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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关于古诗词的图书种类繁
多，而古诗词与长城的结合无疑是个稍
显冷门的选题。“羌笛何须怨杨柳，春
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在一些耳熟能详的诗
句里，长城往往是沉重的、冷硬的意
象。《古诗词里的长城》（中国地图出版
社）一书打破了这一印象，让我们看到
更为多样的长城风景。这些风景里有
人，有长城，也有恣意挥洒的复杂情
感，古人对长城投射的痛苦、希望和欢
欣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丰富。

书中并未按照朝代来编选诗歌，而
是以著名关隘的空间分布为线索，编
选从山海关到玉门关16座著名关隘历
代的相关经典古诗词，自然地呈现出
历史事件在诗词里留下的痕迹和情感
的流动。

在这些古诗词里，我们可以品味到
雁门关飞雪的苍茫、故关春花的绚烂、
萧关落日的宏阔、玉门关的荒远、凉州
所承载的盛唐气象……

长城之诗，寄思绪，书怆然。早在
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就这般书写雁
门关，“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
纷纷”，一片大雪纷飞、荒凉而萧索的
景象。清代诗人屈大均的代表作《长亭
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写的则
是雁门关大雪压城、冻云弥漫的真实冬
夜，“记烧烛，雁门高处，积雪封城，
冻云迷路。添尽香煤，紫貂相拥夜深
语。苦寒如许！”苦与寒不只是自然环
境，更是心灵的映照。

亦寓闲适，展和乐。每年春季北京

山花烂漫时，“开往春天的列车”将居
庸关花海和长城尽收眼底，是令人向往
的旅行体验。其实，这美景早被古人写
进了诗里，我们通过诗歌可以想象出当
时的景象和诗人们轻松闲适的心态。

“西风忽送潇潇雨，满路槐花出故关。”
清代诗人王士祯的《雨中度故关》一诗
并不出名，但其展现的悠然画面和心态
别有一番诗情画意。在这幅画面中，一
阵风带来了细雨，打落了满地的槐花，
在花香与和风细雨中，诗人一路悠闲地
走出了故关。同样给人愉悦之感的还有
北宋名臣韩琦的《过故关》，“春入并州
路，群芳夹故关”。当他来到这春花浪
漫的关隘，见到的是“时平民自适，白
首乐农闲”这幅和平安宁的景象。

更有代表美好的“花”与代表悲伤
凄苦的“雪”同时出现的场景。当这两
种极致碰撞在一起，也就是清朝学者沈

德潜所评价的“奇绝语”：清朝诗人徐
兰的《出居庸关》里的“马后桃花马前
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马后是旖旎的
大好春光、平凡的流水人家，马前是皑
皑未融的积雪、颠沛流离的战场生活，
这一后一前鲜明强烈的对比，极端地聚
焦在居庸关这个小小的关隘上，碰撞出

“言有尽，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电影《长安三万里》让我们看到

长安的繁盛与衰落，而位于边塞地区
的凉州在唐代也十分繁华，这座边城
的兴衰也借由诗词完整地被勾勒出
来。“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
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
琶。”岑参的诗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
夜集》 描述了盛唐时凉州人口众多、
民族融合的景象，月光、城头、琵琶
这些意象写出了凉州城作为繁华大都
市的一面和边塞城市寒凉清寂的一
面，极具地域特色。到中晚唐，在诗
人李益书写的《边思》、王建的《凉州
行》里，繁荣的凉州城完全成了另一
幅景象：“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
开旧道。”“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和
陇右地区陷落，凉州被吐蕃占领，四
周黄沙弥漫，一片荒凉，往日熙来攘
往通往西域的古道就此阻隔不再通
行。世事变迁，令人唏嘘感叹。

《古诗词里的长城》精选的诗词不
仅具有文学性，也具有故事性。品读诗
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茫茫天地
间一座座长城关隘上历史洪流与诗人个
人情感的交织，诗词中至真至诚的情感
穿越了时空，至今仍打动人心。

古诗词里的长城风景
□喻乐

护牙健齿少年强，健康中国民族
兴。《牙齿立体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
社）是一本由出版社原创自主开发的融
媒体立体玩具书，专为3—6岁的孩子
设计，用孩子喜欢的讲故事的形式，配
合立体纸艺和有趣的互动机关，将专
业的牙齿科普知识融入字里行间，配
以本社自主研发平台 （乐龄听书） 的
专业“护牙小课堂”，让家长和孩子看
得懂、听得会，引导孩子爱牙护牙，健
康成长。

创意十足的形式。可怕的细菌、美
丽的牙仙子、吃饱了就呼呼大睡的小牙
齿、穿上盔甲的六龄齿、浑身包扎的小
乳牙……书里的手绘画面童趣盎然，连
每一颗牙齿都有自己的专属“表情
包”，让人忍俊不禁。除了温暖的画面
和故事，书里最大的亮点要属巧妙的纸
艺。既设计了富有巧思的小机关 （翻
翻、推拉、旋转、折叠等），又将牙齿
科普教育知识融入问答之中。一方面可
以让孩子增加代入感，沉浸式学习科普
知识；另一方面家长又可以启发式教导
孩子爱牙护牙的小知识。在这位特别的

“牙齿医生”的帮助下，孩子们沉浸式
体验“牙齿家族的聚会”，对牙齿那些
事儿更加了解、熟悉，自然而然就从

“刷牙困难户”变成了“护牙小卫士”。

专业实用的内容。除了生动有趣的
形式，书里的内容也可谓“干货”满
满。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在引导孩子
养成良好的护牙习惯时，首先要保证自
己“输出”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事实
上，即便是家长，在护牙观念和方式上
也有许多误区。“用力点，不然刷不干
净”“用拉锯式的横向刷牙法更加省
力”……针对这些家长也拿不准的问
题，我们邀请了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专家
作为本书作者，她们用自己专业的知识
和丰富的牙医经验，创作了这样一本让
家长放心、孩子爱读的健康科普立体
书。书里分享了近100条爱牙护牙“秘
籍”，其中涵盖了基础的萌牙知识、常
需的护牙常识、有效的刷牙方法等，一

本书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掌握一些牙齿
健康知识，助力孩子从小培养爱牙的意
识，养成护牙的好习惯。

互融共融的知识。为了让家长和孩
子更加全面科学地掌握爱牙护牙知识，
我们整合自身优势，利用出版社专家库
资源，精心遴选专家，录制了20节儿
童护牙音频课堂，如乳牙有什么作用，
牙齿会生哪些病，不吃糖也会有蛀牙吗
等。在“乐龄听书”上架，音频随书附
赠，扫码即可亲子共听，以媒介赋能科
普，有效互动互融，广泛传播共融。此
外，我们还在抖音、小红书、豆瓣、公众号
等平台，做了知识分享和科普宣传，收获
了很多老师和家长的好评。作为一本非
常有趣和有教育意义的科普立体书，
《牙齿立体书》一方面有权威的信息来
源，尊重科学的严谨性；一方面有专业
的呈现方式，让科普知识有效传播。

健康中国，人人有责。牙齿健康关
系人体健康和生命质量。作为陪伴我们
一生的好伙伴，爱牙护牙就更应该从孩
子抓起。一本《牙齿立体书》，传播口
腔科学理念，普及牙齿健康知识；一段
亲子共听，让父母以身作则，大手拉小
手，开启护牙课堂；一次趣味阅读，让
孩子告别“哎呀”、爱上刷牙，拥有健
康的口腔、强壮的体魄。

健康成长从“齿”开始
□高清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
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
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
事业的青少年群体。今年5月，教育
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明
确提出通过3至5年努力，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各项措施
全面落地。

基础教育阶段是“孵化”学生科
学精神、创新素质的决定性阶段。做
好小学科学教育的加法，不仅要培养
小学生阅读科学书籍的兴趣和良好习
惯，还要有动手探究、实验、设计和
制作的兴趣和能力，也就是动手和动
脑同时开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费曼从小到大保持着对自然的好奇，
对整个世界所有事物全方位的好奇，
以及不受约束、追求自由、热爱动手
实践的本性，引导他后来成为著名的
科学家。

《万物里的科学》丛书（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把小朋友的视野和思
维，或者引向广阔的太空，或者专注身
边的昆虫，有四季轮回的科学，也有水
的生活与生命，既有人类身体的奇妙探

寻，也有动植物的奇异生命……一个个
小故事叠加起来，呈现给小朋友的是丰
富神奇的大千世界，但是又不失小朋友
的视角和奇奇怪怪的有趣想法。还有每
个小故事后，一个可以动手的机会，或
者做有趣的验证实验，或者制作模型，探
究其中的奥秘、体会其中的道理。帮助
我们的小朋友，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
动手，既知道科学知识，还知道科学知识
怎么来的、科学何用、如何用科学思维方
式解决问题，实现知识应用、科学探究、
实践创新等能力的全面发展。

当然，科学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探索
的世界，本套书给孩子的是吸引、是引

导，把他们带进科学的殿堂。但真正能
让孩子成长的，还是父母的陪伴，老师
的启发，所以，我也真心地希望，父母
和老师能一起来陪伴孩子阅读。对于小
学科学教师来说，这套丛书也是很好的
参考书，借着本书阅读，可以帮助设计
更有趣的活动，激发孩子更多的好奇和
问题。

外研社的书，除了翻译质量好，还
有就是保留原文，书中词汇标有英文，
故事也是双语阅读，相信“科学+语
言”的组合，能让小朋友在有趣的科学
中不知不觉提升了英语语言学习的机会
和效果，为增强国际视野做好坚实的语
言基础，也是儿童时期双语开发大脑的
好媒介。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在
科技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
活福祉的今天，从娃娃抓起，将激发青
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增强科
学兴趣和创新意识作为素质教育重要内
容，把弘扬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全过
程，促使更多人热爱科学、崇尚科学，
定能让全民科学素质再上台阶，培育出
更多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
究事业的创新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
蓄积更充足的底气。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抓住阅读思考关键
□于晓雅

长期以来，科学出版社高度重视科普
出版工作，支持鼓励所有编辑参与科普出
版，不少编辑综合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
以科学人文分社为代表的出版部门，长期
坚持策划出版科普图书，以原创为主、成
人科普为主、科学家科普为主，形成了我
社科普出版的鲜明特色。

同时，我们积极参与科普阅读推广工
作。相对于科普阅读，我们更倾向于称之
为“科学阅读”，我社科普图书传播活动很
早开始就以“打开科学阅读之门”为主
题。我们深知，科学阅读是全民阅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
重要基础，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出版社如
何积极参与科学阅读推广工作，并尝试
性做了一些努力：

夯实内容品质基础。优质内容是进
行科学阅读推广的基础，我们高度重视建
设一流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致力于推
动高质量的原创科普和科学家科普，倡导
将科技与历史、哲学、艺术、社会等融合的
新科普，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和可读性，吸
引读者深入阅读，并带给读者更多启发和
思考。丰富阅读体验形式。我社是最早
实施创新转型战略的出版单位之一，重视
数字化阅读服务创新，建设了“科学文库”
等数字化阅读平台，还在图书中尝试附加
视频、AR 等内容，增强互动阅读体验。
参与公益阅读推广。积极与相关部门合
作，通过赠书、建设社区智能书柜等形式，
将科普图书直接送到读者手中，为青少年
和社区居民参与科学阅读提供方便。组
织线上线下图书发布、科普讲座。带着科
普图书参与各类活动，激发读者科学阅读
的兴趣。积极做好媒体传播。我社积极
利用社内外各类平台推广科学图书，与读
者互动，了解需求和反馈，引导读者更加
深入有效地进行科学阅读。控制定价助
力传播。我社还很注重科普图书定价控
制，希望通过更优惠的价格让更多读者有
机会体验科学阅读。积极报奖借力传
播。我社非常注重科普图书的社会效益，
积极申报各类奖项，获奖项目往往可以得
到更好的传播，让更多读者从中受益。参
与科普能力建设。我们积极支持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参与相关单位组织的科普培
训、组织承办科普创作培训班、广泛参加
各单位科普创作交流活动等，帮助科技工
作者更好地理解科学传播，从而更好地引
导社会公众的科学阅读。

对于我国科学阅读推广工作，我们有
如下建议：

将科学阅读融入教育工作。目前，我
国大中小学课堂教学形式还有较大改进
空间，建议将课前阅读和课上讨论作为重

要抓手，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考和
探究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科
学阅读习惯。

加强科学阅读相关研究。我们需要
结合我国教育及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
环境，充分研究当前有助于大众科学阅读
习惯养成的各种因素，才能采取更有效的
措施予以改进。无论是国家相关管理部
门、科学传播研究机构，还是大中小学校、
出版单位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研究，为
进一步推动全民科学阅读提供更多建议。

加强科史哲的普及教育。科技史、科
技哲学及科技伦理等交叉学科内容，是促
进科学阅读的重要材料，建议大中小学校
都配备师资，增加这些学科内容的课时，
这将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和阅读习惯的
养成。

加大优秀作品的传播力度。多年来，
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了多个面向不同群体
的优秀科普图书评选活动。建议将主要
奖项的历年优秀科普图书纳入各级重要
目录，让好书真正发挥作用。

加强科学图书书评人和推广人的培
养。相对于网络评论信息的爆发式增
长，我们还应该系统规划培养一批科学
图书评论人和推广人，形成足够的覆盖
面，营造人人参与科学阅读的氛围，对
于引导全民科学阅读和深入思考，是非
常有意义的。

加强公共图书馆的转型升级。公共
图书馆应该在科学阅读推广工作中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场馆现代化升级、
加强场馆人气的同时，可以牵头建设城
市科学阅读网点，组织分类分级书单，
结合读者数据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
务，等等。

总之，出版社在推动科学阅读习惯养
成方面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但真
正实现全民科学阅读习惯的提升，还是需
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长期努力。

（作者系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
社长）

打开科学阅读之门
□侯俊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科学普及和科学素质建设，一系
列有力推动科普工作的政策措施相继出
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
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
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
体。作为一名从事科普出版工作多年的编
辑，深感使命担当、责任重大，当以加倍的
热忱投入到科普图书的策划出版、科普阅
读的推广工作中去。

用心做好选题设计，让读
者动脑动手动心

近年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了“青少年科学素养文库”“《科学美国人》
精选系列”“点点看大百科”“万物里的科
学”等一系列优质科普图书，荣获了“科技
部全国优秀科普作品”“首都科普好书”

“中国版权最佳内容创作奖”等多个奖项，
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
结起来，我们的出版物总是努力遵循以下
原则。第一，知识体系清晰、权威准确，培
养孩子的科学思维，让孩子乐于动脑。我
们邀请吴新智院士等当代科学家为青少
年量身定制“青少年科学素养文库”，紧扣
黑洞、人类起源、癌症攻克等热点话题，透
视科学家的研究历程、思维方法、情感命
运。第二，用兴趣启迪智慧，精心设计探
究活动，让孩子善于动手。在大型少儿科
普系列“万物里的科学”中，每本读物的最
后都配有一个趣味探究活动，形式丰富多
样。在激发兴趣的同时，帮助孩子深入理
解科学原理，提升观察、实验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孩子们亲身体验科学，在探究过
程中不断增强科学研究的信心，实现知识
应用、科学探究、实践创新等能力的全面
发展。第三，数字赋能、情感注入，点
燃孩子科普阅读的热情，让孩子真正动
心、爱上科学。“点点看大百科”系列随
书附赠免费APP，孩子们在平面阅读的
同时，打开APP，对准页面，就可以观
看精彩短视频。这些精心选配的小视频

是纸本内容的有益拓展和补充，以服务
阅读、激发兴趣为出发点，体现了信息
技术与文本内容的完美融合。而“动物
成长故事”系列则是基于真实动物世界
和1000余幅珍贵野生动物照片，用丰富
的情感讲述动物们的生存故事。这些注
入情感的故事蕴含着最鲜活的自然知
识，渗透着情商和生命教育，贴近孩子
的心理特点，让孩子不知不觉走进自
然、爱上科学。

用心做好科普阅读推广，
让阅读陪伴孩子们成长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阅读推广活动。针对“动物成长故
事”，我们开展了科普故事老师征集活动，
全国各地近300位老师积极参与，分享了
他们录制的高质量讲播视频，展示了他们
在科普故事讲授方面的独特天赋。通过老
师们声情并茂的讲解，萌趣的小动物们走
进了大朋友小朋友的内心，小读者们真切
地感受到动物世界的温暖与美好。我们常
年开设伴读营，邀请专家指导阅读，鼓励
小读者做阅读分享，留下阅读的足迹。我
们走进科普场馆、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技
周，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分享活动。这些
活动，让编辑近距离与读者接触，也让读
者真切感受到科普阅读的温度。

（作者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合
出版分社科学编辑部主任）

让科普阅读更有温度
□刘晓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