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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

■荐书

■众评

深海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战
略新疆域，也是除了南极、北极、珠峰以
外的“第四极”。在千米乃至万米的巨厚
水层下，既拥有人类未知的丰富资源，又
是生命的摇篮，也是远离人类社会的一
片净土，环境极端复杂，其探知和呵护高
度依赖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要实现深
海进入、深海探测和深海开发，必须大力
发展深海高新技术。在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以及微纳新材料技术快速发展

的今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一定
能够探索出深海保护开发的新领域、新
赛道，也必将塑造出深海活动发展的新
动能、新优势。

海洋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尤其是
对深海的认知，高度依赖深海探测科学
技术的发展。今天，利用深海探测装备，
人类可以到达万米海底深渊进行实地观
察研究，可以获得全球大洋乃至极地周
边海域任一角落的水面水下的样品和数
据，可以随时侦听几千公里以外深海大
洋的脉动，可以近距离观察那些远离人
类，或在幽暗海底，或在陡峭海山崖壁
上，或在喷涌的热液周边舞动的精灵，可
以大范围感知海水的冷热酸，还可以完
成搜寻、打捞、救援等任务。但是，人类
对深海大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为了更
深刻地认识深海、开发和保护深海，我们

仍然要大力发展深海探测技术，认真钻
研深海探测技术背后的科学知识。

本书以普及深海探测科学知识为目
的，系统地梳理了国际上近半个世纪以
来的深海探测科技成果，从深海科学考
察船、载人潜水器、无人遥控潜水器、无
人自主潜水器、水下滑翔机、海底观测网
等当前重大深海装备发展历程及其涉及
的科学原理和关键技术到具体应用实
例，图文并茂地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
本书共9章内容：第1章介绍了深海特征
及其资源环境意义；第2章概括介绍了
水面、水下重大深海探测装备的类别和
技术特征；第3章介绍了载人潜水器的
发展历程、前沿科学技术，并对我国“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应用成果进行了简
要介绍；第4—6章分别介绍了无人遥控
潜水器、无人自主潜水器和水下滑翔机

的发展历程、工作原理和关键技术，并给
出了探测应用的实例；第7章介绍了水
下仿生机器人及其基础科学知识和关键
技术；第8章介绍了深海探测的通用前
沿技术；第9章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海底
观测网及其科学应用方向。

本书是作者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深
海探测领域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编撰而成。深海探测科技十分活
跃，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刷新，涉及
学科众多、技术繁杂，作者的认识还
十分浅显，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总师讲国之重器的科学：图说深海
探测的科学》

丁忠军 赵庆新 等 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探测神奇海底世界
□丁忠军

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独特的民族
精神和民族特质，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或
缺的精神食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走向强大的软
实力，学习、继承和弘扬几千年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

我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从
宏观入手，阅读参考传承至今的“二十五
史”，也可以阅读史学家写的一些历史著
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微观入手，
认识、了解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包括考

古发掘出的文物），通过它们代表的不同
文明来具体了解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面貌。齐吉祥先生的这本《一词
一世界》，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入手，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我说这本
书知识性很强的原因。

当我们走进各个历史主题博物馆
时，映入眼帘的基本都是几千年来老祖
宗留下的各种宝贝，但有不少文物我们
既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功
用，更不用说如何从它们身上了解历史
故事了。齐先生这本书由一篇一篇字
词科普知识小品文组成，每篇文章都给
我们生动地讲述了该字词及相关文物的
故事。

读这本书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学
习了古今一些有趣的语言知识。对于一
种新出现的事物或社会现象，人们要认
识它就会给它定一个名称，以便相互交
流，这个名称就会成为我们语言中的一

个新词。但社会是发展的，历史上产生
的事物或社会现象是会发展变化的，其
名称的含义自然也会发生变化。齐先生
讲的古代的事物或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命
名的情况，也是我们母语中这类词的来
源，如“模范”“巾帼”“城市”等，它们的含
义和用法也随社会发展产生各种变化，
以致造成了古今差异。

从这些发展变化中，我们知道了词
义发展变化的模式和规律。这是社会的
进步，也是语言的发展演变。齐先生讲
解这些变化等于给我们讲了一次关于

“汉语词语发展历史”的课，让我们对语
言中的词义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
解。为什么“权衡”成了“掂量”的近义
词，“模范”成了今天学习的榜样，“矛盾”
成了哲学中事物对立统一的概念？过去
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词的来源和变化。
现在，这本书就能让我们了解这些词的
含义，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用读者喜
闻乐见的讲故事的形式把字词知识讲解
出来，易被读者接受，进而受到读者欢
迎。齐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文物的研究
和讲解工作，还常常在电视节目中为大
家讲解文物知识。他用自己的方式，将
大众感到深奥难懂的历史知识绘声绘色
地讲解出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的写法虽然引人入胜，但如果
没有丰厚充实的内容，就会显得苍白无
力。齐先生在讲述中旁征博引，体现了他
深厚的知识底蕴，这不仅拓宽了读者的
认知，也给本书增添了亮点。本书最大的
优点是把旁征博引的知识同全篇核心内
容有机结合，并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让
读者不仅记忆深刻，还会兴趣盎然。

《全景看中华文明：一词一世界》
齐吉祥 著
新蕾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隐藏在词语里的文化史
□李行健

熟悉小河丁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
个十分内向的人。这种内向表现在生活
中，透着一股不谙世事的拙朴，然而融
到文字里，却显示出安静的力量。有文
学相伴，丁丁是幸福的，他因此而拥有
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世界。

认识丁丁，主要通过他的文字。我
曾说过，在文学的世界和丁丁的童年相
遇，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在他的作品
里，总有一个名叫丁丁的孩子，他敏感
天真，孤独行走在童年的世界，内心带
着些许倔强与侠气，涌动着自由生长的
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我与丁丁只见过
一两面。神奇的是，见面后再读他的作
品，故事里那个叫丁丁的孩子与作家丁

丁的形象就开始交叠在我的脑中，再也
难以分割了。

王安忆曾在创作谈中提出，作家的
创作在保持自我真实性之后，需要面对
一个自我提高的问题。她认为，“真实
的自我”与“提高的自我”之间，应当
有一个理性的、审美的、批判的距离，
而要达成这样的距离，一方面是对自我
真实的体察，另一方面是对身外的世界
与人性作广博了解与研究。在我看来，
丁丁就是一个有着充分的自我提高意识
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希望通过不间断写
作超越“真实的自我”，在“我”之外
创造更多的“我们”，从而开掘出愈加
广阔的文学风景。近年来，他不仅开始
跳脱故乡西峒以及童年丁丁的视角，而
且在创作中融入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内
涵，由此寻找到一条打开作品艺术空间
的有效路径。小说《丹青街》可以说是
丁丁从童年故乡转身之后完成的一部重
要作品，体现了他在一个新的题材领域
所展开的积极探索。

《丹青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短篇

小说《听蛙》。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
一次读《听蛙》时的惊喜感觉，画工王
满归被艺术灵感击中的刹那间偶得，以
及为涤荡心胸而万里壮游的决心，着实
让人心动。我以为，这个故事是丁丁创
作心境的某种折射，作品虽没有以儿
童视角来表现，却包含了与少年成长
相呼应的内在节奏与文化品性。当时
我就在心里设想，假如作者以丹青为
题材写一部专属于少年儿童的长篇小
说，一定很值得期待。我把心里的想
法说给丁丁听，没想到他马上行动，在
进行了充分创作准备之后，专注并高效
地写出了初稿。写完以后，他发现作品
离儿童的趣味有一些距离，又花了更多
的时间去修改完善，重新调整叙事视角
和主题立意，希望能够更多地靠近儿童
的心理需求。

重读作品，我再次被丁丁所创设的
童年世界所吸引，并且体会到了一种既
陌生又熟悉的阅读感觉。小说里的这条
丹青街，地处广东江门，就是丁丁现在
的居住地。虽然远离了故乡西峒，但作

家在字里行间传递出的节奏与格调，以
及其中所融入的生活情态与童年气息，
还是那样让人感到安宁并且心生欢喜。
只是，在地域转换之后，丁丁将丹青街
的日常生活与艺术世界放置在了不一样
的文化场域里，让作品增添了独特的岭
南风味与艺术气息。在这个孩子与大人
共同参与的丹青故事中，丁丁充分调动
了他的艺术经验，他通过丹青王与得
意轩的复杂交集来表现匠与艺的矛盾
冲突以及碰撞融合，以儿童的视角和
文学的方式触及艺术创作的核心命
题，引人回味并深思。蓬莱七子的吟
诗作赋、挥毫泼墨，爷爷离世前的神
来之笔，王一顺终于跳出“老三样”
获得自己想画的画，满归和舜华两个
孩子身上不时闪现的天然灵性……在
诸多人物与情节之中，无不寄寓着作
家对艺术创作的理想和希冀。

《丹青街》
小河丁丁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笔墨丹青绘童年
□钱淑英

《草木志》是作家老藤创作的一部
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

小说聚焦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山乡巨
变，刻画了一批生动立体的典型人物，
描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全景式时代画
卷，以小切口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我国乡

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和成就，以墟里村
前后的变化展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
活、共建美丽家园的愿望和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精神风貌。整部作品人物立体，情节生
动，具有浓郁的东北边陲地域特色，在
深厚的乡土文学传统中探求艺术新质、
更新叙事经验。

贺绍俊（文学评论家）：老藤创新
地将植物与人类相结合，这种新颖的联
系，为人与植物的关系赋予了全新的视
角，构建了一种新的观察乡村世界的方
式。作品通过人与植物的互动，深入探
讨了乡村社会的本质，挖掘出乡村主题

中蕴含的深刻内涵。
王国平（文学评论家）：老藤心思

缜密，作品语言优雅，细节扎实，随
着故事、人物关系的展开，一幅生动
的饱含人间烟火气息的东北画卷徐徐
展开。《草木志》在作者的笔端是一部
乡村巨变史，更是一部人物成长史，
喇叭匠邵震天面对挫折永远积极向
上，驻村干部“我”在下沉工作中历
经艰难，不断成长、蜕变，方、石后
人由不睦到相亲……作者老藤描写细
腻，纤毫毕现，每一笔都映射出了作者
沉甸甸的情感。

宋嵩（文学评论家）：《草木志》将

关注的目光投向乡村振兴，通过一个驻
村干部的视角，反映了黑龙江畔、古驿
路上一个名叫墟里的村庄通过化解家族
矛盾，重新凝聚人心，既克服了被合村
并屯的危机，又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打
下坚实基础的过程。尤其是对东北地域
风情的观照和民间传说故事等方面的聚
焦，以及对地方特有的生态环境、生态
文化的深入了解与把握，使《草木志》
呈现出一种风格独具的地域美学。

《草木志》
老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与草木为友 讲美好生活

作为读周刊微信公众号，好书品读重
点打造月度书榜、月度科普书榜、月度童书
榜、月度绘本榜，为读者推荐近期精品新
书。“好书品读月度书榜”“好书品读月度科
普书榜”“好书品读月度童书榜”“好书品读
月度绘本榜”与“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互为
补充，希望能为读者带来全方位、各具特色
的图书推荐。

好书品读月度绘本榜（2月）

■书事

桃雀与鹰
〔英〕珍·古道尔 著
〔俄罗斯〕亚历山大·
赖克斯坦 绘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
版社

看不见的窗
〔土〕圭克尼尔·厄
兹阙克 著
〔土〕杰 伊 洪·沙
恩 绘
科学普及出版社

十二生肖马拉松：创意积木绘本
林秀穗 廖健宏 著
未来出版社

会飞的鱼灯
张淼渺 文 猫屋Becky 绘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的名字叫李清照
李萌昀 著
张云开 绘
天天出版社

三只小龙王
张越 著绘
海峡书局

老奶奶捡到了
十二只小老虎猫
彭懿 著
田宇 绘
接力出版社

中华匠人精神
传奇故事图画书·
锦衣坊
舒春 著
李珂 绘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最美中国系
列图画书·草原深
处的家”
保冬妮 文
曹艳红 绘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生在中国
走近中国特有的珍稀
动物”系列
王悠然 文
董美红 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