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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飞出地球的星际旅行到遥远神秘
的黑洞，从引发科学界震荡的引力波到决
定宇宙命运的暗能量，从一颗小小的陨石
到点燃璀璨星空的恒星，《星征程：聆听宇
宙的解答》一书不仅讲述了丰富的天文学
和宇宙学知识，而且展现了中国天文学家

们的科研精神和丰硕成果，为读者打开了
通往神秘宇宙和浩瀚星空的大门。

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这是
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天文科普书，由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持，作者均为卓
有成就的天文学家与中国天文界的中
坚力量。书中内容广阔而前沿，带领读
者遨游宇宙，领略各类天体及其活动，
全面了解天文学的最新进展。你一定会
对这些天文学家的人文情怀、理想和浪
漫产生共鸣。

朱进（北京天文馆研究员、《天文爱
好者》杂志主编）：天文学家在探寻宇宙
中一个个未解之谜的同时，也在努力

把其中的迷人场景呈现给大家。本书
用简洁明了的话语讲述了众多天文知
识，以及科学家是如何探索宇宙的。让
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开始浩瀚宇宙
的发现之旅吧。

李菂（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天文学
既古老又现代：古埃及的数学家对天体
位置和运动做出了解释；自17世纪伽利
略把望远镜指向天空以来，探测技术和
理性思维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宇宙观；进
入 21 世纪后，已有 10 余位科学家凭借
10 项天文学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
奖。跳瞰寰宇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必由之
路。本书集合了我国一线的天文学家，用

通俗的语言介绍了一个“现代”的宇宙。
李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科学数据责
任科学家）：本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出自
一线科学家的手笔，保证了内容的真实
性、深度和前沿性。如果你对宇宙、星
辰、黑洞等天文知识有兴趣，本书将会
是你探索宇宙的有益指南。这不仅是一
本天文科普图册，也是一次跨越星河的
探险之旅。你将与众多科学家一同体验
宇宙的深邃和广阔，聆听宇宙的解答。

《星征程：聆听宇宙的解答》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通往神秘宇宙和浩瀚星空

时光流逝，岁月不再，能传播祖先
们遗存的文化艺术，我感到特别兴奋和
骄傲。弘扬千年敦煌艺术，也是我父亲
一生的意愿。

敦煌艺术以生动的形式反映世代
民众的生活轨迹，留下了各种人物形
象、生活习俗、自然生态及时代风
貌，值得专题研究和整理开发。其特
有的艺术形式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敦煌艺术元素，更是我们学习研究
当代艺术与生活应用的源泉。例如，
历代壁画、彩塑上的装饰图案把整个
石窟的佛传艺术装点得精彩绝伦，形
成了不同时代的特色，也具象地记载
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形成、变化和

发展历程。
20 世纪 40 年代，我们全家去了敦

煌，在父亲的安排下，我在莫高窟临摹
壁画、学习、生活，打开了对古代艺术
理解的思路，练就了我创作的“童子
功”。50年代在北京又受到梁思成、林
徽因的指导，我开始将敦煌图案融入我
的创作、设计及教学工作，并且把莫
高窟历代装饰纹样分类，归纳出图案
设计应用的规律及特色系统。在参加
各类装饰设计和教学时，我继承上一
代人对敦煌艺术保护传承的使命，一
天都不敢懈怠！

我父亲那一辈人，用青春岁月守
护着敦煌，我尽我的能力将他们保
护、研究的珍贵传统遗产，以实践应
用、教学等方式承前启后地传播下
去。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
史，是我们今天开展文化传播的重要
材料，我希望在新时代能有更多年轻
人重新去认识世界重要的文明资产，
了解自己国家珍贵文化的历史，并且用
当代方式继承发展下去。

提到敦煌艺术的历史文脉，我便不
由得缅怀起父亲常书鸿。20世纪30年
代，他与祖国西部的敦煌千佛洞结下了
不解之缘。当我年岁渐长，更加了解父
亲的不易，就更加敬重并深刻理解我的
父亲：他有知的眼光，有超越常人的
毅力，为国家、为文化的发展贡献了
终身。父亲于1927年至1936年留学法
国，学西洋绘画，先后在里昂美术专
科学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油
画，成绩非常优秀。他以中国留学生
身份在巴黎获得多个第一名奖项，短
短时间就在法国取得了不凡的艺术地
位，是当时中国留法艺术家中受人羡
慕的一位。

1936 年，父亲先受聘回到北平艺
术专科学校任教，但是回国不久，抗日
战争越发激烈。1937 年母亲又带我回
国，我们全家一路跟随艺专迁校，逃难
到重庆。在逃难期间，父亲还念念不忘
敦煌，计划要到敦煌去认识祖国的文化
历史。梁思成、徐悲鸿、吕斯百等老友
都鼓励他去。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

成立，我父亲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
长。从此我的家庭、父母、我和弟弟，
我们一家人都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发生了讲不完的人生故事！

回顾这一生，我忘不了父亲与林徽
因先生对我的教导。莫高窟练就了我画
画的“童子功”，林徽因先生鼓励我以
敦煌图案走向设计之路，父亲与林徽因
先生是我在艺术、设计、教育事业上重
要的引路人。

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只要活
在敦煌艺术的氛围中，心里永远有个老
父亲，我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老。我更
希望可以把握住时间，带领年轻人一起
发展弘扬敦煌艺术。我深信敦煌文化艺
术的文脉将世代相传，老一代艺术家们
一定可以看见敦煌艺术后继有人。愿敦
煌文化艺术花开遍地！

《永远的敦煌：常书鸿 常沙娜敦煌
艺术珍藏集》

常沙娜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月出版

愿敦煌文化艺术花开遍地
□常沙娜

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张去火星的单
程票，你愿意去吗？你会怎么回答？反
正我会去。就像那句大家讲过无数次的
话，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天性。

大约从2017年开始，我逐渐关注火
星，从NASA网站上寻找火星的照片。这
些人类已经获得的火星影像深深地吸引
着我，让我感到距离那个世界越来越近，
甚至要钻进照片之中。

火星上有风，风吹起的沙尘会翻
滚在空气中，漫天赤黄的粉尘与赤黄
的火面一起仿佛令人回到了混沌初开
的世界。

都说“3 亿人上冰雪”，可你们谁
滑过干冰？来火星尝试一下吧。可以在
北极冰盖体验高山速降，也可以在科罗
廖夫坑中尽情花滑。

乌托邦，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
社会，梦想中的乐园。乌托邦平原是火
星上最大的平原。2021 年，中国人派
往火星的使者来到了乌托邦平原，让我
们有机会近距离去查勘这个梦中乐园。
看着祝融号发回来的照片，看着那个既
陌生又真实的场景，你有没有一种要在
火壤上留下一串新鲜脚印的冲动？

人类为什么要去火星？这是这两年
很多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除了好奇

心，真的有什么科学价值吗？去火星能
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其实，我也说不
太清。但是，我可以先讲一讲我所理解
的科学是什么。你如果去查百度，会有
一长串文字解释什么是科学。我的理解
却很简单，科学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个
世界，进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活下去。

2000 年，我有幸采访了中国科学
院原副院长严东生院士，当年他已经
82 岁。我问他正在研究什么课题，他
告诉我，正在研究到 2050 年的时候，
中国会有多少人口，每年要吃掉多少粮
食，怎么能让粮食够吃，他在思考我
80 岁时吃什么的问题。这就是科学
家！这就是科学！

我在《飞向月球》第二部的结尾用
了一段对欧阳自远院士的采访。欧阳院
士是这样说的：“我们做月球 （研究），

再进一步做火星 （研究），再进一步向
太阳系的星辰大海挺进。我们要了解我
们整个生存的环境，研究其如何更适应
我们未来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是所有
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为了我们能
生活得更美好，这是我们追求的。使人
类社会能够永远地、持续地、健康地、
幸福地发展，这也是科学的使命。”

回答前面的那个问题，人类为什么
要去火星？其实，人类可能在今后的发
展中，有一天会不得不离开地球，不得
不搬去火星。所以，为了那一天能够从
容不迫，今天的我们要飞跃上亿公里，
去说一声：“你好！火星。”

《你好！火星》
王立欢 编著
青岛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激励更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王立欢

夜，读，这两个字在一起，让人想
到灯，想到书，想到忙碌喧闹之后终于
静下来的气氛，想到独处中渴望与文字
交流的心情，于是，夜读，就有了画面
感，有了意境。

我与 《夜读》 有超过 10 年的缘
分。那是 2013 年的一天，在中央电视
台新闻中心，遇到编辑李伟。他说：

“敬大姐，帮我们录首诗啊？”我问：
“在哪儿用啊？”他说：“在央视新闻
《夜读》。”我那时不太明白，这是怎样
一个平台，只知道，是个新媒体节目。
那时，传统“电视人”看新媒体的目

光，有点儿像当年资深“广播人”看新起
的“电视人”。走进录音间，李伟把话筒
挪开，把手机放在我面前。“啊？用手机
录啊？”“可以的，我们就是用手机录。”

“能行吗？你们新媒体真任性！”于是，有
了我与《夜读》的第一次合作。那次，我
没有录诗，我带去朱伟先生的书《微读节
气》，读了其中的一段。在《夜读》里推出
时，一听，还行，并没有我担心的“业余”
味道。我在电台、电视台的话筒前工作
了30多年，一直觉得在话筒前说话是个
挺郑重的事儿，没想到，手机瞬间就把
话筒替代了。

过了一个节气，李伟又来了：“再读
一段呗！”于是，一个一个节气读下来，后
来我终于学会自己用手机录音，读完了
朱伟的，读宋英杰的，又读申赋渔的……
惊蛰、小满、霜降、冬至，一年又一年，读
了10年。这10年，每半个月，我读一次节
气，不疾不徐，绵绵不断，这个节奏对我
来说正好，我享受着夜读中的春夏秋冬，

体会着二十四节气里的智慧，吸收着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营养，分享着静夜
里的柔光。

《夜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后
来听说，李伟被更年轻的编辑们叫作“伟
叔”了，新媒体涌入了一拨拨年轻人，《夜
读》也是年轻人在操持着。我们之间都是
手机交流，没怎么见过面，我把录音发给
他们，那只是简单的素材，然而当作品推
出时，有文有图，有声有色，从他们的编
辑作品中，从作品的格调中，我猜想，他
们是文青气质的，若璐她们这些女生，该
是白衣长发那种吧？

媒体生产出的新闻作品，很多是易
碎的，硬的内容，快的时效，当时再有影
响，过后，影响也会衰减。而在央视新闻
这样的平台上，《夜读》的很多作品是有
恒久生命力的。同样的内容，出现在新闻
节目里，多半是平实硬朗的风格，而出现
在《夜读》里，往往更有温度、更柔软、更
细腻。比如，我在主持《感动中国》时遇到

的年度人物，也会出现在《夜读》里，不同
角度的呈现，让樊锦诗、张桂梅、郎平的
形象在我心里更加立体丰满。

《夜读》 是文艺的，也是生活的，
在那些美文里，能感受到地气，能摸到
脉搏。小屏大视野，有风雨，有彩虹，
有欣喜，有迷茫，读出各种感受的时
候，会有一种彼此懂得的会意。这感
觉，有点儿像年轻时看《读者》。

在 《夜读》 10 年之际，我们看到
碎片结集成书。这书，让我看到传播的
链条：曾从纸页上精选的文字，转换了
方式，在新媒体上传播，再由新媒体回
到纸上。介质变了，而内容的选择依然
体现着编者的价值观，依然透露着编者
的审美倾向。把这书放在案头枕边，让
书香伴着生活。

《央视新闻〈夜读〉精选文集》
央视新闻 编著
金城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享受夜读中的春夏秋冬
□敬一丹

■书事

作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
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点
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童书榜、月度绘
本榜、月度科普书榜，为读者推荐近
期精品新书。各榜单与“优秀畅销书
排行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希望
能为读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的图
书推荐，敬请关注。

好书品读月度书榜（2024年1月）

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研究院 主编

中华文化根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齐勇

春节简史：每个中国人的节日
之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张志春

永远的敦煌：常书鸿 常沙娜
敦煌艺术珍藏集

中信出版集团
常沙娜 编著

百年考古大发现
浙江文艺出版社
《考古公开课》栏目组

东北故事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迟子建

汤一介 乐黛云：人生三书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汤一介 乐黛云

花灯调
作家出版社
刘庆邦

最慢的是活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乔叶

燕东园左邻右舍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徐泓

好书品读月度童书榜（2024年1月）

三步上篮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海栖

风啊吹向我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肖复兴

“刘醒龙地理笔记”系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醒龙

月光蟋蟀
新蕾出版社
赵丽宏

大鸟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彭学军

了不起的中国航天
人民邮电出版社
谢更新 著 童阅乐 绘

大漠神箭飞天记
大象出版社
马京生 王建蒙

在春风里成长：书写改革开放中
的人生故事

少年儿童出版社
李朝全 主编

会发光的声音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赵菱

阅读是最美的礼物：0—6 岁
亲子阅读指南

接力出版社
赵霞 方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