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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有望破百万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定位就是

“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以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切入口，溯源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历史，上迄 20世纪初，下至

1929年底古田会议，以全景式叙事方式，
书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背景下的中国，

充分展现我们党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

势”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充分呈现从上海
“出发”到古田“再出发”锐意进取的奋斗韧

劲，充分反映从开天辟地到“风华正茂”时
代巨变。

刘统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第一，视野
拉宽，从 1900年写起，写到古田会议决议。

第二，这本书要让人读得进去就一定要生
动，把故事讲好。第三，要用事实来说

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人
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只有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领导，革命才能胜利。“我希望这
本书给大家提供的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徐建刚称刘统的写作树立了一个品牌
效应：“由严肃的历史学家来写通俗的历史

读物，更好地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特别是
党史，党史写作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不能

戏说不能乱说更不能胡说，需要历史的依
据。”

“刘统不只是记述我们党诞生的瞬间，
他把党的诞生的必然性历史往前延伸。”严

爱云认为这本书销售有突破百万册的希望。

新受众需新传播
金山区政协副主席张斌、陈云纪念馆

馆长吴瑞虎、嘉定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芳

等与会者都谈到了《火种》的通俗易懂，自
己是一口气读完了四五十万字。市文旅局

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处长游海洋
透露，喜马拉雅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制作《火

种》的视听节目。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

松提醒：“还可以开发游戏。”

面对今天有了新的阅读习惯的新读
者，《火种》确实可以由许多形式进行传

播。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还提出
了书本结合微视频的建议：“年轻人的审

美和阅读是碎片化的，而党史是系统化
的，如今的课题就是探索怎么走进新的群

体。80后、90后、00后，一代全新的群众在

我们面前，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够让年轻人
接受我们的研究成果，了解党的历史，这

是一个问号。”

读物生动又有趣
据悉，上海出版界还将在建党百年前

夕推出一批精品力作，近期推出的重点党

史读物有：《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人民至
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研究丛书”《家书

（歌曲、诗词、邮票）中的百年党史》《上海

红色文化地图集》、“红色起点系列丛

书”（第二辑）、《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100年》《诞生记———中国共产党创

建前后》“英烈画传”等，特别是首次与陈磊

半小时漫画团队策划推出《半小时漫画党
史》，是探索用通俗畅销的载体讲述严肃党

史知识的全国首创。
在建党百年相关主题出版物中，不仅

有以文字阐释见长的理论读物、历史读物、
文学作品和资料文献汇编，还有地图、画

册、连环画、漫画、音像电子，以及结合微党

课和音视频内容的融媒体图书，等等，让党

史读物生动又有趣，力争满足不同读者的
学习需求。接下来，上海出版界将积极配合

党史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组织优质作者
资源和内容资源，举办多种形式多传播渠

道的党史阅读活动，用活教育资源、搞活教
育形式，凝心聚

力，为上海创造

新奇迹提供精神
力量。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学史、读史有多重要？ 唐太宗有云，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英国作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
智。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知史，才能爱党；知史，才

会爱国。 中国共产党 100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
厚重的“教科书”，它蕴含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

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昭示了革命先辈的爱国情

感和高尚品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今年，一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正在全党
展开。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

大丰富，但也带来了碎片化阅读的问题，许多
学生一年连一本课外读物都没读过，以至于有

的中学在语文教学中开展了“读整本书”活动。

如何让丰富精深的党史入脑入心，走近新的群

体，特别是让今天的年轻人愿意深读、细读，进
而有所感悟？ 这是一个新课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近年来，一批关于
党史的文学艺术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

妨利用这些资源， 开发优秀作品的衍生品，

如视频、漫画、游戏，激发年轻人的学党史兴

趣。在此基础上，系统准确学习党的历史，读
懂学好这本“教科书”，让广大青少年在传承

红色基因中，为自己的精神“补钙”。

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把握现在，创造美

好未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列宁对中国共产

党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
用。可是有多少人知道，

有三位中国人，对列宁也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三

位中国人究竟是谁？他们
和列宁又发生了怎样的

故事？昨天上海图书馆的

讲座，何建明系列党史课
的第二讲正是以此为题。

讲课现场通过上海图书
馆官方 B站等平台、湖北

省图书馆 B 站以及湖北
广播电视台长江云与湖

北读者连线直播，让场外

的听众也能同步听讲。
第一位是有“高加索

的中国茶王”之称的刘峻

周。这位祖籍湖南的中国
农民受俄国茶商康·谢·

波波夫之邀赴格鲁吉亚
发展茶业，十月革命后，

苏联政府重视发展茶业，
刘峻周担任苏联政府国

营茶厂经理，被列宁会见
过三次。刘峻周 5个孩子

都在黑海沿岸度过少年
时代，接受当地的教育，

为中苏友谊作出贡献。大
儿子刘泽荣，曾代表中国

工人阶级出席 1919 年 3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

次代表大会和 1920 年 7

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
会，3次拜见过列宁。列宁

在他的身份证上写下了
“请苏维埃各机关团体给

刘泽荣各种协助”的亲笔语。
第二位是出身穷苦的中国劳工李富清，

革命胶着之际，他得到列宁的信任，1918年冬
天到次年夏天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担任其警

卫员。直到 1924年 1月列宁逝世，李富清作
为学生代表，去给列宁守灵，只不过这次已是

阴阳两隔。
第三位是在十月革命中带领 1500 名中

国华工组成“中国团”的任辅臣。任辅臣领导
的这支队伍由列宁亲自签署命令编入苏联红

军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步兵师，驰骋于东部
战区几个战场，开展了大大小小近百场战役。

因战士们在战斗中勇猛、坚强、士气旺盛，多
次受到上级表彰，被苏维埃中央政府命名为

“红鹰团”。1918年 11月下旬，任辅臣在战斗
中不幸牺牲，年仅 34岁，苏维埃中央政府高

度评价了他的功绩，为其发布了讣告。
“这三个中国人的共同身份是什么？是普

通的中国人，这三个普通中国人对列宁产生
的影响，是我们在党史之外看到的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关联。列宁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成为

他对中华民族感情的基础。他的目光一直关
注着东方的中国，他的心和中国革命、和中国

的劳苦大众一起跳动。”何建明总结道。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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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节目开发正在准备中

《火种》从燎原到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

史专家刘统作品《火种：寻找中国

复兴之路》，出版至今只有短短两

三个月的时间，而书店的销售已

达到 10 万余册，到年底有望达

到 50 万册，更有许多读者追问：

“刘统下一步打算写什么书？”这

样一本出版物何以迅速成为建党

百年的“爆款”？

在昨天市委党校举办的《火

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新书出版

恳谈会上，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

君如、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严爱云等党史研究专

家和《火种》作者、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刘统，与党校学员一起，回望

那段激荡慷慨的百年来时路，探

寻红色火种如何在沉沉暗夜中成

功燎原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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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