实现‘共同’的‘富裕’。”因而，既
要关照到发展和“富裕”问题，又要同时关
照到共享和“共同”达到富裕的问题。正因
如此，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从社会
本质和人的本质上来把握共同富裕。把实
现共同富裕同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
展有机统一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
现共同富裕，都紧紧围绕着人本身而展开、
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人的全面发
展当然包括精神层面，所以，共同富裕的内
涵本质应当是物质丰裕和精神文明的完整
统一，要促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都富裕。凡此种种，体现了作者对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本书的推出可谓顺时事、乘大势，相信
一定能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创造全体人
民美好生活贡献江苏学者一份独特的智慧
和力量。

□许益军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四重逻辑

《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蒋宏宾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同怀之情
与历史之力

□李玮

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不尽相同，有的人
喜欢戍边垦耕，将学问做精做深；有的人擅
长开疆拓土，创立属于自己的新领域。无
疑，龙迪勇先生为学的方法属于后者。他
长期致力于叙事学研究，对空间叙事学、图
像学、图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
影响甚劬。他所撰写的《空间叙事学》以及
这本《跨媒介叙事研究》，均为国内首部空
间叙事和跨媒介叙事方面研究的学术专
著。龙迪勇的这部《跨媒介叙事研究》专
著，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研究的
新路，对拓展叙事学的疆界、丰富叙事学的
内容，对指导跨媒介叙事文艺创作实践，乃
至对当代文艺创作与方法创新，均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叙事学是法国艺术学理论家托多罗夫
于1969年首先提出的，该理论是在俄国形
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思

想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形成的一门独立的
学科。龙先生长期致力于叙事学方面的研
究长达 30 余年，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奠定了在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地位。
这部《跨媒介叙事研究》，是以文学、图像、
音符等媒介表达的艺术叙事之间相互模
仿、相互影响的理论，是“叙事学”研究的重
要成果，也是国内外第一部“跨媒介叙事研
究”的最新理论专著。全书由自序、导论、
正文和后记等五部分组成。自序简要地介
绍作者走上学术研究的过程，高度概括了
跨媒介叙事在东西方艺术史上存在的普遍
现象，以及在“跨界思维”思想的指导下，所
从事的空间叙事、跨媒介叙事研究，还“剧
透”了下一步将开展艺术叙事研究的计
划。导论是对本书高度的概括和纲领性的
阅读引导，提出了跨媒介叙事的三种类型，
一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的模仿；二
是空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的模仿；三是
时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之间的模仿，阐述了
跨媒介叙事的具体方法，从跨媒介叙事之
初的“陌生化”到具体的“前推”和“主导”
做了简要的表述，最后，将三种类型之一的
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作了理论的阐述和作
品分析，对其他两种类型的研究提供的作
者之前研究成果的文献参考路径。正文部
分共有十五章，从跨媒介叙事的本质开始，
到以詹姆斯·乔伊斯小说为代表的跨媒介
叙事研究为终，此间涉及到东西方艺术的
文学、音乐、建筑、戏剧、雕塑、绘画和诗
歌，等不同的文学艺术媒介的跨界研究，为
我们打开了一个跨媒介叙事研究广阔而系
统的学术世界，夯实了跨媒介叙事研究的
理论大厦。

跨媒介叙事理论，不仅具有深刻、严密
的理论体系，还具有实践指导价值和现实
意义，当代艺术的创作、创新和艺术评论之
所以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其中，最重要的
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现代艺术理论的支撑，
各种媒介的发展与创新严重地缺失现代理

论的指导和遵循，均处于自发阶段。我们
看到古今中外诸多不同媒介如艺术、艺术
语言的发展和创新，都不自觉地遵守着跨
媒介叙事的原理。如诗与画的相互融合和
影响，即我们经常所谓的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在跨媒介理论工具的指导下，其内在规
律就显得非常的清晰：这种现象并不是要
求诗和画的并立存在，而是诗中有画但还
是诗，是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但还是画，
只是画面中有诗的意境。跨媒介理论不仅
适合于诗与画、诗与书等不同的艺术语言
之间，在同一艺术语言的创新中，也符合这
一原理。如中国书法到明末清初的式微，继
之而起的碑学兴起就是一种跨媒介融合的
范例，其目的是拯救帖派的衰落，其方法是
在扩展书法的边界，扩大书法艺术语言的丰
富性。晚清之后书法的碑帖结合也是如此，
是将碑的元素参入帖学之中，将碑的美学优
势融入帖学范畴。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碑不
仅仅是魏碑的书写形式简单的加入，而是将
碑学，其实质是宋代以来金石之学的审美思
想和元素融入到书法创作之中。如帖学书
法的二维空间“错位”于金石学中三维空间
意像，以及增加其金石气等，结果是前者还
是帖学的范畴（行草书体系之中），后者仍然
是书法而不是金石之学。这种现象就是书
画艺术语言达到边界（俗称结壳）之后，使其
无法表达或无从表达自己的理想审美之时，
可以借助其他媒介或艺术语言扩大自身语
言的不足和界限，延展这种语言的审美能
力，增加其丰富性和深刻性。

长期以来，文艺创作、创新和评论缺少
现代文艺理论思想的指导，特别是当代艺术
领域的创新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的状态，乱
象丛生。跨媒介叙事理论的构建，不仅为我
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为不同媒
介、不同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
论工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而这也应该是目前跨媒介叙事理论在文学
和艺术研究中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