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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评

我们走出了校园，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见识了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

球上的许多飞鸟，特别是白鹤。没错，白鹤只有四千多只，它们需要我们，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常常被这一物种强大的生命能量，被它们的古老、智慧

和优雅所打动，并从中汲取到向善和前行的力量。善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让

每个生命都能找到休养生息的处所，是一项美好的事业，我们因为加入其中并

做了一点点儿小事而深感荣幸和自豪！

周蔷能想象两三天后，上百只、上千只大鸟朝这边涌来，几乎要将头顶上

的这片天空铺满。落在藕田后，把喙深深地扎进泥里，尽情地享用为它们准备

好的“宴席”，然后，舒展身姿，嬉戏、追逐、舞蹈、打斗，鸣叫声一叠高过

一叠，直达天际。而在此之前，上万里夜以继日的飞行，没人知道它们都经历

了什么，又有多少大鸟没能回到冬天的家……周蔷蓦地一阵感动，眼泪夺眶而

出，她只好一直仰着头，让风把泪水慢慢吹干……

——摘自《大鸟》

穿越千年的历史尘
埃，我们仿佛看到了那座
繁华昌盛的都市——长
安。她是中国古代的荣光，
是唐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
族辉煌历史的见证。《绘长
安》（清华大学出版社）一
书，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
想象力，带领我们去探寻唐人的真实生活。

这本书分为盛世、装束、珍馐、闲居、游乐、节
庆、乐舞7个板块，通过300张精美的插画，再现了
1400年前的人间日常。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千里而来
的异族商旅，衣香鬓影的亭亭丽人，辛勤质朴的手工
艺人，翩若游龙的胡旋舞者……作者运用文物研究、
史料考证、绘画复原等手法，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
消逝的辉煌时代。

再现唐人真实生活

作为中国最北方的省会城市，哈
尔滨被人们称为“东方的莫斯科”，
这源于历史赋予它特别的城市风貌；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冰城，这
源于它冬天的寒冷与美丽。最近这
两年，大家纷纷重拾对旅行的热
情，哈尔滨也因此成为热门旅行目
的地城市——尤其在冬天。在对冰
城探访的过程中，大家经常在各个
热门景点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精灵不
期而遇，它就是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
的淘学企鹅。每当冬天来临，它那认
真而又充满喜感的打卡之旅就会在网
络上收割一波流量，这也让它成了不
折不扣的“网红”。

如今这个网红形象成为《跟着淘
学企鹅游冰城》（黑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一书的主角，读者可以跟着淘
学企鹅欣赏哈尔滨的著名景点，并可
以简单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和人
文风情。

在这本绘本中，淘学企鹅被委
以导游的庄严使命，带领读者从自
己的家——哈尔滨极地公园出发，
一次性饱览哈尔滨的主要景点：我
们一同跨过公路大桥来到松花江南
岸，进入道里区，沿着美丽的松花
江到达充满欧陆风情的中央大街，
再到达索菲亚教堂。离开索菲亚教
堂后，通过霁虹桥去往南岗区，路
过犹如来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的哈尔滨火车站，然后走上大直
街，参观“国之重器专业户”——
哈尔滨工业大学，打卡旧时外国领
事馆和教堂，再前往充满烟火气的
道外区，漫游将西方审美和东方民
俗和谐融为一体的中华巴洛克建筑
群，然后回到松花江北岸，在欣赏
过哈尔滨大剧院和与哈尔滨人有着
深厚羁绊的太阳岛后，结束这次美
妙的旅程。在途中，这位独特的导

游介绍了冰城的经典景点和建筑的
历史，还有广大市民的生活场景，
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哈尔滨的自然之
美、建筑之美、人文之美，轻松的
叙述中饱含着历史的厚重，也能让
读者感受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对
今天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

有别于市面上的多数同类出版
物，《跟着淘学企鹅游冰城》 的手
绘插图画风优雅又不失律动感。作
为哈尔滨本地的创作者，孙嘉驹对
家乡怀有深沉的热爱。多年来，他
一直专注于创作与哈尔滨有关的插
画，几乎画遍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
巷和风土人情，先后出版了多本
旅游地图、明信片、创意笔记本及
手绘书。

与 孙 嘉 驹 以 往 面 世 的 作 品 不
同，《跟着淘学企鹅游冰城》的读者
对象主要是正处于认知形成阶段的
小朋友，所以在文字上既要准确地
对插画进行描述，又要充满童趣。
因此，这本书中看似简洁的文字，
实际上需要作者下一番苦功。在仔

细翻阅过之后，你可以发现，即使
没有作为主体的插画，该书也会令
你不自觉地产生画面感。从该书的
结构上，你也可以窥见一些作者和
编辑的巧思，通过淘学企鹅的行进
路线，生活在哈尔滨的人会发现，
这条路线囊括了这座城市最重要、
最具文化内涵的景点，并且也最大
限度地节省了时间和里程，外地游
客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入门级的
哈尔滨旅行指南，并以此为切入
点，开启更有深度的游览。总之，

《跟着淘学企鹅游冰城》的诞生过程
饱含着爱，翻开它的读者，也一定
能感受到爱。

翻开 《跟着淘学企鹅游冰城》，
就像打开一扇看见哈尔滨的窗户，
通过这扇窗户，我们能看到这座城
市的两面，一面是积厚流光的沉
淀，一面是喷薄而出的活力。在书
页上，淘学企鹅也已经从一个被广
大网友喜爱的网红，升格为一座城
市的旅游符号、一个历史和文化的
传播者。

跟随网红企鹅游哈尔滨
□张喆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有
独特而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养育了
全流域四亿多人口，孕育了光辉灿烂
的长江文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成就
了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的资源带、经
济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系统梳
理长江流域河湖自然资源状况，水
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相关单位
开展 《长江河湖大典》（长江出版
社） 的编撰工作，经过数十位专家
共同努力，历时 6 年完成了这套大
典的编撰。《长江河湖大典》是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系统梳理长江
流域河湖资源的图书，对助力长江
大保护，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齐全、数据翔实是《长江河
湖大典》的特色之一。长江水系庞
大，其支流和湖泊以及水库构成了我
国最大水系，这套大典系统梳理了长
江流域的河湖资源，包括《长江河流
大典》《长江湖泊大典》《长江水库大
典》，以条目体的形式融进全国水利
普查的最新数据，汇入长江流域河湖
综合规划的最新思路及治理开发保
护、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最新成果，全
面系统反映长江流域河湖自然概貌及
治理开发保护利用情况。《长江河流
大典》 汇集了长江及其 4840 条支流
的基本信息，囊括流域面积大于100
平方千米的全部山丘区河流 4727
条，重要的平原水网区河流和人工运
河113条，有长江及1040条支流水系
的列条释文、附表、插图和照片。

《长江湖泊大典》在按湖泊水面面积
大小分类的基础上，再以流域的上、
中、下游河段顺序编排，其中小
（1） 型以上湖泊配有地理位置示意
图，客观、准确而翔实地记述长江流
域主要湖泊的历史变迁和现状。《长

江水库大典》 则以介绍水库工程为
主，兼顾与水库关系密切的水电站、
灌区等工程情况。

贯通古今、阐释精到是《长江河
湖大典》的特色之二。自古以来，我
国劳动人民在治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河
流湖泊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
许多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仅功在
当代，而且福泽后世。《长江河湖大
典》在介绍河湖以及水库自然状况的
同时，也阐述其治理保护和开发利用
情况，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进
程中的作用。长江流域水利建设历史
悠久，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
古代先民创建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
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将成都平原开
发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
府之国，对当地的经济繁荣发挥着重
要作用。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峡水库具
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的综合效
益，从“自古川江不夜航”到“高峡
出平湖”，三峡工程蓄水后，不仅改
善了湖北宜昌至重庆之间的川江航道
通航条件，还改写了长江这条世界第

三大河流的水运发展史；三峡电站不
仅代替传统火力发电而产生巨大的
环境效益，减少由有害气体排放而
引起的酸雨危害，而且其地理位置
适中，规模巨大，在西电东输中发
挥支撑作用，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
重要贡献。

图文并茂、媒体融合是《长江河
湖大典》的特色之三。《长江河湖大
典》在书前配上精美的彩页，展现出
流域湖泊之优美、流域城市之繁华、
水利枢纽工程之宏伟，让人身临其
境，爽心悦目，好像是跟着书本去旅
行，感受到长江的雄浑气势。在介绍
重要河流、湖泊和水库时，书中还配
有二维码，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
维码，更直观、高效、立体地阅读，
从传统单一的纸质出版模式向多样化
的数字出版方式呈现，给读者以全新
的阅读体验。

总之，《长江河湖大典》是一部以
实事求是为原则，内容丰富、资料准
确、科学权威、使用方便的工具书，也
是献给长江的一份庄严致敬礼。

系统梳理长江流域河湖资源
□许泽涛

彭学军的作品，极富美学辨识
度。彭学军从湘西走来，如诗如梦的
湘西风情和童年经验，让她创作出

《你是我的妹》《腰门》 这样精致典
雅的诗性少女成长小说。前几年，
彭学军又从她的第二故乡江西走来，
创作出《森林中的小火车》《浮桥边
的汤木》《戴面具的海》《建座瓷窑送
给你》，以“男孩不哭”组合，彰显
男孩成长的阳刚之气，内涵和气象更
加广阔，也展现了她更为多样化的艺
术表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彭学军又适
时推出这部书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和新农村建设的《大鸟》（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从童年经验书写
转向时代的重大题材主题，依旧保
持一贯的高品质创作水准，让人为之
惊喜。

一个新时代的大湖和大鸟的故
事。自古以来，鄱阳湖就有着优良的
自然环境，在江西、长江流域乃至全
国生态格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
位。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鄱阳湖
的面积不断萎缩。近些年，江西持续
加强鄱阳湖的生态保护，取得了非常
积极的效果。这是政府层面的一个战
略政策，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基层人
民，他们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野生
动物保护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
挥了什么作用或者受到了什么影响，
一般鲜有人关注。其实随着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增加，不得不面对一个问
题，就是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人与

野生动物要如何和谐共处。
《大鸟》的故事主要聚焦人与大

湖大鸟的关系来展开。故事主人公周
蔷放弃原有的高薪工作和优渥生活，
只身一人来到鄱阳湖畔芦州村，为白
鹤创建安全越冬环境。对于她而言，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她在保护地球
上一个古老的极危物种，但是当地村
民一开始可能没办法理解这种理想主
义情怀。候鸟来越冬，会破坏他们的
粮食，影响他们的生活。故事后来，
在周蔷和相关环保部门、民间环保力
量的不断努力下，从政策支持、文旅
规划、乡村振兴等多方面入手，终于
建成了芦州白鹤保护小区，这个村庄
也被打造成了一个观鸟景区，村民建
绿色农庄、开饭店，成为景区工作人
员，人与大湖大鸟实现了和谐共生。
这些年鄱阳湖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取
得了卓越成绩，被誉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从这个层面来讲，《大鸟》可以
说是从小切口窥探大背景，反映了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兼顾人民利
益，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建设，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思
辨性和人文情怀。

一个新时代的大湖少年的故事。
少年成长是彭学军擅长的领域。《大
鸟》有两条成长线，一条是几个少年
的成长，另一条是对应的小白鹤的成
长。两条成长线交相辉映。其中，这
几个少年的形象和成长刻画得格外
丰满立体、细腻鲜活。尤其是大湖
少年——蒿子，他第一次出现就特别
讨人喜欢。面对第一次见面的周蔷，
生性内敛的他竟然毫不设防，热心地
帮她干活。但自从他遇上周蔷，从周
蔷那里了解到白鹤这一古老物种的伟
大与不易，并且从保护白鹤的点滴
中，他深切体悟到生命的可贵和意
义。他给爸爸侃侃而谈白鹤如何飞越
5300 多米来到鄱阳越冬，全世界只
剩下不到4000只白鹤，所以必须保护
它们。蒿子的成长，也感染到了他的
父亲。还有江韬和肖永哲，他们是城

里的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江
韬甚至差点抑郁。加入白鹤保护队伍
后，他们见识了更广阔的生命世界，培
养了看待世界、拥抱生活的乐观姿态
和力量。

这就是我们需要培养的新时代少
年，他们勇于走出书斋、走进自然，
他们善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他们是
有知识有理想的时代新人。

一个用生辉妙笔书写的新时代的
故事。《大鸟》延续了彭学军一贯的
从容、雅致、轻盈、简约的叙事风
格，彭学军用自己的生辉妙笔，书写
了一个新时代的湖乡巨变的故事。荷
花、稻田、大湖、少年、白鹤，橙红
蓝绿的意象，编织成一幅幅生动的江
南乡村的山水画。不同于传统文学作
品更多书写对乡村消逝的眷恋和感
伤，《大鸟》呈现的是一种新时代乡
村生活图景，人物也好，对话也好，
生动鲜活，地道淳朴，涌动着一股向
上的力量。比如那个牛粪妈，说话噼
里啪啦，做事泼辣利索，就是乡村那
种典型的吃苦耐劳又热情坚韧的妇女
形象。出场不多的杨师傅，寥寥几
笔，几段对话，一个苦心养家但总有
诸多不顺的中年男人跃然纸上，从开
始的苦大仇深到后面的羞涩温厚，着
墨不多，但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

《大鸟》完成了一种新的现代化的乡
村故事写法，提升了主题儿童文学的
可读性、艺术性和审美意蕴。

长期以来，关于鄱阳湖的文艺作
品不太多，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彭
学军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做了大量严
密细致的资料搜集和采风工作，书里
除了有丰富的关于鄱阳湖的人文历
史、地域风俗描绘，还有很多关于白
鹤孕育、生活、迁徙的知识，是一部
极好的关于自然、关于白鹤、关于鄱
阳湖、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普及
读物。愿大湖大鸟名扬四海。

湖清天蓝新少年
□海飞

《四时雅韵：古画中的岁时
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是
一本跨学科的普及类读物，包含
艺术、历史、民俗、自然、社
会、文学等多学科知识。全书涉
及的古画多达数百件，尽可能优
先选择来源于海内外权威博物
馆、美术馆的代表性作品，并尽
可能兼顾更为丰富的流派、画
家。作者范昕试图打通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匠人画、文
人画，甚至壁画、年画、画像砖等门类，山水、花
鸟、人物各科以及工笔、写意、水墨、没骨、白描、
界画等技法，找寻并放大不同画风作品背后的图像学
意义与社会历史价值，将它们“混搭”成一部古画中
的“岁时记”，将岁月娓娓道来，从中亦可窥见中国
传统绘画以意境取胜的独到表现力。

古画中的光阴故事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绵长而厚
重，在其上万年的历史积淀中，
不仅包含了造型精美的饮食器
具、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以及浩
如烟海的典籍制度，还由此孕育
衍化出一系列影响中华文明发展
进程的哲学观念、政治智慧和科
学思想。《宴飨万年：文物中的
中华饮食文化史》（广西人民出
版社）一书通过“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系统阐释中国古代饮食的发展变迁与
文化内涵，引导广大读者细细品味“民以食为天”的
中国味道，深刻感知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生趣。

全书精选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的百余件文物，从
“食材”“烹饪”“器具”“礼仪”“艺术”“人物”等多
个角度阐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将传世文献、典型文
物、封泥简牍、画像砖石、壁画帛画等多种素材融于
一体，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读者还原一幅幅鲜活而生
动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图景。

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图景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
霹雳弦惊。”这些脍炙人口、中
小学生耳熟能详的词作，都出自
我国南宋时期英雄豪杰式的人物
辛弃疾笔下。《辛弃疾新传》（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作者辛更儒以
时间为线索，结合历史环境和时
局背景，亲身考察辛弃疾经行轨
迹，深入剖析相关史料，解读存
世诗文作品，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深入还原了辛弃
疾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在生平线索之外，该书特别注重词作线索。作者
夹叙夹议，在叙述生平事迹的同时对其内情进行评
点，穿插辛弃疾的经典作品细致鉴赏，去触摸辛弃疾
的喜怒哀乐，带领读者体悟辛弃疾的卓越才华、深邃
思想和心路历程，以窥宋史的幽深一角。

还原辛弃疾传奇人生

化学看似与我们毫无关系，
其实并非如此，化学与我们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
如果没有人体的化学反应，我们
人类就不可能存活。化学工程
师、“文津图书奖”获得者孙亚飞
在《你一生的化学反应》（天津
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书中，用自
己专业的化学知识，为我们揭开
了化学神秘的面纱，让我们知道
化学是如何与人体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可以说，
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一次次的化学反应，
比如，呼吸、睁眼、说话、走路、饮食、工作、旅
行，甚至包括恋爱、思考、生育、衰老……这本书不
仅能让你感受到化学的独特魅力，还能帮你利用化学
思维解决生活中的常见问题。

揭开化学神秘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