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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聚焦党的百年
历程，福建省图书馆在福
建省图书馆五四路省体育
中心外迁服务场所一楼，
举办“百年征程 不忘初

心”建党百年AR党史图片
展。展览分四个主题，展
出 120 多幅图片，展出至 7
月9日。

展览由建党百年党史图
片展及党建智屏沉浸式互动

体验展区两个部分组成。
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

参与到学习党史的活动中
来，展区提供形式丰富的学
党史体验活动，如设置党建
智屏沉浸式互动体验展区。

该沉浸式互动体验区
利用人工智能及增强现实
（AR）技术，建立红色旅游景
区3D虚拟展馆，打造新型的
AR沉浸式互动体验。

（吴臻）

海都讯（记者 吴臻）
一面国旗，一个哨塔，以
海岛为家。日前，由福建
省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共
同指导拍摄的《守岛人》，
在 各 家 电 影 院 上 线 热
映。该片讲述了王继才
与其妻王仕花 32 年守护
祖国边陲小岛开山岛的
故事。

电影上映初，总编剧
兼导演陈力携主创团队先
后出席在福州和厦门举行
的全国公映福建专场活动
和路演活动，传递和倡导
王继才夫妇的爱国奉献精
神。电影《守岛人》的拍摄
90%皆在福建平潭取景，导
演陈力分享了在平潭拍摄
的过程，影片大部分镜头
都是实拍完成的，难度巨
大，但剧组最终成功坚持
了下来。

王继才的扮演者刘烨
说，出演王继才是他从影
以来扮演过的最真实、最
感人也最难忘的角色。他
谈起初次登上开山岛时
内心的震撼，讲述自己如
何在一次次的体验和交
流中体会到了支撑王继
才扎根海岛的那股力量和
坚定的家国情怀。“在一个
没水没电的地方，32年如
一日，每天坚持做着一件
看似平凡的事情，这需要
强大的内心和钢铁般的意
志。我希望通过《守岛人》
这部电影告诉大家，像王
继才这样真正生命闪光
的人是一直在我们身边
的。他是真实的，不是编
造的。”刘烨说，“我也希
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
观看这部电影，明白承诺
很简单，但坚守承诺真的
很不容易。”

近日，福建佛学院院长、
福州开元寺方丈本性法师的
两本新著《摄心守意，眼观何
处？》《修学人生，吃饭开始》
在台湾出版。至此，历经数
年磨砺，一套十本的“身心灵
散文”丛书全部面世。

著名作家、《台港文学
选刊》原主编杨际岚多年来
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他认
为：本性法师能在台湾出版
一套散文丛书，其中六本还
于台北诚品书店成功举办
首发式，得到台湾读者认

可，是两岸文化交流、心灵
沟通的一件好事。“经济交
流手拉手，文化交流心连
心”，这套“身心灵散文”就
是“连心”之作。

本性法师多年来坚持创
作，将身边事娓娓道来，这套
丛书，皆图文并茂，深入浅
出，以禅法思维、禅意心态，
理解人生，感悟生命，书写生
活，彰显信仰。在序言中写
道：“我每天于晨起立愿，发
下当天与未来之誓……更于
入睡前省思，反省自省，惭愧

忏悔当天与过往的过错。”
“我的僧涯，该留下点什么
呢？依着我的本业，依着我
的本分，我想着，我或许还可
以留下一些文字，记叙这个
时代的自己。”

杨际岚评价称，文化交
流是沟通的好方式，本性法
师的散文虽不是鸿篇巨制，
但两岸文化交流尤其需要更
多的这种“和风细雨”。本性
法师这套系列具备了一定的
价值和意义。

（黄转转）

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中
钟兆云设计“我”这个具有多元
化的包容精神、崇尚言论自由的
美籍华裔史学博士，不解一生爱
国、半生“漂流”思故国的父亲，
为何后半生没回中国看看？“我”
从散佚各地的只言片语到苍老
亲历者的口述，从私家收藏的
书信照片到档案馆尘封的官方
记录，辗转日本、俄罗斯、缅甸、
美国及中国台湾等地，展开对
父亲人生经历及家族历史的探
寻，串联起从中国晚清时期同

盟会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
间乃至当今社会祖辈、父辈们
的足迹，反映出海外华人上百
年的民族情结。“沿着华侨先辈
的足迹寻根，用脚步丈量世界
的同时，通过不同人物的遇见，
点亮革命历史和新中国建设的
记忆，展现海外与海内爱恨情
仇中的血肉交融。在意识形态
的潮来潮往中，‘我’和父祖辈
都有很多的痛苦和思考。”

钟兆云认为，真正的作家，
创作既有雄心，更要有野心。“要

让这样一部宏大叙事、跨度百年
的长篇小说，吸引读者日益挑剔
的目光，感动人心，除了故事本
身，还得有巧妙的布局、辩证唯
物的史观、激浊扬清的精神。我
在扉页上郑重写下‘献给我的母
亲，我的人生，和我的祖国’时，
我 感 到 作 家 的 使 命 不 可 忽
视。而我写此书的使命，就是
期待它在展示中国百年的磨
难与光辉时，既彰显革命史章
特殊的生长肌理，也照亮遥远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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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岛人》热映，再现“人民楷模”守岛如守国

一座岛、两个人、32年
“身心灵散文”丛书在台出版

“百年征程 不忘初心”
福建省图书馆举办建党百年AR党史图片展

近日，上海远东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了福建作家钟兆云的长篇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6月
26日，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钟兆云在福州上下杭鹿森书店
与读者分享小说内外的故事。出版社给这本虚构小说标
上了“革命、爱情、战争、命运、家国”诸多标签，钟兆云说，
“诸事有因，写这样一本华侨的小说，其因在于身在全国
著名侨乡福建，与海外华人华侨接触和了解渐多，想着有
个自己的文学表达。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前后七年，人
有多少个七年，但我觉得花这七年很值！”

新书分享会一开场，钟
兆云便分享了他的创作之
因：“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
穷七年之力写清末民初那
个福建海归怪杰辜鸿铭
时，接触了大量的海外华
人华侨史料，之后又写《父
子侨领》等作品，几次走出
国门，观照到华人华侨的
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他们
中的年轻人在居住国隔海
相望彼岸那个倡导‘一带一
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
土时的心绪耐人寻味，也让
我的创作欲罢不能，无从招
架。”钟兆云以传记文学著
称，研究华侨历史正是从辜
鸿铭和“父子侨领”开始的。

“前些日子，很多读者
分享给我发来《觉醒年代》
中辜鸿铭的视频，辜鸿铭说

‘只要接触了中国文化你就
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上它’，这
就是文化自信，作为华侨，他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为
何值得我们肃然起敬？他
是最早用优美的语言把中
国儒家经典向西方翻译，他
用‘歌德体’翻译了儒家经
典，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
他也是传说中，‘中国最早
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
物’，虽然只是传说，但他确
实影响了整个西方对中国
的看法。泰戈尔在 1924年
受邀来到中国，就提出要见
辜鸿铭；罗曼·罗兰、托尔斯
泰、海明威，都对辜鸿铭非

常敬佩，托尔斯泰接到了辜
鸿铭寄去的书后，给辜鸿铭
写了一封信，说‘看了先生的
书之后，我觉得我的著作都
可以烧掉了’。毛姆也说，
拜访辜鸿铭，是我到中国的
最大动因之一。我写辜鸿
铭花了七年时间，我觉得很
值，心中时时被他的爱国情
操所激荡，让我对华侨华人
有了比较深的认识。”

说起“侨领”大家可能
只知陈嘉庚，而钟兆云提
到的“父子侨领”——庄希
泉、庄炎林，同样为他写这
本小说做了铺垫。“庄氏父
子为何伟大？我说几件
事：辛亥革命之后，庄希泉
三下南洋为革命筹钱，在
新加坡感受到在南洋的女
孩子没有接受好的教育，于
是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女
子学校，开了华侨教育的先
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
曾对庄炎林说，我当年就是
在你妈妈开办的学校（幼儿
园）里读的书。五四运动发
生之后，庄希泉等爱国华侨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组织了
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
国内，这也是海外最大规模
的一次游行声援。在抗战
发生之后，庄希泉回到祖国
更是九死一生。庄希泉作
为中共特使到新加坡邀请
陈嘉庚先生归国，因此陈
庄二人也成为‘华侨界的
双星’。”

为了祖国，很多华侨英烈舍
生忘死。作为党史研究者钟兆
云也分享了一位福建籍华侨女
烈士的故事——

“她叫李林，福建华侨，中学时
写过一首诗‘不平倭寇誓不休’。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战争年代，李
林的故事应让后人记住。她从海
外回来后，进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集美学校，她最喜欢的是文学。
1936年，李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奔
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
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
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她苦练杀
敌本领，枪法奇准，日军悬赏重
金，要她人头。1940年 4月她已
身怀六甲，日伪军对晋绥边区进
行‘扫荡’，李林主动请缨，带领
一个骑兵排，把敌人成功引开，
掩护群众和部队机关撤退，但寡
不敌众，她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
了自己。”

钟兆云说，福建是华侨大
省，像李林这样的华侨烈士还有

很多，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建设可
爱的中国。同样应该记住的还
有“南侨机工”，“3000多名南侨
机工，很多都是富家子弟，他们
为了中国，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
召，回到中国，为抗战做出了巨
大贡献，三千多人只剩下千把
人。这些历史在小说中都成为
大的历史背景。”

钟兆云探索性地以文学、历
史的双重创新笔法，带读者穿行
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于战争
与和平、发展中，打捞麻辣鲜活
的细节，在厘清若干史实后，还
击种种蠢动，也给那些因历史

“误会”而滞留海外的一时人物
及其后代不泯的爱国情怀予以
应有的人文关怀。

从辜鸿铭到“父子侨领”

不应忘记华侨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作家的“雄心”与“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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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灵散文”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