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女作家江月与儿子董志天母
子合著的家庭教育小说《雪人，向夏而
生》近日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当下
正在书店热销，广受妈妈群体的欢迎，
被视为新一代家庭教育指导手册。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智爱型”家庭
教育理念。《雪人，向夏而生》是一本关
于亲子养育与青春励志成长相结合的
自传体小说，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生而为母》以母亲的视角，讲

述了一个为受到新生儿产伤而导致语
言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克服重重困
难、坚忍努力、不懈前行、施以深爱、静
待花开的家庭之教育实践与心路历程。
下篇《初三少年》以孩子的视角，讲述了
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超
越自我的心智解锁与认知蜕变的自我
成长之路。

作者之一董志天为上海某中学的
初三学生，年仅   岁，他把自己的真实

校园生活与成长感悟都一并写进了书
中，使之更具有贴近感与共鸣性。

教育错位后所产生的代际问题，
正在不断消耗父母们一生的努力与心
血，首当其冲的那些家庭教育失败的
父母们正在集体走向迷惘。家庭教育
小说《雪人，向夏而生》带给年轻父母
们一个新的答案，以智护航，用爱托
举，消弭叛逆，构建互信，开启智爱型
家庭教育。

江月：《雪人，向夏而生》用“智爱”托举家庭教育

近代以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居于黄浦江畔工作、生活的安

徽人已经成为数量最多的移民群

体，几曾超过了江苏、浙江等传统

迁入大省。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数

以百万计的安徽人融入到上海这

座城市，但上海史以往的历史书写

中，安徽移民的群像是支离破碎、

十分模糊的。上海安徽人无一不想

改变、破除这一窘况。而不久前，

《上海安徽人（         ）》的出

版发行，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该书由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

上海江南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熊

月之研究员担任总主编，特别撰有导

论一篇，计 万多字，深描安徽人在

上海的前世今生，多有学术创见。他

认为，勤劳笃实、识时顺变、商儒兼重

与家国情怀，这些安徽人身上蕴含的

文化品格，正在成为型塑与提升上海

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养分。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收集    

余位近代上海安徽人在沪的事迹和

功业。鉴于上海安徽人革命志士较

多这一史实，单列上卷以记之，具体

由上海市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教

授负责；其他在军、政、商、学、医、

艺、体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略分

轻重，又分下卷以全之，具体由上海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

室主任徐涛研究员统揽全稿。两位

主编都是上海滩上业已成名的历史

学者。而熊月之先生所撰导论既通

揽全书又画龙点睛、深入浅出地讲

述安徽人与上海古往今来的互动情

形与历史成因，大大提升了本书的

理论价值与学术品质。

安徽与上海同处万里长江下

游，近代安徽省府安庆历来有“万

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

之誉。在近代中国历史百年长河

中，八百里皖江一直是安徽人走向

外界的主要通道，上海成为安徽人

顺江东下的主要目的地。在上海从

“东南壮县”走向国际都市的历史

进程中，留下了无数安徽人的身

影。寓沪安徽人是近代上海移民的

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上海的活动

实践和重要贡献，极大地丰富、提

升了上海的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

密切了安徽与上海地区的联系，强

化了长三角地区一体性，为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注入了

充满时代特征的新鲜内涵。《上海

安徽人（         ）》的出版有助

于全面梳理近代安徽与上海的历

史联系，有助于达到宣传安徽、传

播文化、促进融入的文化功效，展

示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深

度和文化宽度。

该书的出版发行，不仅值得当

代上海安徽人去总结经验或吸取

教训，从而在第二故乡上海砥砺奋

进，创造出新的工作业绩，也能让

更多人了解到安徽与上海两地之

间江海相连、割裂不断的联结，激

起更多人探求长三角一体化文化

底蕴的兴趣。

一个自小无师自通喜欢涂涂画画，小学二

年级时就能把课本上的插图临摹成近一米长的

巨幅海报挂在黑板上给老师教学用的小孩，在

知天命之年成了著名的油画家，这个小孩就是

麻文海。

麻文海与油画结缘，却是源于儿子的出生。

“    年，我儿子出生后，每天我起码得有十来

个小时要守在他身边，等他睡醒后喂奶。因为无

聊，就萌发了画画的念头。而在这之前，我对油画

一窍不通，更别说做画框、绷画布、拿调色板了。”

虽说麻文海在     年之前从未拿起过油

画笔，但是对于油画艺术却不陌生。“有段时间

经常到国外旅行，跑了很多博物馆，比如卢浮

宫、大英博物馆等等，观摩了很多油画。因为从

事职业摄影多年，也积累了很多图片资料，这些

人物照片的用光都是油画式的用光，所以对着

照片画油画也比较容易，再者我从事了十几年

的彩色暗房工作，对于

颜色的原色、间色、再

间色了如指掌，由此开

始拿起了油画笔，且一

画而不可收，直至今

天，乃至以后。”自此，

麻文海开始了他无师

自通的油画创作生涯。

麻文海虽然没有经

过系统的学习，可以说

是非科班出身的“草根”

油画家，但他对于油画创作的艺术理念，却有着

自己独到的精辟见解。

“你看这幅画，”他指着墙上的一幅油画讲解

道，“画面是一位老奶奶搂着孙子，对面坐着老爷

爷，中间是熊熊燃烧的火塘。我把摄影中对光的理

解运用到了油画当中，火塘溢出的火光照亮了爷

爷、奶奶和孙子的脸庞，映出了老人饱经风霜的人

生历程，也映出了孩童脸上那种稚嫩红润的肤色，

从而折射出留守老人和儿童在生活中的欢乐。”

麻文海说，他喜欢把国画中的工笔画法在油

画中体现出来。他指着一幅画面是三颗大白菜的

作品说：“有一天，隔壁邻居奶奶送来刚刚从田里

摘下的大白菜，她把白菜从箩筐里拿出来放在桌

上时，我看到菜叶上还沾着晶莹欲滴的露水，背

景是竹箩筐，画面感太强了！脑子中马上跳出了

著名的故宫翠玉白菜的画面，于是立即动笔。勾

勒之前，我就确定了要用国画工笔的画法来表现

这三颗大白菜，三天后完成了，觉得很满意。画面

呈现出来的线条既不是国画工笔的那种细腻，也

不是油画中的那种写真，而是我独创的既有国画

工笔一笔到底的线条勾勒，又有油画写真的细节

刻画，而叶子上对角呼应的两只纺织娘虫子则让

整个画面视觉非常跳跃。”

麻文海的工作室很大，楼上楼下加起来有二

百来平方米，可是他楼上的绘画之地却只有十来

个平方米，而且地板上还铺了一张地垫。“我以为，

画画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能够静心创作就行，画累

了直接在旁边地铺上睡觉，醒来后再接着画，这样

可以一气呵成，保持创作思维的连贯性。”

从     年至今，麻文海已经创作了近三百

幅油画，且都是一米至三米的大画幅作品。他每

年都会拿出一幅作品捐赠给慈善机构拍卖，单幅

最高拍卖价是四十余万元，款项用于资助需要帮

助的人群。

麻文海最中意的作品是一幅小女孩的肖像

画。“这是一幅超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人物肖像

画，是我人物肖像画里最重要的一幅。小女孩当

时  岁，是我女儿在美国上幼儿园时的同学和邻

居，美墨混血儿，很可爱，从  岁到  岁，她天天

和我女儿一起玩，很有感情。回国后，我找到一张

给她拍的人像照片画油画。画幅高    厘米，宽

   厘米，因为是肖像画，不适合正方形构图。上

大美院贺兰山教授评价这幅油画说，‘要从一张

巴掌大的照片放大到    厘米，而且是小女孩

肖像，实在不容易！为什么？在油画人物肖像中，

小女孩的肖像最难画了，因为她脸部皮肤呈现出

近乎透明的、粉色中又带有肉色的胶原蛋白，而

且这幅画是在太阳光下的脸部特写，半透明的胶

原蛋白粉嫩色光泽在整个脸颊向周边渐变过渡

晕散，没有很深的油画功底是很难把握的！不像

画老人，皱纹很容易表现，只要用深色笔触乃至

油画刀刻画即可。’贺教授说要带学生来工作室，

现场探讨小女孩肖像画脸部皮肤粉色和高光部

分如何用画笔表现，实地观摩学习。”

麻文海不仅工于油画，在现代装置艺术领域

也是独树一帜。与画画无师自通一样的是，他的现

代装置艺术作品启蒙老师也是自己。他创作了一

组高    厘米结构非常复杂的大型金属雕塑作

品。“做金属装置，首先要有金工手艺的基础，还得

了解各种金属材料的属性。比如这组不锈钢荷叶

钢结构装置，材料都是   不锈钢，质地非常坚

硬，全部用手工敲打而成。荷叶是用不锈钢网手工

做成，用   毫米粗的不锈钢丝缝合叶片，再用点

焊技术把各个零件焊接起来；荷叶上的经络，则是

用切割机一条条切割出来的，最终形成了一片片

完整的荷叶。”这组名为《雕刻光阴》的荷花装置艺

术作品已经在东方艺术中心展出。

麻文海的作品屡屡被国内外美术馆收藏以

及在全球知名画展和画廊展出，他说：“我没有读

过正儿八经的美院，美术馆就是我的美术大学，

我没跟过一个画画老师，临摹齐白石、徐悲鸿等

大师作品就是在向他们学习了。”

这是一位真正无师自通的油画家、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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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金融研

究所副所长张明

研究员的最新力

作。在金融领域创

新日新月异的今

天，数字货币作为

其中极具代表性的

一次重大创新，正

在以独特的魅力和

巨大的潜力，引领

人们走进一个全新

的金融纪元。

张明和他的团

队一直对数字货币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关

注，本书集结了团队过去   年间的研究成

果。当前，全球主要国家正处于数字货币的

竞争浪潮中，比特币、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

币成为数字货币的三种主要形态。在书中，

张明教授不仅详细阐述了这三种数字货币

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还对数字货币在未来

发展的潜在机遇与路径作了前瞻性的探索。

他认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将对传统金融体系

产生深远影响，推动金融行业的变革和创

新。同时，他也提醒读者，数字货币的发展同

样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如技术安全、监

管缺失、市场波动等。

本书不仅为对数字货币感兴趣的读者提

供了一个难得的兼具广度与纵深的研究视

角，同时也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全局视角

出发，解读当下数字货币的机遇与挑战，并对

数字货币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对于

读者而言，本书或许能够带你跳出现象看本

质，引导你对数字货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麻文海：
美术馆就是“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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