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牢中国魂 唱响新时代》系列有声
读物由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自主策划创
作，旨在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
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突出反映时代新气
象、讴歌人民新创造，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光明前景。2023年12月，第一辑已正式出
版，包括25部作品。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勋章致敬楷
模。专辑收录了阐述《共产党宣言》对科学
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的《〈共产党宣言〉与
新时代》，讲述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为
国家、为人民拼搏奉献事迹的《勋章：党和
人民不会忘记》，讲好楷模故事、弘扬楷模
精神的《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
再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成长之路的

《一个女孩朝前走》等作品。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专辑收录了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
些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的《超级计算机——挑战运算速度极限》

《港珠澳大桥——世界桥梁工程的伟大奇
迹》《量子通信——世界信息科技的前沿阵
地》等作品。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专辑收录
了真实呈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发生巨变的

《文化乡村》《教育乡村》《有机乡村》《有根
乡村》《生态乡村》等作品。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专辑收
录了给孩子们讲革命史、英雄事迹的《狼牙
山五壮士：太行悲歌》《刘胡兰：生的伟大死
的光荣》《王二小：抗日少年英雄》等作品。

为适应读者多元阅读习惯，出版社还
提供了包括 U 盘、网络、二维码在内的立
体化传播载体，使作品能够满足不同群体
的精神文化需求。

《铸牢中国魂 唱响新时代》系列有声读物：

为人民放歌，唱响时代主旋律
□张兴兴 刘杨

塞罕坝，蒙汉合璧语，意为“美
丽的高岭”。

这里曾是清代皇家猎苑，被称为
“木兰围场”。

这里也曾风沙蔽日，草木凋零。
1962 年 ， 369 名 创 业 者 肩 负 使

命，踏进荒原，开始了改造荒漠的艰
苦征程。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三代务
林人驰而不息、久久为功，造就了

“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变
为百万亩林海的人间奇迹，向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即将出版的
纪录片《美丽的高岭塞罕坝》，以生态
文明建设的大主题为底色，以塞罕坝
机械林场建设历程为时间轴，分为

《造林》《护林》《兴林》3集。通过讲
述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历程，从第一
代塞罕坝务林人奔赴荒漠、艰苦创
业，到第二、三代务林人在防火、防
病虫害等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守护来
之不易的造林成果，再到新一代务林
人在森林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作的贡
献，各个主题环环相扣、循序渐进，
清晰阐述了塞罕坝的前世今生，表达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塞
罕坝精神时代内涵的生动诠释，更展
现了塞罕坝在“二次创业”新征程上
谱写的壮丽篇章。

该片以史为鉴、抚今追昔，用充
分的史实资料高度还原了塞罕坝的前
世今生。开篇通过对 《木兰秋狝图》
的后期处理，展现清朝木兰围场时期
的水草丰美、鸟兽群集，再到过度采
伐导致的风沙蔽日、草木凋零。纪录
片还充分利用塞罕坝机械林场留存的
珍贵资料，略显粗粝的画面记录一代
务林人最真实、最真切的过往。整部

纪录片通过纪实性拍摄手法和白描叙
事方式，结合大量事迹材料，结合人
物迥异的生活经历、工作岗位、性格
特点，通过对细节的挖掘和整理，赋
予每集、每个人物不同的情感基调，
高度再现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故事
情景，能迅速为观者带去内心深处的
共鸣。

该片从画面的构图、色彩的运
用，到音乐的配合，每一个细节都经
过精心打磨。摄影师用镜头捕捉了大
自然的壮美与细腻，展现了塞罕坝四
季更替的神奇景象。精良的制作不仅
体现在视觉效果上，还体现在严谨的
历史考证和生态知识的呈现上。通过
这部纪录片，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美丽
的自然风光，还能深入了解塞罕坝的
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

塞罕坝精神在这部纪录片里贯穿
始终。这部纪录片不仅深入讲述了塞
罕坝的历史与现状，更能让观众在心
灵深处得到深刻的洗礼和启迪。

纪录片《美丽的高岭塞罕坝》：

生动诠释塞罕坝精神时代内涵
□王芸炜 张丛丛

《识古泽今——传世书法墨迹里的中
国文脉》是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倾力打造
的书法主题类融媒体出版物。作品集图、
文、声、像于一体，探寻中国书法文化内
涵，首创书家传承脉络、书体演进与流变
等内容，是一部实用有趣的作品。它能让
赵孟頫“遇见”王羲之，能带我们探寻汉
字演变终点为何是楷书，运用当代科技美
学彰显中国书法文化内涵。

该作品分为历代书韵、千秋文脉、
万世云章三部分。恢宏精美的历史长卷
徐徐展开了中国的书法墨迹史；浩渺深
邃的星空宇宙链接了各朝各代的书家传
承脉络；贯通古今的云章博物馆以篆、

隶、草、行、楷 5 个舞台“收藏”了历
代传世墨迹，并向读者介绍了墨迹作品
中的人文精神、历史文化，填补了书法
研究的空白，立体化彰显中国文脉。

融合出版的方式能深入挖掘、生动展
现传世书法墨迹里的中国文脉，运用科技
手段打造出的奔流不息的笔墨文脉在浩瀚
星空、波光水影间呈现出一派生机，找到
中华文明何以穿凿千年、贯通古今，何以
在历史发展中从未消弭，反呈勃勃生机的
答案。

不论是收藏观赏，还是通识了解，抑或
进行文化探讨，这部作品都能带给你意想
不到的“阅读”体验。

《识古泽今——传世书法墨迹里的中国文脉》：

贯通古今，弘扬书法文化
□张兴兴 李业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出版导向，深入实施精品战略，围绕资源优势，打造原创特色板

块，积极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出版工作全面提升，逐步形成了出版优势板块和品牌特色，出版

了一批精品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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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受出版
社之邀，编者编选了“人生文
丛”（花城出版社），共计 20
种。1991年恰逢第四届全国书
市在广州举办，这套丛书成了场
上的“骄子”，被评为“十大畅
销书”之一。此后一段时间，该
书一版再版，受欢迎的程度超出
预想。其时，坊间腾起一股“散
文热”。如果“人生文丛”算不
上引燃物的话，至少它提供的

“柴薪”是增添了不少热量的。
“五四”开启了一个时代，

星汉灿烂，人才辈出。新文学第
一代作家坚实的创作实践，奠定
了“艺术为人生”的原则，影响
至为深远。“人生文丛”乃从

“五四”后30年间，遴选具有代

表性的 20 位作家的非虚构作
品，也即我们惯称的散文，除了
一般的叙事之作，还包括演讲
稿，以及带有隐私性质的日记、
书信等。这些文字，烙上作者各

自的人生印记，不同的思想和艺
术个性，真诚、真实、真切。

文丛初版时，编者分别使用
了一个虚拟的“何氏家族”成员
的代名。此次重版，恢复了编者
的本名。

由于版权变易，初版时的林
语堂、巴金已为丁玲、萧红所代
替。单从人生富含的文化价值
看，后者的意蕴恐怕更深。同样
出于版权关系，未予收入张爱
玲，这是比较遗憾的。

新版“人生文丛”，对胡
适、郭沫若、冰心、丰子恺等作
家各有篇幅不等的增订。其实，
编者总是期望选本能够尽善尽
美，以贡献于广大读者之前，虽
然自知这是很艰难的事。

“人生文丛”

借由文学思考人生
□林贤治

“热贡艺术及传承人·唐卡”
丛书（学苑出版社）被评为“第
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
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

这套丛书是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丛书一套 8 册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斗尕口
述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西合
道口述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更登达吉口述史》《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娘本口述史》，汉文版、
藏文版各一册），每册 20 万字
左 右 ， 含 240 幅 左 右 精 品 唐
卡、唐卡技艺步骤分析图、实
景图等。

图书在设计装帧方面较有
巧思：总体以绛红、藏青二色
为主，彰显藏族文化特色；软
脊精装，细节上则配以压纹图
案（藏族和睦四瑞图）、烫金烫
黑、书脊夹五色彩带、切口形
成五色晶体状条纹图案；辅之
以正文所用特种纸如唐卡布面
的颗粒感。整体设计既有神
圣、庄重、内敛之底蕴，又
有 吉 祥 寓 意 ， 更 不 失 灵 动 ，
与图书内容相得益彰。正因
如此，这套丛书顺利入围第
十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
（社科类）。

项目从策划、设计、整理
到撰写、翻译、出版，用时长
达 8 年。丛书首批选择热贡健
在的当时已经入选“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的 4 位唐卡艺人斗
尕、西合道、更登达吉、娘本
为对象，进行访谈及田野调
查，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运
用静态图像、动态影音及文本
整理等手段，试图对他们的成
长背景、学艺过程、艺术造
诣、技艺心得、传承理念进行

追踪、记录、分析，深入挖掘
热贡唐卡蕴含的核心思想理
念、优秀传统美德、独特民族
精神，梳理热贡艺术鲜活的发
展历史，力图全方位、立体真
实呈现热贡艺术的原生态文化
生命价值。

发端于 13 世纪的热贡艺
术，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艺术流
派，主要分布在青海省黄南藏
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流域的
吾屯、年都乎、郭麻日、尕沙
日等村落，包括唐卡、壁画、
堆绣、雕塑等佛教造型艺术。
热贡艺术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
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信仰藏
传佛教的各族僧俗群众所喜
爱。它承载着热贡文化的历史
发展脉络，是相关社区广大民
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热贡唐卡则是热贡艺术中最具
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热贡唐卡有着悠久的历史，
相传起源于吐蕃时代，从其历史
文化渊源上看，热贡唐卡是随着
藏传佛教的传播而兴起的。唐卡
是佛教信仰的重要表达和修行的
特别方式，是藏族文化积淀的产
物，体现着藏族文化独特的民族
特性与生命关怀，被称为“藏文
化的百科全书”。作者通过田野

调查过程中与老艺人的深入交
流，获取研究阐释热贡唐卡的
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
向的第一手资料，深刻挖掘并
阐明热贡唐卡蕴含的核心思想
理念、优秀传统美德、独特民
族精神，有助于坚实民族文化
软实力。

热贡唐卡艺术以藏文化为
主体，也受到汉族文化等其他
文化的影响，是多种文化交流
融合、和谐共生的结果。从历
代的汉、藏文史料对热贡地区
的记载与描述，依稀可以追溯
热贡艺人分布居住村庄的先民
来源是多元的，有从互助、民
和三川等地迁徙而来的土族先
民，也有一部分是明初从河州
卫到同仁地区的屯军的后代，
反映出显著的文化多样性的特
点。热贡唐卡是热贡地区独特
的文化生态环境所孕育的重要
精神和物质财富。同时，它也
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民族
艺术的瑰宝。

作为汉文、藏文对应的非
遗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梳理了
热贡唐卡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交
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对考
察共同文化价值和共同体意识
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热贡艺术及传承人·唐卡”丛书

在唐卡艺人口述史中
探寻热贡艺术的文化之源
□徐志琴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加快，老年人恒牙患龋率和缺牙
未修复的比例高，牙周病多发，
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不容乐观。世
界卫生组织（WHO）关于牙齿健
康的标准：80岁的老人至少应
有20颗功能牙 （能够正常咀嚼
食 物 ， 不 松 动 的 牙）， 即

“8020”。每年9月20是全国爱牙
日，中华口腔医学会在2013年
的全国爱牙日提出“健康口腔

幸福家庭”的主题和“关爱老人
修复失牙”的副主题，在2023年
的全国爱牙日又提出“口腔健
康 全身健康”的主题和“关爱老
年口腔 乐享健康生活”的副主
题。因此，让老年人拥有健康的
牙齿享受美好生活，是我们口腔
医务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

由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的专家组成《老年人口腔健康
100问》（东南大学出版社） 编
委团队，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
了老年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
包括龋病、牙齿缺损、牙周病、
口腔黏膜病、牙外伤等内容。

此外，该科普书还详细介绍
了老年人关心的牙齿修复、种植

等问题。该书内容紧密贴合老年
人的口腔健康知识需求，图文并
茂，条理清晰。同时编委团队还
录制了20多个视频，详细讲解
了常见口腔问题的发生情况及治
疗手段，内容通俗易懂，既有助
于老年人正确认识常见的口腔问
题，也有助于老年人正确就医，
为提高老年人的口腔健康起到很
好的帮助作用。

《老年人口腔健康 100 问》
已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
得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
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项目的
大力支持，同时也入选了2023
年度江苏科普创作出版扶持计划
资助项目。

《老年人口腔健康100问》

助老年人正确认识口腔问题
□吴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