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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根植于三秦大地
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拥有五千年中华
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对蕴含其中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
求进行总结提炼，并创造性地转化为系统
教育资源，是三秦学人的时代使命和责任
担当。

《三秦文化概论》（国家开放大学出版
社）是对三秦文化的地域特质、民族发展、
思想传统、人文精神、历史文化自然遗存、
革命传统、文艺教育等的集中展示，对三秦
文化作了一次全方位的检视，为国内学者
架起了通往此域的津梁，堪称地域文化研
究的基础性创新成果。

本书由陕西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龙治刚担任主编，由长期活跃于教学科研
一线，且拥有丰富教材编写经验的学术团
队组成编写组。本书结合新形态数字化教
材等特色，紧紧把握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
进教材的新要求及三秦文化各领域的新发
现、新变化、新认识、新观点，突出思想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每章有机插入以二
维码形式呈现的音频视频资源，对教学内
容进行活化处理，充分体现了教材的时代
感和创新意识。

凝练地域文化标识是实现文化自信的
基石。三秦大地留下了民族发祥地、农耕
文明发祥地、文化发祥地、对外开放发祥
地、中国精神发祥地等众多精神标识，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根溯源，不能缺少对
三秦文化的研究。地位独特、特质鲜明的
三秦文化是典型的地域文化，是对当代大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
可或缺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书有以下

突出特点。
一是以地域文化传承家国情怀。地域

文化教育展示地域历史文化全貌，深刻揭
示地域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地
理等因素，有助于激发读者爱家乡、爱祖
国的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二是以趣味阅读激发知识学习。本书
针对当代青年成长环境和学习认知特点，
在注重知识性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内容的
趣味性和吸引力。

三是以数字形态满足多样需求。本书
以纸质教材为主要介质，适当融入数字媒
体资源，重要内容采取实景微视频方式呈
现，关键知识点以交互式问题测试重点提
示，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三秦文化，实现
纸质载体和数字载体的有机统一，能够有
效满足数字化时代读者多样化的学习需
求，助力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

四是以普适特点吸引更多受众。本书
知识讲解翔实，对重要关联知识采用知识
拓展形式呈现，加之课程数字教学资源的
丰富多样，非常适合自学。在充分满足学
校教育需求的同时，兼顾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爱好者和文化旅游行业人员等读者的
广泛阅读需求。

总之，《三秦文化概论》正是结合三
秦大地独具特质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
和革命传统，挖掘凝练三秦文化蕴含的
时代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的“三秦篇”，
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

同服务以文化人时代任务的新
作力作。

《三秦文化概论》

三秦文化教育新范本
□吴耀武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积累沉
淀，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的缩影
写照。《齐鲁文库》（山东人民出版社 齐
鲁书社）作为山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献
编纂出版项目，无疑是当代文献研究领域
的一项重要成果。项目共分为典籍、研
究、史志、人物、文物、文学艺术、山
水、科技、红色文献九编，计划用十年的
时间，致力于全面研究、保护、辑录和整
理出版山东历代传世文献，并逐步扩展至
山东现代文化研究出版，成为齐鲁文化最
丰富、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

浅棕色布面，暗红色书脊，封面竖排
烫金的“齐鲁文库”四个大字……2023
年9月27日，《齐鲁文库》首批成果发布
仪式在2023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
节开幕式上隆重举行。距离2022年启动
仪式仅一年的时间，山东省重磅推出《齐
鲁文库》（第一辑）皇皇170册。

其中，《齐鲁文库·典籍编》（第一
辑） 100 册、《齐鲁文库·红色文献编》
（第一辑）50册，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齐鲁文库·史志编》（第一辑） 20
册，由齐鲁书社出版。

《齐鲁文库·典籍编》本次影印的底本
264种，其中重要的四部要籍都选择了珍
贵的宋元刊本。有些版本尤为特殊，例
如，宋兴国军学刻《春秋经传集解》三十
卷《经传识异》一卷，当时称为善本。这
部宋版残本经黄丕烈、汪士鐘、陆心源递
藏，流到日本静嘉堂文库。今影印以宫内
厅本为主，而以静嘉堂本配补刻本四
卷，仍有三卷为钞配。《九章算术》 九
卷，成于汉代，魏刘徽注，唐李淳风等
注释，存世有宋汀州刻本，残存前五
卷。乾隆间孔继涵获得影宋钞本，重刻
之，所缺四卷则借四库馆戴震辑《永乐大

典》本补之，并取戴震补图、订讹附入。
孔氏微波榭刻本与戴震《永乐大典》本在
指导思想上不同：孔继涵照顾“宋版”，
以《大典》辑本补其阙；戴震则以《大
典》辑本为主体，取残本影钞本校之。各
有其长，今影印孔继涵刻本，可与《四库
全书》本互补。

《齐鲁文库》还注重红色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如《齐鲁文库·红色文献编》的
编纂，首次对山东地域1920—1949年间
红色文献进行汇编出版，属国内首创。
收录的419种图书采用《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进行编排，4种期刊 （《胶东大
众》《胶东文艺》《山东文化》《文化翻
身》） 113 期、291 件档案按出版时间
排序。这部分内容集中收录了反映山东
党组织早期理论发展历程和舆论宣传战
线成果的重要历史文献，为研究山东党
史、革命史、文献史、出版史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齐鲁文
库》将从文化中获得丰厚的滋养，从历史
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更加深入地探寻齐鲁
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文化特色，
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齐鲁文库》

谱写新时代山东文化新篇章
□吕士远

甲骨文，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
代最早的成熟文字，是汉字的源头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而对于大
多数人来说，关于它的发现发掘始终
带有一些神秘。《开启甲骨宝库：殷
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现》（云南人
民出版社）一书的出版，希望能为一
般读者呈上一本了解甲骨宝库，感受
甲骨文之美的通俗读物。

历史学家吴晗，曾主编过一套普
及性历史知识读物“中国历史小丛
书”，被誉为“大家小书”的经典之作。
书本透过学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历
史事件进行通俗化的铺陈与解读，如
同大厨烹小鲜，看似简单轻松的文字
中蕴含了丰满而独到的文化韵味。

在固有观念中，即使是专业学者
也认为甲骨学是一门高冷的学科。如
何将专业性知识与通识性知识很好地
结合起来？又如何将甲骨文的发现整
理、文字特点与考古发掘成果予以关
联？这些问题成为甲骨文通俗读物成
功与否的关键。刘一曼先生作为当代
中国权威的考古学者，国家考古功勋
人物之一，曾主持和参与了新中国成

立后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掘。在
她近70年的研究生涯中，出版过许
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
作，其中由其主编的《殷墟花园庄东
地甲骨》（6卷本） 一书，被誉为新
中国考古报告之经典。2021年出版
的《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2023
年出版的《商代考古与甲骨学》均被
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然而，对于她这样一位长期从事
考古发掘、研究考古报告的专业学者
来说，撰写一本通俗性、大众化的甲
骨文读物，实属不易。经过多次与刘
一曼先生沟通，她决定在耄耋之年，
回应社会所需，撰写一本既通俗性
的，也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理解、接受
和认同的甲骨学作品，让更多的人认
识甲骨文。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打磨，一
本史料清晰又不失趣味，见解独到又
通俗易读的考古图书问世了。事实证
明，这本200多页的彩色图书的确成
为了一把为普通读者打开甲骨宝库的
钥匙。图书分为上下编，上编叙述了
作者亲身经历的殷墟甲骨文重大发现
的艰难历程和其中趣闻。下编从三次
重大发现中选取了84片甲骨精品，
发表各片的拓本、摹本和释文，并从
甲骨文字的用笔、结构、章法等方面
分析甲骨文所展现的中国文字之美。
书中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把甲骨拓片中
写得精美的文字挑选放大，专门作了
讲解和释义，使书本内容在具备学术
价值的同时，又具备了审美意义。

本书的出版，以独特的历史文化
语境、艰辛却有趣的发掘经历、精心
提炼的原始素材，为广大读者创造了
一次与甲骨宝库亲密接触、近距离感
受甲骨文魅力的机会。相信随着时间
的积淀，本书能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
命力。

《开启甲骨宝库：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现》

发现甲骨之美
□陈晨

“石峰环夹，其主石级为积雪所平，
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
天都独巍然上挺……莲花、云门诸峰，争
奇竞秀，若为天都拥卫者。”400 多年
前，旅行达人徐霞客的黄山游记，令人
如临其境，呼应着千年前李白的黄山咏
叹——“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
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黄山之美，
不仅吸引了一批批旅行者和诗人，从盛唐
到晚清，他们留下两万多首诗词，还孕育
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流派——黄山画
派。从石涛、梅清到黄宾虹、张大千、傅
抱石，黄山画派佳作迭出，在中国画坛上
独树一帜。

不止黄山。到了“秀甲天下”的庐
山，你不可能错过东林寺、白鹿洞书院，
还有里面满满的故事；登过一览众山小的
泰山，你也一定惊叹那 2500 多处石刻、
帝王封禅的岱庙，从曹植、陆机到谢灵
运、杜甫的诗文——“逝将宅斯宇，可以
尽天年”！还有恒山脚下凌空飞架的悬空
寺，迷倒梁思成、林徽因的应县木塔，五
台山怀抱里惊艳世界的佛光寺，北依嵩山
的郭守敬的观星台……

《中国名山》带你游览的，不仅是名

山，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千里文脉，中国人
深邃隽永的文化情怀。《中国名山》是重
点打造的“符号中国”丛书（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中的一种。这套丛书选取具有
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物质、非物质文
化遗产，内容涵盖历史人文、自然景观、
发明创造、民风民俗、传统建筑、园林、
手工艺、戏曲、器乐、传统体育等，通过
梳理其历史源流、现存活化状态、典型器
物和作品，解读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帮
助读者认识中国之美。

“符号中国”丛书总计百种，所选中
国符号代表性强、认知度高、影响力广，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们
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有延续至今
的鲜活生命力和斑斓色彩，不仅带给人们

感官上的享受，更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情感需求、审美理念密切相关。不论是青
铜器的庄重威严，还是古代配饰的精美华
丽；不论是中国茶的清香淡雅，还是传统
乐器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还有那名山名园
的壮丽秀美，瓷器玉器中的匠心独运……
都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深入浅出地诠释着中国文化元素的
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体现出中国人独特
的人生美学和生活趣味。

中国符号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生活
方式、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的重要浓
缩，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集体智慧和实践结晶，是中国人民与自然
和谐相处并形成独特精神气质的集中体
现，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象征。“符号中
国”丛书配合大量精彩插图，让读者仿佛
身临其境，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套丛书既可作为家庭亲子共读的枕
边书，也可作为中小学生游学的旅行手
册，为他们开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
口；丛书收录内容广泛，也可作为文旅爱
好者的攻略和指南；丛书内文中英对照，
还可作为礼品，送给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
外国友人。

“符号中国”丛书

领略中国之美
□杨爱新

屈指一算，我和贾枭认识都20
年了。这20年来，伴随着中国农业
品牌化的脚步，从我国农业品牌起步
发展期到农业品牌的多元化发展期，
区域公用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不断崛起期，到目前我国农业品
牌建设进入了快速提升期阶段。这
20年来，贾枭始终坚守在农业品牌
建设一线，遍访“田间地头”、企业
和行业协会，给农业品牌化建设不断
注入新鲜血液。

人生有得无意间，品牌路上不停
歇。只要坚持便有意外之喜，看似意
外，却也必然。这本《农业名牌访谈
录》（中国农业出版社）就是贾枭和
农本咨询为中国农业品牌化建设付出
努力的全面诠释和最好见证。

该书作者通过挖掘农业名牌的创
牌历程，以历史启迪未来，助力推进
农产品品牌建设，可谓独树一帜，耳
目一新。读完全书，有“四个好”和
大家分享一下。

一是内容梳理好。该书从向榜样
学习角度出发，筛选的10个案例既
有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底蕴深厚的
传统名牌，如西湖龙井、新会陈皮、
郫县豆瓣，也有随着农业产业化、品
牌化发展起来的品牌，如洛川苹果、
五常大米、寿光蔬菜等。该书对这些
案例从历史起源、发展波折、“恩怨

得失”方面都给予了清晰梳理。10
个农业名牌发展历史脉络清晰可见，
让人能够详细了解这10个农业名牌
为何能引领行业，成为中国农业发
展、品牌建设的榜样。

二是案例总结好。这本书秉持名
气大、效益好、链条全以及多样化的
原则，筛选出了阳澄湖大闸蟹、西湖
龙井、五常大米、赣南脐橙、洛川苹
果、盐池滩羊、库尔勒香梨、新会陈
皮、郫县豆瓣、寿光蔬菜等10个农
业名牌榜样，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
并且对每个名牌都有一个准确的定
位，就是所谓的“名牌成功的性
格”。如，阳澄湖大闸蟹——营销成
就顶级品牌，库尔勒香梨——香飘世
界的西域圣果等。通过和“当事人”
面对面的对话形式，让名牌的成长历
史徐徐展开。既有对成功的做法经
验的不惜笔墨、娓娓道来，也有对
走过的失败决策做法、曲折弯路的
真实呈现。

三是故事叙述好。讲好中国故
事，讲好“三农”故事，是我们“三
农”人一直努力的目标。相信读过该
书10个案例的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
觉，那就是该书在讲好农业名牌故事
中让人感觉到朴素、真诚、有用，
读起来不费劲、接地气、有看头。
在叙述名牌故事中，民间故事和真
实事件互相印证，枯燥的文件摘编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相互交织，恰到
好处，实现既能学习理解，也能借
鉴参考的价值。

四是传播效果好。该书选择的
10个案例是自带流量的品牌，本身
已经是一个大的IP，是消费者耳熟能
详的农产品品牌，因此每个名牌的内
容都自带传播效果。另外，该书本身
的传播也是亮点。

挖掘历史农业名牌，是为了启迪
未来。当前我国农业品牌发展进入深
入发展期，相信该书的出版对各地推
进农业品牌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
用，让更多的农业名牌走进大众，走
向世界。

《农业名牌访谈录》

挖掘农业名牌历史
□焦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