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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对象
选对了，作品就几乎成功了一半。所以就有
人贪大求全，就有人探怪猎奇，总想以题材
的把握取胜。题材重要，有其合理性的一
面，但也不是完全绝对的，题材不能代替一
切。现在就有很多看来很有内容和特点的题
材，生生地让一些作者轻易地对待处理糟蹋
了，十分让人遗憾。

董晨鹏这部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没有去
选择面对那些看似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在
自己身边、在社会底层最普通的人们中间细
心地感觉发现和记录，探访他们平凡的社会
生活和人生状态，从而就像贴着地皮聆听大
地的声音一样，很真实地描绘出现实社会的
一个侧面，让读者对于这些现象有一种发现
认识和思考。这是在微细的颗粒上探析社会
内在结构表现的方式，也是人们透过喧嚣浮
躁的社会雾霾情景，发现真实生活与人生的
一种行动。它从生活的小孔洞看到了大的世
界，从平凡人们的真实日常生活，窥探到了人
们宽阔的胸怀和精神情感世界。以小见大，在
最广泛的社会生活层级上看待社会的现实状
态，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的突出特点和成
功的地方。

作家有意识地选择镇江紫金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的员工作为访问对象。这些人中，
有保安、司机、电梯工、保洁员、厨师、收费员

等物业管理范围内的人们。这些人们是大家
在生活中经常都会遇到的身边人。但对于很
多人来说，他们似乎又是生活工作在社会最
基层的陌生人。很多人总同他们打交道，但并
不了解他们的精神情感和生活情形。可是，在
董晨鹏的用心探访和描述下，这些人的生活
情形和精神情感都很真实的呈现出来。他们
好像都不很富裕，住房紧张，收入微薄，工作
自然也被有些人看来不风光——但是他们都
很现实，容易满足，家庭里老少夫妻子女都很
和睦和顺，相互有很紧密的温情联系，生活得
也比较惬意。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情感很
干净、很高贵，不少保洁员捡拾到钱物，不
管自己多么贫穷、钱物多么金贵，都会主动
上交归还失主；他们对人总是抱有善意，扶
老携幼，乐意助人等等。他们身在基层，精
神和情感道德却站在社会的高端，有一种尊
贵、尊严和自尊的人格。这些“兄弟姐
妹”，他们以自己的辛勤负责劳动服务于他
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和高尚品德要求与约
束自己，人生在静静的绽放中传递出芳香和

美的姿态，在明显脱离了世俗的污染中感受
到了质朴、纯净和温暖的幸福。这样的幸福
感或许会被不少的“土豪”和“富贵”人讥
笑，但这样的幸福感，“土豪”和“富贵”
的人们未必可以拥有。

董晨鹏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认
识和评判社会的角度。如今的社会生活中存
在很多不公平，存在很多矛盾和丑陋现象。
所以人们怨愤，人们牢骚不满，人们忧虑，
人们叹息失望等等。可是，人们是否都认真
地总结和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极其环境的变
化，意识到自己在改变社会过程中的作用。
当看到紫金物业公司这么多基层员工以自己
的主观努力和精神道德追求，在服务他人的
同时营造出自己的小小幸福情形，我很感
动，也很有一些联想。美好和幸福真是靠抱
怨或金钱财富及权利才能获得的吗？我相
信，精神和情感以及人在相互关系中的道德
完善，是人们生活满足和幸福的重要内容。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们，在有限的物质
环境有了幸福和谐的生活，这是因为他们都

付出了真诚、善良、劳动和社会建设的努
力，问心无愧，心底宁静。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要求社会生活变好的权利，但把持好自己
的道德操守和行动规范，即是对社会最基本
的贡献。总是抱怨实在不是个最好的诉求办
法。正所谓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生活就会变
得充满阳光。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的写实特点十
分明显。这些文字几乎就是作家一次次家访
的原始积累。这些带有原始生活气息和鲜活
人物动态的文字，其中包含着质朴、平和和
温暖、生动故事细节的，没有阅读的障碍。
但是每一篇都是一样的开始和基本相似的过
程，就显得套路和呆板。作家到每家都会有
主人美味招待，很令人羡慕。可多了，作家
就好像是一个食客。在资料性的积累之后，
作品似乎应当有一个总结提升的章节，将撒
出去的网收回来。检点一下收获的成色也
许是必要的，这样会使作品的思想内容有
所归纳和凸显，不致于有撒手不管的现象
发生。

在近期的非虚构写作中，董晨鹏
的《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一个工会
主席的家访周记》是比较独特的一部
作品。它关注民生，紧扣时代焦点，
具有显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可谓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生动读本。

这部名为“家访周记”的纪实文
学以一个企业工会主席对属下普通一
线职工的每周一次的家访为线索，真
实再现了 35 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精
神面貌。这些家庭成员大多并非权贵
与精英，而是拿着最低工资的底层员
工。他们是保洁员、保安员、收费
员、食堂厨师、电梯工、司机、机动
队员，他们或是这个城市的贫民，或
是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或是来往
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务工者，总之，是
名副其实的草根、弱势、百姓。作品
以朴实的话语记录这群凡人日常生活
的苦辣酸甜，还有他们“如草木一般
衰荣的悲欢离合的情感”和“难以泯
灭的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信念”。
在全文7章中，作者分别在每一章里
选择 5 个家庭家访的个案，从地域、
身份、情感等多个角度再现这些普通
人和他们的家庭。“旧城里的温暖”
和“平地起高楼”两章主要叙述的是
居住在老城区和新住宅小区的员工，
他们分别体现着城市历史记忆的温馨
和居住达到小康的幸福。在“我的家
园我的梦”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两章中，作者叙述的
是“双重身份”的员工，他们既是市民也是农民，生活在
城市，户籍却在农村，或者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农村。

“双重身份”塑造出“双重品格”，即既具产业工人的勤
奋、爱岗和敬业，又有农民的淳朴、善良与感恩。“舌尖
上的享受”、“平凡人的亲情”和“生活变奏曲”等章节则
关注草根们“吃苦”加“吃饭”式的爱情，以及尊老爱
幼、友邻助人的亲情和友情。作者视他们为“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其观察和写作的视角显然不是带着精英优越
感的居高临下式道德俯视，而是站在这些草根阶层的立场
上，体现出比较深刻的底层关注和人文关怀。他写出了我
们这个时代的“小人物”，但着力凸显的并不是“小人
物”们的不幸和悲哀、粗俗与猥琐，而是其热爱生命、自
强不息、敬业乐业、保持精神自尊与高贵、积小善成大德
的人生情怀和思想境界。他甚至给予这些“卑微的高尚
者”以礼赞——他们的精神品质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原始
根基，他们“事实上是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基石，没有他
们双手的撑持，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权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
义。”此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在叙述这些各具特点的家庭及其成员的时候，作者的
视野是比较开阔的。他没有止步于对“小人物”的描述，
在许多地方，作者还将他的思考做出进一步的提升，以表
达其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文明等问题的
深刻反省。譬如他在谈到“家的温暖”时指出：“感受家
的温暖并不是精英们的专利，普通人同样能够细腻地抒写
出对家的真切感受。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最为喧嚣的虽
然是政治写作和资本写作，但打动我们心灵的仍然是在政
治与资本夹缝中顽强存在的人性的写作。”说到“劳动
者”时，作者写道：“我相信劳动创造美，相信劳动者本
身就是审美的对象。当前的文学，似乎越来越不耐烦于倾
听劳动者的真正心声，而是把目光越来越收缩于象牙之塔
中的小众。”话语之坦诚、个性之率真、立场之鲜明， 都
使得这部作品契合着当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显现出
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特质。

在我看来，董晨鹏这部作品的“独特”还表现在书
写者“四位一体”角色及其所获得的特别意义上。作者
身兼叙述人、采访者、单位领导和作家四重身份，这与
偏重于客观叙述和采访的报告文学作家，以及偏重于主
观叙述的散文作者均有不同。而这样做的优势就在于，
作者可以将他的“家访”，其实正是一种“田野调查”
的方式进行到底，“零距离”地观照、描述和思考被采
访对象，也使被采访对象得到最为充分的“自然呈
现”。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四位一体”角色凸显出
作品表现对象的原生态和作家书写的原生态，使文本具
有特殊的亲切感、现场感和真实性，是对非虚构性的生
动诠释和成功坚守。我以为，如果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
能够出色地体现非虚构性，能够把握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脉象，那么它就具有了可以让后来者作为“信史”来阅
读的某种文献价值。因此如果一定要比较 《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一个工会主席的家访周记》 这部作品的文学
性和文献价值的话，那我更看重其后者，因为这一特质
不仅凸显了作者新闻和历史类文体写作之所长，更强化
了这部作品作为认知当下社会底层民生、民情和民风读
本的“亮点”。作者还十分自然地加入了对于镇江地
理、历史、民俗的描述。这既是在保持叙述的张弛有
度，也是在为其文献价值的实现加分。而作者的这一
切努力在彰显其创作新趋向的同时，也为目前的非虚
构写作提供了别一种路径和空间。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是一部完全不同于常规意义
上的报告文学，它是一个企业的工会干部对属下的物业
工人进行家访的“周记”。

被采访的对象是物业公司最普通的保安、保洁员、电
梯工、厨师等等。这是一群真正的草根，书中不少人都
是政府最低保障、廉租房的享受对象。“草根”既然被
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他们就是大地上生命力最顽
强的小草。他们的职业一般人虽看不起却又离不开。作
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有感于文学越来越不耐
烦于倾听劳动者的真正心声，而是把目光越来越收缩于
象牙之塔中的小众。作者认为，通过普通人的历史记
忆、真实记录，那种来自劳动者本身生活悃愊无华的感
动，这种诗意与美感无须经过种种“宏大”的疏导和规
范就具有文学价值。

首先是这些普通劳动者的蜗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电梯工魏琴一家四口住在一个 30平米左右的斗室
里，来客居然只能在过道上站着，吃饭要先把冰箱从卧室
抬出去，才能放下桌子。还有那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保
安燕双飞，租住在郊区别人等待拆迁的房里，还有租住在
废弃仓库里的……可他们担负着“城市美容师”的工作。
书中数十对贫贱夫妻的相濡以沫，既是普通人的幸福指
数，也是他们情感、家庭得以维系的根本。与此相联的
是当下频率最高的热词“中国梦”。这些工作在最卑微
岗位上的人，他们也许没有特别宏大的梦。他们的梦也
就是过好小日子，期待着改善居住和增加收入。这些普通
的人的生活诉求，才构成了多维的“中国梦”。孔子说：“贤
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贤哉，回也！”中国梦应该既是民族复兴之梦也是草
民的梦。我认为，《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独有的价值是让
我们零距离地接触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从作者原
生态的叙述和对象自己的语言书写了“中国梦”。书中主

人公所呈现的人性之美在于：一个再普通的人只要他敬重生活、敬畏生命，
保持了他的自尊，他的身上同样会散发出炫目的光泽。这本书所发出的光芒
也正在于此。同时，我们也从书中读出了：中国梦一定要通过让政府官员们
去体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方式去实现。所以尽管这本书
是以客观的口述实录形式反映物业工人的生活，但作者仍然站在这些普通
物业工人的立场上向社会发出了呐喊。

追求原生态是本书的叙事特色，但还应该更加讲究谋篇布局和文字魅
力。书中每一个采访对象的路数大致相同，容易给人造成阅读的疲劳。如
果能够更多地进行一些提炼、剪裁和加工，书的感染力自然会更强。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口
述史，作者采访了镇江一个企业的几十个普通员工的
家庭，“记述的是一个企业最普通的一线员工的生存
状态”。自新世纪以来，口述史在国内特别风行起
来，不仅历史学界、社会学界，而且文学界，都通过
口述史来拓展空间。人们意识到，单凭文献资料来研
究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局限，寻找历史当事
人进行口述采访，是廓清历史谜团的可行之路。作家
们更多地则是通过口述史记录当代人的生活，就像董
晨鹏在《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中所做的，它为人们
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当代史。

口述史首先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因为传统史学
主要是以统治阶级和精英人物为叙述对象的，而口述
史则向普通民众打开了大门。因此，如果仅仅把口述
史看成是一种搜集历史资料的方法，作者就不可能向
人们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口述史的意义就在于作
者以新的历史观来建构历史。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
董晨鹏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他为什么对一个企业的
普通员工充满了兴趣？因为在他看来，从这些普通员
工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最原始、最质朴
的精神品质，能够触摸到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最原始
的根基——这恰恰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最弥足珍贵
的财富！”“没有他们双手的撑持，我们这个国家的政
权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秉承这样的历史
观，董晨鹏便以平等、客观和倾听的姿态去面对自己
的采访对象，他是真诚地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和
姐妹，因此他“尽量让文字最接近叙述者本人的语言
组织方式，它应该是最原始、最自然、最质朴的一个
部分，其作者本质上就是叙述者，我只是个旁听的记
录者而已”。这种姿态非常重要。现在有了越来越多
的关于底层的非虚构类作品，但有些作者仍然是从传
统的精英历史观出发去书写底层的，他们从骨子里认
为自己是底层的“救世主”和“代言人”，这是一种
高高在上的姿态，一种他者的姿态。但董晨鹏的倾听
姿态，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到底层的精神世界，真正传
达出底层的声音。归结为一句话，董晨鹏的这本书，
是在让底层的兄弟姐妹们来建构历史。

这是兄弟姐妹般的平等交流。董晨鹏与采访对象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品尝着最精心准备的家常
菜，如兄弟姐妹般促膝谈心”。他就能够体会他们的
生活甘苦，能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董晨鹏的采访
准确说是家访，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董晨鹏就
像串门走亲戚一样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家门，虽然看
到的是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听到的是朴实的家常
话，但正是在这种平淡的日常生活里流淌着亲情，在
朴实的家常话里包含了民间的生存哲学。如唐世贵
说，要说人的一生，并不是那么风调雨顺，也有很多
的不如意之事。如在何少云家里，大家的共识就是：
结婚前要睁大眼睛找对象，结婚后要闭着眼睛过生
活。如张亮说，工作是饭碗，饭碗是生命，生命是生
活，生活要有乐趣。而陈志东的话就带有一点文雅
气：一个人可以没有高深的学问，没有显赫的地位，
只要有品位就不会让人看不起。有时平淡也是一种境
界。董晨鹏捕捉到民间的生存哲学，也有了自己的理
解和发现。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个在社会最底层
生活的人，他的故乡在他的希望之中”。他也从他们
身上获得了对生活的最真切的感悟：“‘吃苦’加

‘吃饭’等于‘爱情’——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社会草
根最认可的爱情公式。”他还说，听他们“讲述出来
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使平淡，也总是充满了
令人感动的温暖。”也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董晨鹏
建构起了兄弟姐妹的历史。这是让我们触摸到当代社
会肌里的历史。

我还注意到作者的身份，他是企业的工会主席，
家访是他履行工会主席职责的一种方式。由此我便理
解到了这本书的另一份价值。中国的工会机制是计划
经济时代定型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巨大
变化，大量的工会组织基本上名存实亡。董晨鹏写作
这本书的过程其实也是探索工会发展途径的过程。他
不仅是在让兄弟姐妹建构历史，而且也是在让兄弟姐
妹建构工会。我们也从董晨鹏的这本书里看到了工会
的前景，工会的前景在哪里，就在兄弟姐妹们的家
里。董晨鹏所领导的工会是一个开放的工会，也是一
个让兄弟姐妹们作主的工会。

“这是我写得最温暖的一本书。”董晨鹏在长篇报
告文学《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的后记中如是说。我
同样的感受是，这也是我读得最温暖的一本书。在
23 万字的篇幅中，作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对自己工
作所在单位--镇江紫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35
个一线劳动者家庭进行家访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
自然亲切，引领着我们近距离地观察了解了这些一线
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世界。

从题材选取的角度看，《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一书显现出作家独特的文学眼光与捕捉生活的才能。
报告文学的创作历来有“七分题材三分写”的说法。
因此在事件的选取上，人们大多对于那些重大的或新
闻性强的，尤其是具有突发性甚至是爆炸性的事件趋
之若鹜；在主人公的选取上，则往往较多地将那些不
同凡响的成功者或特立独行的人物纳入自己的文学视
野，以期获得阅读者的注意。一句话，能不能吸引读
者的眼球常常左右着创作者的选材眼光。《我的兄
弟，我的姐妹》则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选材路数，它
眼光向下，关注底层，从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一线劳动
者身上发现了创作的冲动，并且毅然决然地付诸写作
实践，日积月累地观察、记录、精心书写，终于完成
了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情感厚重、思虑深远的优秀报
告文学作品。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的显在思想主旨，简而
言之，就是讴歌劳动，传递温暖。作品中 35个家庭
的主人公，其职业无非是当今城市中再普通不过的保
安、保洁员、电梯工、司机、厨师、服务员。就是这
些我们身边每日每时举目可见的普通劳动者，一旦成
为作品中的文学主人公，竟然可以带给我们如此熟悉
而又陌生的新鲜阅读感受。我们看到，在这些最平凡
的岗位上，一线的劳动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兢
业业地工作着，保障了我们须臾不可离缺的居住安
全、生活秩序和清洁环境。而社区保安在 24小时不
间断的守卫、巡查工作中，还会遇见居民业主做饭着
火、洗衣跳闸甚至酗酒斗殴等等突发情况的求助；保
洁员在按部就班地从事“城市美容师”工作的时候，
经常地会捡到人们遗失的钱包、手机等各种物品，会

遭遇走失的老人和儿童。遇见了“份外”的事情管不
管？捡到了意外的钱财要不要？碰到了需要帮助的人
怎么办？难以尽数的小事，却同时又是实实在在摆在
这些普通劳动者面前的询问与考验。作家以家访对象
口述实录的形式，真切地再现了一群底层劳动者的生
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因为就业的艰难，他们分外珍惜
自己的劳动岗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拿着镇江市的
最低工资，尽心尽力踏踏实实地工作劳动着，每一天
都生活得忙碌而充实。当意外的考验出现在面前，尽
管他们的人生位置低微，生活状态窘迫，但他们却总
是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处事接物、举手投足间自
然地显现出心地的善良与人性的光彩。由此而传递给
社会和他人的温暖真可谓沁人心脾，令我们回味无
穷。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一书隐藏在故事和人物
背后的精神主旨，是呼吁关注民生，向往社会和谐。
书中出现的35个一线劳动者家庭，堪称为35个真切
鲜活的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结构的社会学标本，其中蕴
含的社会信息量之大，反映的国情民意之丰富，值得
我们认真琢磨和领悟。书中一线劳动者们最为关注与
期待的，是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等有关衣食住
行、生存发展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而他们最为珍
惜珍视的，则是亲情、友情与婚姻家庭，这是他们生
活劳动的动力源与情感精神的归宿地。在人生价值取
向上，这些普通的一线劳动者身体力行地告诉人们，
劳动着是美丽的，生活的信念唯有爱岗敬业才能得以
体现，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追逐梦
想，这样朴实无华的认知，最应该形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劳动，发掘并张扬了这些普
通一线劳动者的可贵品质与精神世界，无形中也沟通
了社会各行各业人们的社会认知，沟通了社会各界与
政府管理层的目标愿景，为中国当代社会走向和谐，
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建设元素。

以普通一线劳动者为主人公的长篇报告文学《我
的兄弟，我的姐妹》的问世，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我们
报告文学作家的生活视野和文学视野，也进一步拉近
了报告文学与广大读者的距离，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赏。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以工会主席的身份，以每周家访的形式，走进自
己企业的普通员工生活之中，和他们拉家常，交朋友，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
的内心世界。透过这双有感受的眼睛，作者引导我们看到这个平凡的群体
不平凡的道德品质，看到他们坚实的精神意志，看到他们创造生活的力量。
作者心灵得到了洗礼，也把这种道德之美传递给我们。这个工会主席不一
般，这本书也就有意思。

一户人家、一个故事，不会有什么英雄传奇，也不会惊心动魄。全是老
百姓的家长里短、吃喝拉撒，世俗得不能再世俗。故事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着
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子女关系、邻里关系、情感关系、利益关系等常见的
人际关系展开的，平平淡淡、庸庸常常。其实每一个这样的平民家庭一定
有自己的很挣扎、很艰辛的生活故事，但《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这本书
里，重点不是写他们的生活之苦，而是突出写这些人的知足常乐的滿足
感，写他们安居乐业的自信心，写他们在平凡的生活关系中维护和发展人性
道德的自觉性。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一种困窘生存状态中滋生出来的那种生
活的乐观情绪，那种主动精神，那种进取的心态。作家的用意是积极的。通
过这些家访材料看似不经意的编排选择，作品的主题也就随之突显出来。
那就是，人民群众以他们最平常的生活，以最朴素的情感支撑着一个社会的
基本道德，也支撑着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没有他们的坚守，我们就没
有了社会理想，也就没有了中国梦。我们今天中国梦的理念和理想，正是来
自于普通人民对生活的坚持和追求。没有了他们，中国梦就没有价值，也就
没有了意义。

作品以朴实的很有生活质感的文字，细致描写了员工家庭饱滿的精神
状态，写出了他们朴实的思想认识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例如“其实人人都能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家人就是最重要的支柱”，“饭碗是生命，生活要有乐
趣”。有许多言语中包含着朴素的哲理和真理。如“女人是用来爱、用来疼、
用来哄的”，“吃苦加吃饭等于爱情”等。这些描写，把保洁员和保安们的可
爱可敬的情态和思想特征生动表现了出来，一点一滴积累起这些劳动者的
感人形象。我们注意到，作者在很多时候描写在工人家吃饭喝酒的过程，写
工人们会做什么饭菜，手艺如何，菜做得怎么样，好吃不好吃。这种描写烘
托出一种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一种民间真挚情感和乐趣的氛围。在当代
社会关系中已经很少有人在家里请客，也很少人到别人家里吃请。只有特
别好的朋友、特别重要的关系才会有这样的走动。把这样的细节写出来，丰
富了作品的内涵。

作品赞美老百姓的道德品质，讴歌人民的精神，其实也是对现实社会的
一种反思。今天市场经济发展过快，资本的力量过猛，造成社会的道德滑
坡、精神危机，价值取向出现了混乱，社会发展增加了风险。因此建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任务非常繁重艰巨。而这
样有道德价值的坚持，却在普通百姓生活当中存活着、生长着，永不泯灭。
这就是我们社会精神建构和道德价值建构的希望所在。明白了这一点，就
得到了《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这本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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