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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一个让中华儿女从灵魂深处
共鸣的词语。我们总不惜以最非凡的语言
来赞美长江。唐古拉山脉圣洁的冰雪孕育
了她的远古形态，自西向东拾级而下的地
势积聚了千里奔腾的力量，足以讲述“云
山苍苍，江水泱泱”的漫长故事。人们歌
颂长江带来的富足和美丽，期待她将“青
春之中国”渡去无尽的远方。

《一个长江 从雪山到海洋》（江苏凤
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出版，以当代人的
笔触、镜头与视野，偕同读者从空间与时
间双重维度俯瞰、赏析、理解这大河两岸
风土人情、万物共生，思索人们与长江，
或者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方式。

初读本书，便能感受其沉甸甸的用
心。500 余页的正文，300 余幅高清摄影
大图，精心设计的各式彩页穿插其中，仅
仅是纸书这种极致的细腻，便使人真实地
感受到了长江独有的“分量”。书中用宏
伟的篇幅，糅合文字、图片、地图、图
表、文献等多元呈现方式，生动地再现了
长江全流域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以及人文与发展多样性。其中有雪豹、熊
猫、江豚、水八仙等近百种富有代表性的长
江动植物志，也有通天河岩画、唐蕃古道、
川江号子、鱼米之乡、秦淮桨声等人文符
号。别具匠心的装帧设计，数十种纸书工艺
的加持，都促使读者直观地感受长江之美，
天然生出对这种美的敬重与守护。

细读之后，你会惊叹其疏密有致、条
分缕析的图书架构。本书在布局上根据长
江的天然流域及流向分为五大章节，各自
凝聚了长江在每段流域的独特气质。第一
章“通天河源”聚焦江源之地深入探听，
是关于长江野性与神圣的沉吟。第二章

“金沙横断”将金沙江段多元的地质、生
态、水文徐徐展开，是对生态多样与强韧
的惊叹。第三章“巴山蜀水”高歌长江的
险峻与征服，使读者共鸣当年李白“噫吁

嚱”的惊叹。第四章“湖广鄱阳”回味长
江的滋养与连通，凸显丰饶与富庶。第五
章“扬子入海”颂扬长江的聚积与开创，
诠释令无数中国人“魂牵梦绕”的江南，
更为中国腾飞注入动力。沿空间线索拾级
而下，读者将感受到自然之“势”与人之

“势”在长江两岸此消彼长。
当你细细读过且反复咀嚼之后，则会

恍然大悟本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命题
上的思考。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置于

“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网中。从
古至今，中国人为生存而利用长江，其中
存在着与自然的矛盾，但历史无数次证
明：我们拥有调和的智慧，我们可以实现
对自然的反哺。江源大地的古老族群，记
录山神信仰的“大河之书”，溯至先秦的
治水传统，打通经济命脉的黄金水道，享
誉世界的繁华都会……长江两岸能够发展
至今，靠的绝不是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

《易传·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
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
时。”获得天人协调的智慧，达成天人合一、
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这是横贯中华文明
上空的永恒追求，在今天则更具现实意
义。在通向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
我们需要持续思考守护长江的新方法以及
发展与保护协同的新路径，重新协调人与
自然的关系，营造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营造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朱昊

2023年6月，我从事编辑
工作刚好满 10 年，精品科普
绘本《长江！长江！》（湖北教
育出版社）的出版，给我的职
业生涯画上了一个重重的感叹
号。它承载了我对现阶段国内
童书的理解与思考，打磨它的
两年时间里，我就像一名水手
驾驶着一艘大船，在母亲河的
万里征途中披荆斩棘、乘风破
浪，终于和童书市场的“东方
大海”深情相拥。

作为讲述长江的精品绘
本，这本书的文字和画面可谓
相得益彰。90多岁高龄的地质学教授
刘兴诗著作等身、求真务实，将60年
实地考察所见所思，汇成激昂澎湃、
充满诗意的文字，讲述了大视野下的
长江故事，做到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底
蕴的水乳交融；杰出的青年画家李
赞 谦 擅 长 创 作 写 实 风 格 的 艺 术 作
品，她画笔下诞生的气势恢宏的手
绘图，长卷般推进式展现了长江各
河段截然不同的地理与人文风貌，使
母亲河长江的雄浑之力与壮丽之美撼
人心魄。

然而，面对今天的中国儿童，我
们应给他们提供怎样的视角，来认识
这条包罗万象的大河？这是两年前我
刚接手这个选题时，首先思考的一个
问题。当时书名还叫《这里是长江》，
计划做成四本一套的图文书，分为

“江河篇”“名城篇”“人物篇”“古迹
篇”，定位的读者对象是四年级以上青
少年。然而，仔细研读文稿后，我发
现每册只有5000多字。另外，四册的
写作手法也不尽相同，“江河篇”以诗
歌般的抒情为主，保留了作者特有的
风格——富有韵律美、诗意美和家国
情怀，能激发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和审
美想象；而“名城篇”主要以科普为
主，人文性更强；“人物篇”和“古迹
篇”内容较为单薄，单独成书略显勉
强。因此，如果做成四册一套，可能
会有割裂感甚至造成阅读障碍。通过
比较与思考，我逐渐找到了方向，读

者应该需要这样一部作品：由专业科
普作家严谨创作，从长江源头系统梳
理至入海口，将干支流关系清晰讲
述，又能兼顾人文与审美。刘兴诗的
文稿本身已经具备了“骨骼”和“肌
肉”，我要做的就是结合绘图，将这些

“文字干货”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
“江河系统”。与此同时，《长江！长
江！》成了我心中理想的书名。形式大
气磅礴、讲述系统简洁，成了本书编
辑过程中我不断追求的方向。经过对
作品的“改头换面”，这本书最终以现
在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

成书“以小见大，系统梳理长江
文明”，兼顾审美性、收藏性和功能
性。“导览折页”的特别设计，像旅游
地图般生动直观，让读者能够清晰了
解长江干支流的关系，可拿在手中结合
正文同步使用，避免了在庞杂的地理系
统中迷失方向；悉心绘制的“自然人文
手绘大地图”，精选长江流域的珍稀物
种、非遗成果、人文建筑、自然景观等，
信息超级丰富，其中不少内容与“10条
长江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中的推荐相
吻合，是了解长江文明的最强辅助。我
们还邀请了朗诵艺术家录制正文音频，
让读者在艺术家的倾情诵读引领下，徜
徉于母亲河的怀抱。

编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的文
化自信不断得到增强，也希望读者通
过这本书，走近长江、热爱长江、拥
抱长江。

礼赞母亲河长江
□杨文婷

《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
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是宋明炜教授在
中国科幻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合集，精选
其10余年来影响最大的20篇论述，分为
四辑。“创世纪”介绍中国科幻新浪潮兴
起的始末；“科幻诗学空间的开拓”探讨
科幻文学对主流文学范式的突破，阐述中
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考古学与未
来学”考察科幻叙事前世今生的谱系，以
及重写文学史的可能；“中国科幻的广播
时代”则着重论述中国科幻进入国际场域
与影视平台后的荣耀与挑战。

作者首次提出用“新浪潮”来命名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科幻文学最新一次
的复兴，并针对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
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既有理论探讨，又有
文本分析，为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作出了开
拓性贡献。另外，本书从探讨中国科幻新
浪潮的诗学问题出发，进而考察中国科幻
叙事的谱系，尤其是分析了科幻新浪潮作
家对鲁迅的接受，提出重写中国科幻文学
史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本书对科幻文
学这一文类的真实性原则和诗学特征进行
了探讨，认为科幻文学的真实与现实不
同，体现在其依据科学与逻辑构建的文本
世界之中，而科幻文学最根本的诗学特征
是其对于不可见之物的再现，这对于科幻
文学的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借鉴意义。

《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

本》一经出版便收获众多好评，著名科幻
作家韩松、中国现当代文学著名学者王德
威等为其撰写推荐书评，作者宋明炜在

《新京报·书评周刊》 上的长篇访谈，也
被多家媒体转载。宋明炜曾应邀在剑桥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50多所大
学就科幻文学研究作讲座；就中国科幻
小说研究的相关问题，作者也曾接受
BBC、Deutschland Radio、New York

Times 等多家海外媒体专访，并于 2015 年
参加 CCTV 中文国际频道主办的“World
Insight”谈话节目。

目前，《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
文本》一书已实现英语、德语、俄语、韩语的
版权输出，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其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种版权洽谈，日
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已达成初步意向。
凭借宋明炜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研究领域的
代表性学者的身份，以及其研究成果在国
际上已产生的广泛影响，本书的各语种版
本的图书将推动各语种区的学术界对中国
科幻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加强中外学者在
该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其次，本书就科幻与现实的关联以及
科幻文学的诗学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精辟
的理论阐述，其理论建构基于对中国科幻
作品的分析，因此，本书的走出去有助于
加深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科幻小说特点及
发展的了解，并为海外科幻小说研究提供
新的视角。

再者，书中作者认为科幻文学往往涉
及关于人类的重大命题，超越国家和民族
的界限，凸显人类整体面临的危机意识，
因此科幻文学“书写的是人类作为一个命
运共同体的经验”，本书的走出去更有助
于推动海外学界从命运共同体角度研究科
幻文学，是文学研究领域对中国秉持的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呼应。

读懂中国科幻新浪潮
□王学博 冯凌

中医药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铸就了
无数医药科学家，他们以工匠精神创造了
无数的中国之最、世界之最，比如，中国历
史上最早的麻醉药麻沸散，现存最早的药
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最早记载了青蒿抗
疟、天花的流行、狂犬病和结核病的《肘后
备急方》，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针灸铜
人，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新修本
草》，比外科导尿术早了好几百年的葱管导
尿术……这些“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
《大国杏林工匠·中华历代中医药名家》（福
建科学技术出版社）这本书里娓娓道来。

本书考证、挖掘和梳理了中医药发展
历程中具有杰出贡献的70位中医药名家
的生平事迹，并首次成批量地绘制历代中
医药名家“标准像”。这些医家既有与中华
文明相关、创造中医药历史的传说人物黄
帝、神农、岐伯，也有家喻户晓的扁鹊、张仲
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医学人物，还涵盖了
历代中医各家各派中的杰出人物，如法医
宋慈等。70幅人物肖像各成风貌，渊源有
自，由国内80余位著名画家联合绘制，创
作过程极其艰难，每一个人物特征均遵照
特定时代特征与史实基础反复推敲确定，
其间还邀请了医史学家、服饰专家等予以
考证指导，最终才得以较为准确地展现70
位中医药名家的风采。在内容上，从这些
中医药名家的出身背景、从医动机、习医经

历、医疗事迹、代表性医学著作等方面呈现
了他们胸怀苍生、无私奉献、博极医源、精
勤不倦、医者仁心、勇于实践创新的工匠精
神，描绘了一幅中医药文化的灿烂发展史
长卷。在表现形式上，图文并茂，凝练总结
了一批具有中医药特色和深厚底蕴的中医
药典故和传说，力求用简单和朴实的语言、
幽默诙谐的比喻，完整、准确而有趣地展现
他们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及其在历史长河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原了历代中医药名
家的风采，原创性强，科普性和学术性兼
具，文化性和艺术性兼具。

如果将中医药发展史比作漫漫星河，
那么书中那些有杰出贡献的中医药学家们
便是这星河中最璀璨的点点繁星。他们以
工匠精神引领中医药的发展。他们有胸怀
祖国、服务苍生的爱国爱民情怀，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钻研创新精神，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舍生忘己
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
神……他们，是一群值得后人敬仰学习的
大国杏林工匠，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发挥着楷模的作用。在中国中医药发
展历程中历代医家体现出的大医精神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感染、积淀凝聚而成
的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他们的光芒构成
了中医药发展史的璀璨星河。

相信读者能从本书中认识中医药发展
历史，学习科学家精神，激发对中医的热
爱，更深刻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
髓，培育和坚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念，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时该书的出版也
将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增强国
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加快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添砖加瓦。

中医药史漫漫星河中的点点繁星
□林栩

中国首部越野旅行非虚构纪实作
品《越野十年》的作者玉儿，从位于
中国正北方的内蒙古驾车出发，花费
5 个月时间，逆时针穿越我国十几个
边境和沿海省份后，最终返回出发
地——二连浩特市，串联长达 6 万公
里的“可野·环中国边境行”。她将途
中一段段跋涉、追寻与思考的经历，
用随笔和摄影结集成一本名为《环行
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独属
中华大地的地理手账。在其中，我们
可以见到——

一是多姿多彩的环中国自然景
观。作为一个大而美的国家，在这本
书中，“中国”既是内蒙古草原戈壁荒
漠那“拨云见日的壮阔晴空”、新疆喀
纳斯湖的“波光粼粼、倒映万物”、西
藏林芝的“层峦叠嶂、雾气缭绕”与
云南西双版纳“壮观的热带雨林”，
又是福建龙岩的“碧波荡漾和百态山
峦”、浙江普陀山的“禅意与美妙”、
山 东 青 岛 的 “ 白 帆 点 点 、 蔷 薇 低
垂”，更是辽宁丹东那“浩渺泛光”
的鸭绿江、黑龙江哈尔滨“神奇的冰
雪世界”。

二是多元文化的环中国人文风
貌。在西部边境的乌拉斯台，哈萨克族
的婚礼舞会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沉浸在
快乐之中”；被作者称为“通往天堂的临
时驿站”的西藏小城——普兰县，则“给
人心灵休憩的时刻和找寻美的灵感”；
地域特色鲜明的云南临沧，既展示“古
丝绸之路的神秘”，又展现“某种鲜活而
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容貌”。

在东部沿海线的首发站——广州
市，广州塔、中山纪念堂、欧陆风情区、
文澜书院、西关古玩城等景点，展现了
这个城市的“多元化”风貌；而上海市那

“高雅明朗的气息”，吸引人前来游览探
索；中秋节之后的江苏盐城，作者在好
友婚礼的流水宴上饱尝肥美新鲜的螃
蟹；到了天津，则可以选择“吃特色美食
或者逛街”。

来到东北大地，“大冷的天儿”，
辽宁盘锦人却“喜爱这种天寒地冻的
透彻凉意”，在街头巷尾“笑得暖盈盈
的”；在海拉尔的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
地，作者体验到各色冰雪运动；根河
市熬鲁古雅的驯鹿文化博物馆，展现
出“鄂温克人的一生与这片土地有着
不可剥离的情谊”；呼伦贝尔举办的冬

天那达慕大会，摔跤、射箭、骑马、
歌舞，“样样都是高规格”，隆重非常。

三是庄严热情的环中国边防检
查。秉持“边境行本来就是要一寸寸
丈量我们的祖国，一方方见证我们的
领土”的理念，作者在旅途中多次与
边防战士打交道：在额济纳旗的中蒙
边境，边防战士帮她修车，并指引陪
同她到三塘湖中心小学访问；到达“西
北边境第一连”驻地，作者体验边防军
旅生活；在广西百色边检的时候，一名
战士被她的传奇旅行经历所震撼，既敬
佩又羡慕；而在吉林某“禁止通行”的边
境地区，作者遇到了严格的检查，并被
告知“我们也得为你负责”；等等。严肃
认真、为人民服务的边防战士形象跃然
纸上，令人动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撰写
了关于内蒙古段、新疆段、西藏段、
西南边境、东北线路的几篇越野旅行
技术建议，从物资准备、饮食建议、
天气调查、线路规划到尊重风俗、遇
险求援等方面，为那些将要前往中国
边境地区自驾游的海内外读者提供了
切实帮助。

《环行中国》一书，无论是描写环
中国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还是边
防检查，作者在夹叙夹议、详略得当
的行文之间，时不时嵌入一张专业
的、应景的“自拍”照片，直观地展
示了环行中国的本真样貌，阅读体验
可谓赏心悦目。

跟着文字与镜头“环行中国”
□初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