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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手记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习近平
总书记历来重视文明交流互鉴，近
日，他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
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在贺
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我们出版工
作者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
的载体。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
续文化成果的最重要载体，出版承担
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和发展的重
任。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
史。出版自古以来就发挥着人类文明
传播和交流互鉴的作用，各国各民族
图书的传播交流史，也就是人类文明
互鉴史。

从人类丰富的典籍中，我们看到
多样性的世界文明有着重要的共性特
征，构成了人类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

人类对人生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共
同向往和追求是文明互鉴的深厚根
基。由于人类生活地域和历史文化不
同，形成了包罗万象、千差万别的世
界文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让我们的
生活丰富多彩，也增加了文明交流和
相互理解的难度。中国有位学者钱锺
书，曾留学牛津大学，通晓 6 种外
语，对人类文明深有研究。他在《谈
艺录》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
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认为
东西南北乃至全世界的心理，都有它
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既是学术研究
的基础，也使人类文明互鉴成为可
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
国》中论述了理想国的构建，设计展
望了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中国记
载先秦制度的《礼记》描述了“大同
盛世”“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不
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都在追求幸
福，都希望拥有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生活环境，都有
着共同的期盼、相近的追求和一致性

的需求。这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共同基
础，也使得文明互鉴有了必要性和可
行性。

从出版的历史作用看，出版在文
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纵观历史，出版是文明互鉴的重
要方式，促进了不同文明的现代化发
展。唐代中国高僧玄奘到印度学习佛
教文化，带回大量佛经，撰写了记述
亲身经历的《大唐西域记》，促进了
中印文化交流。在1300年后，《大唐
西域记》成为研究中古印度史的重要
文献。印度历史学家阿里曾经这样评
价：“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
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该书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西班牙时曾发
表署名文章，讲到中国和西班牙有悠
久的文化交流史：“明代，西班牙人
庞迪我将西方天文、历法引入中国，
高母羡将儒家著作《明心宝鉴》译成
西班牙语。塞万提斯在作品中多次提
及中国，其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在
中国广为流传。历史表明，尽管相距
遥远，但中西文明交相辉映、相互吸
引，坚持走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道
路。”《明心宝鉴》是中国译介到西方
的第一部典籍，1590年左右由天主
教士高母羡将其译成西班牙文，高母
羡的中西双语本手稿现珍藏于西班牙
国家图书馆。这部400多年前的手稿
2023年在中国影印出版。手稿文前
有一封致西班牙费利佩王储的信，讲
道：“道明会将中华大帝国的第一笔
财富作为贡品献给殿下。中国人看作
真正巨额财富的，不是黄金白银，不
是绫罗绸缎，而是书籍和智慧，还有
品德及其正确的管理制度：他们对此
重视，赞美，以此为荣，有良好教养
之人（不在少数）往往谈及于此。因
此，道明会将译成卡斯蒂利亚语的
《明心宝鉴》献给殿下，它是中国哲
学家诸多格言的汇编，均为德育教

材；力图使人顺应天命，引导其走向
自然之光揭示给我们的尽善尽美。这
是世界从中国语言文字译成其他语言
文字的第一本书。”这部书在400多
年前架起了中西文明互鉴的一座桥
梁，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思想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16世纪就
传入西方。1687年拉丁文版《中国
贤哲孔子》在巴黎出版，孔子及其学
说在法国引起广泛重视。伏尔泰对中
国文化推崇备至，他把元代戏曲《赵
氏孤儿》 改编为“五幕孔子伦理
观”，并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
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学界普遍
认为，儒家思想是法国“自由、平
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
源，对法国文明现代化发展产生过积
极影响。

“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自古
以来就以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借鉴和吸
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马克思的《共
产党宣言》 首个中译本 1920 年问
世，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
翻译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书”，这套丛书收录世界学术史和思
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
开阔了中国几代读者的视野，在文明
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未来发展看，出版将继续在
文明互鉴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中国有丰厚的文化资源，能够给
世界文明互鉴和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
借鉴。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经济、科
技加速融为一体。同时，国际形势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也更加突出，人类面
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出版物作
为一个国家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它
像一位“和平大使”，能够促进国与国
之间的加深了解、相互理解，消除文化
隔阂，达成共识，促进民心相通，从而

保障世界的和平稳定。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20世纪70

年代说，以儒、释、道、汉语为支柱
的中华文化，必将影响全世界，给世
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
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
教大会发布了 《走向全球伦理宣
言》，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与之相同或相似
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道德金律。人类
只要能够守住这个底线，其文明还有
希望，社会秩序能够恢复，还能朝着
好的方面转化。

《礼记·中庸》里说：“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实现这个理
想，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
间能够和谐共存，不同文化传统的国
家、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君子
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世界文明的多
样性。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
间，处理好关系的核心就是关心他
者、尊重差异，坚持“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不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强
加给别人。

这样，我们就能够打破“文明冲
突论”的魔咒，在这个美丽星球上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人类命
运的共同体。

近些年来，中国出版业在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季羡
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创立了

“东方学”，让世界系统深入地了解东
方文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集
全世界馆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出版物
已经陈列到海外上百座图书馆，让世
界了解中华文明。这都是中外合作的
出版成果。下一步，出版业将继续发
挥产业特色、行业优势，为世界文明互
鉴和现代化发展做更多更好的服务。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本文系作者在第三届文明
交流对话互鉴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
会上的发言）

用出版架起文明互鉴的金色之桥
□王利明

两年前，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中国
国家博物馆推出《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
史》，它是一部以红色文物呈现中国共
产党百年成长史的通俗党史读物。该书
是“跟着红色文物学‘四史’”系列的
首本图书。时隔两年，这一系列又添新
作——《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出版。这
成为广西人民社围绕“四史”题材，进
行横向、纵向立体化选题开发的最新出
版成果。

巧妙选取角度邀请权威
专家撰写

近年来，“四史”类主题读物不断
涌现，如何体现心意、如何做出新意，
考验着出版人的出版眼光和选题策划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学好“四
史”，同时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作过
多次重要指示。广西人民社结合这两点
进行深入思考，为“四史”类图书选题
提供了一个探索方向：从红色文物的角
度策划一套“四史”学习教育读物，成
为广西人民社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
策划推出“跟着红色文物学‘四史’”
系列的初衷。

2021 年，恰逢建党百年之际，广
西人民社推出了第一本《红色文物中党
的成长史》，该书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广
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出
版重点选题、“遇见广西好书·2021”主
题出版类好书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也为双方的后续合作打
下了很好的根基。因此，在《红色文物
中的长征》出版过程中，双方沟通非常
顺畅，对于大纲的撰写，主要围绕

“物”和“史”的结合如何能够更顺
畅，前后修改了3次，力求做到长征大
事不漏、长征部队不遗漏、长征精神不
遗漏。

从书名即可看出，《红色文物中的
长征》不是泛泛地讲述长征，而是通过
长征文物串联起整个长征的历史。在作
者团队的选择上，经过双方沟通，最终
确定由馆内拥有策划长征展览经历的江
琳、王海姣、王希3位专家参与写作，
充分运用他们长期在长征文物方面积累
的既有经验和想法。策展人的经历对编

写《红色文物中的长征》这样以文物来
讲述历史的书籍，优势是显而易见
的。“我们选取的文物一定具有典型
性，会考虑文物的内涵、意义、形态
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使用的语言避
免太过学术化，要考虑读者的需求。”
在前不久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举
办的 《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推介会
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该书
作者之一江琳这样说道。

谈到作者团队的选择，解放军军
事科学院研究员、长征史专家陈力这
样称赞道：“作者利用长期在国博工
作、熟悉中国革命史，特别是革命文
物与长征文物的有利条件，依托一件
文物，讲述一段故事，还原一段历
史，从而把长征中的重要节点、主要
战役战斗、重大事件、著名英烈等串
起来，形成相对完整的史实链条，讲
述有血有肉的细节，将一部红军长征
史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以文物为引解读重要事
件和节点

国博有近千件长征文物，曾举办过
数次大型长征展览，但细心的读者会发

现，在近千件长征文物中，《红色文物
中的长征》 却仅仅重点选择了其中的
30 余件。为什么不是越多越好？可以
说，这恰恰体现了 《红色文物中的长
征》创编团队特别的用意，也体现着双
方对于该书有着明确的出版定位。“选
取的文物具有典型性，选取的数量又不
是太多，也不想让读者淹没在大量的历
史信息当中，以点带面是这部书的独特
之处，可以通过一件件‘活起来’的红
色文物，串联起惊天动地的长征壮丽史
诗。”江琳说。

说到具体数量——这 30 余件长征
文物的选择标准或原则是什么？具体是
怎么选出来的？《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责任编辑李亚伟查阅大量资料，与国博
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前期沟通，并在社领
导带领下两赴国博，与馆内专家仔细梳
理长征线路和重大节点，匹配相应文
物，做到每一重大节点都有代表文物，
每一支与长征相关的红军队伍都不遗
漏。经过三易其稿，最终确定 30 个重
大节点，并从国博馆藏近千件长征文物
中匹配流传有序、档案完整、具有感人
故事和精神内涵的特色文物，涵盖地
图、布告、漫画、战斗的武器、军中用
品、货币、歌曲诗篇、学习课本、烈士

手稿等多种类型。
江琳介绍，从史的角度看，主要

有两个，首先是以史的结构为主线，
用文物能够勾勒出长征的重大事件、
整个历程；再有文物选择是尽量兼顾
长征中各个部队，全面展示每个部队
的英勇事迹和英雄风采。从情的角度
看，比如为表现战士的机智英勇选取
飞夺泸定桥时泸定桥上的铁索链、表
现人物爱党爱国精神选取方志敏 《可
爱的中国》 手稿，也有表现红军战士
母子亲情的红军票。

匠心打造融媒体长征主
题读物

好内容还需要好的形式呈现，两个
要素缺一不可。为了让这本书有比较好
的呈现效果，广西人民社特邀曾获

“中国最美的书”、中国出版政府奖装
帧设计奖的设计师操刀打磨整体设
计，为长征文物及整本书打造独特的
呈现形式，封面、辑封、目录等设计
均独具匠心，配上国博馆藏的高清文
物图片，四色全彩印制，舒朗、悦
目，极具视觉美感。

在呈现形式上，如果将《红色文物
中的长征》简单地总结为图文并茂，那
还不够准确。准确地说，它是一部红色
主题的融媒体读物，书中除了精选长征
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物，讲述文物
背后的历史，还配以高清精美图片，书中
配套音频、长征纪录片、长征有声剧等众
多延伸资料，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
后台可获取全书音频，并且还可以观看

《让长征文物活起来》《长征》 等纪录
片，收听《红色文物100》等相关有声
书，帮助读者全方位了解长征历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出版一部以文物为载体、以时间为线
索，让读者看得懂、有故事，做到见
物、见人、见事、见史的长征读物，这
是双方策划和撰写 《红色文物中的长
征》的初衷。”

从策划、组稿、编辑，再精心修
改，反复打磨，《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创编团队用了两年时间，不但让当初
的出版设想落地，而且做到了“掷地
有声”。

《红色文物中的长征》：

两年打磨让设想落地“掷地有声”
□本报记者 范燕莹

《回来：新中国成立
前后的归国科学家们》是
大有书局今年3月出版的
一本新书，书中讲述了
40 位 1940—1958 年间归
国的科学巨匠的爱国之心
与报国之行。自出版发行
以来，该书广受各界关注
与好评，《中国青年报》

《中国日报》《广州日报》
等媒体均进行了报道，并
在世界读书日当天荣登当
当“科学家新书榜”第一
位，而后又入选“京华好书”2023年第二期书单。

等待：因为值得

2021年4月，我们关注到《学习时报》科技前沿
版开设了新的栏目《归国科学家》，聚焦新中国成立
前后毅然归国、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老一辈科技工作
者。该栏目的首篇文章记叙了王大珩为了祖国，放弃
近在咫尺的博士学位，在工厂掌握研制光学玻璃的技
术后毅然回国的事迹。我们读后，深深为王大珩胸怀
祖国、深谋远虑的爱国之心所打动。王大珩作为

“863 计划”的提出者之一，已经为社会大众所熟
知，但是其早前的留学及归国经历，却令人耳目一
新。我们敏锐地察觉到，《归国科学家》栏目要做的
不是泛泛的宣传，而是既生动又有温度的讲述。

这是个好选题！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积极与负责
该栏目的编辑张丹丹取得联系，得知该栏目的编写者
除专业的记者外，还有科学家的学生、同事和家人，
由于这种源自一线的真实，文章避免了生硬刻板，从
而显示出鲜活的魅力。基于报纸这一媒介的特点，稿
件由不同作者创作，一篇一篇地刊发，想要能够成书
的稿件，需要等待。

创新：拒绝照搬

2022年7月，距离初次与《学习时报》编辑部沟
通已过去了一年多，报纸上刊发的稿件也已有 36
篇，我们认为，是时候收稿了。8 月，40 篇原载于

《归国科学家》栏目的人物小传整理成稿。这时，每
篇文章都是独立的，篇与篇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关联。
这样出版未尝不可，但我们还是尝试着为图书理出一
条脉络。

经过讨论，我们选择以科学家归国时间为序串联
起这些故事。从目录上不难看出，1950年与1955—
1956年是海外科学家归国的两个高潮，这背后是国
家实力的提升和艰难的外交谈判。我们试图通过这样
的编排方式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不仅科学家们在为归
国煞费苦心，祖国也从未忘记这些客居异乡的游子，
这是一场跨越重洋心照不宣的双向奔赴。

严谨：一丝不苟

尽管书稿收录的文章都已经在《学习时报》上公
开发表过，我们做起“三审三校”来仍坚持与其他书
稿同样严格的标准。书中写道，彭桓武在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后题写了“集体、集体、集集体，日
新、日新、日日新”，网络上亦可见其他媒体刊发的
文章如此表述。然而，经过核查，我们找到了老先生
题字的图片资料，确认此处应改为“集体，集集体，
日新，日日新”。

目前，写科学家故事的书刊资料很多，核查工作看
似变得容易，实际上对编辑甄别信息的能力要求更高
了，一定要查到切实出处，避免人云亦云、误导读者。

人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对于《回来：新中
国成立前后的归国科学家们》这样的传记类图书，读者
自然会好奇文字背后的主人公到底有着怎样的面容。

原本每篇文章只配有一张科学家小像。相较于文
中情感充沛的文字表达，这样的图片展示显然是略显
逊色的。为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积极为
本书寻求恰当、优质的插图。最终，在 《学习时
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身边朋友的帮助下，我们
获取了20余张科学家工作或生活场景的照片并将其
放入文中，更加鲜活地向读者展现了科学家的形象。

打磨：优中取优

关于书名，我们先后与《学习时报》编辑部经过
了几番讨论，曾想过“大国铸魂”等名称，以此表现
这一批归国科学家对祖国科学事业乃至全社会发展所
作的突出贡献。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回来”作
为主书名。“回来”是科学家漂泊海外时最深切的念
想，也是祖国对异乡游子的殷殷期望；“回来”是科
学家回到一穷二白新中国的艰难跋涉，也是新时代中
国对海外青年科学家发出的声声呼唤。

爱国是科学家精神之魂。为了让读者在拿到书的
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这种磅礴的精神伟力，我们将科
学家们的话节选出来以暗纹的形式放在封底。如王承
书院士说，“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
爱自己的祖国”；钱三强院士说，“光明的中国，让
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封底铺满版面的语录之上，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所讲的“科学无
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是对老一辈科学家爱国精
神的高度总结。一句句简短有力的肺腑之言，一段段
浩气长存的报国之行，直抵人心，催人奋进。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余国琮、张兴钤、李
桓英 3 位科学家先后去世；图书即将加印时，获得

“七一勋章”的陆元九也因病逝世。亲手补充上4位
大师生卒年的时候，我们悲痛感伤之余，更感到出
版此书时间之紧迫、责任之重大——有幸在历史的
长河中与这些科学家同行，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及时
讲好其迎难而进、生动感人的故事，将科学家精神
传播得更加广远。

（作者单位：大有书局）

深感使命在肩
唯有精益求精
□李瑞琪 王佳伟



















































■出版背后

在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红色文物中的长征》作者代表江琳（台上
左二）正在畅谈《红色文物中的长征》出版背后的故事。

广西人民出版社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