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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

■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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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品读月度书榜（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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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子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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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

李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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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地上的家乡

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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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老万玉家

张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风似壁

张欣

花城出版社

如意故事集

万玛才旦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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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

好书品读月度童书榜（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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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太空的玫瑰

曾有情 张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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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筑梦伶仃

李朝全 主编 曾平标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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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里的中国智慧

李华东 著 田野 吴聪 绘

人民邮电出版社

“少年中国科技·未来科学”丛书

格致论道 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凡尔赛宫

〔法〕雅克·马丁

北京出版社

有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而我，则因为一座博物馆，深深地爱上
北京城！

20 多年前，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历
史系读硕士研究生，也因此有机会勤工
俭学，去故宫博物院做了一名讲解员。
自此，被恢宏的皇家建筑、精美的文
物、有趣的宫廷典故所吸引，走遍了故
宫的各处院落、大小宫殿……

因为故宫，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博物
馆，爱上了北京城，并发誓走遍北京每
一处古迹、博物馆。

也许是因为学历史的缘故，我对北
京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格外痴迷，

每次参观时，都仔细观赏、多角度拍
摄，流连忘返……也许是因为从事旅游
图书出版的原因，每至周末、假期，我
总是不自觉地扛起相机，行走在北京各
处名胜古迹、各座底蕴深厚的博物馆
中。20 余年来，几乎周周坚持、年年
如此，已拍摄图片近 70 万张，记录下
北京博物馆的点点滴滴……

北京的博物馆博大精深、各具特
色。截至2023年5月，北京市已有215
家博物馆正式备案，分布在 16 个区
中。这些独领风骚、风格各异的博物
馆，有的气势恢宏，具有浓厚的皇家气
息，如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有
的则温婉小众，身处北京的街巷胡同
中，如史家胡同博物馆、文天祥祠；有
的藏品丰富，涵盖多个领域，如中国国
家博物馆；有的则专注一个人的展品，
展示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如茅盾故居、
郭守敬纪念馆；有的专门展陈革命文
物、图片，让红色基因融于血脉、代代

传承，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京
大学红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李大钊故居；有的则展览考古发掘成
果，记录北京沧桑历史进程，如上宅文
化陈列馆、门头沟区博物馆……

北京市政府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
城”。根据《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
划（2023—2035）》（征求意见稿），到2035
年，北京将实现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
馆，各类博物馆（包括类博物馆文化空
间）总数量超过460座。

在以上背景下，我想将自己 20 余
年来所记录的相关文字、图片、视频
分享给大家，也算是为“讲好北京故
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一
份力量。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精选 30 余家北
京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博物馆推荐给读
者，不仅以优美的文笔、近千张精美的
图片将博物馆的概况、建筑特色（个人
生平）、常设（专题）展览·文物精华呈

现出来，还以二维码的形式插入更多文
物鉴赏图片、视频，让读者能直观感受
到大美北京博物馆。读者既能沉浸式感
受博物馆文物的艺术之光，还能直观地
了解北京的文化脉络和中华文明的灿烂
辉煌。其大气美观的版式、别样新颖的
模块设置平添了沉浸式阅读体验。尤其
难得的是，书中“互联网+旅游”“互
联网+博物馆”的联动将北京博物馆以
更加完整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
促使读者前往一探究竟。

北京的博物馆，静静地伫立在首都
大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诉说着各
自的历史，也吸引着无数的仰慕者……
让我们告别忙碌，按下“暂停键”，跟
随书中的独特视角，一起走进北京博物
馆！爱上北京博物馆，从你我开始！

《爱上北京博物馆》
丁海秀 主编
北京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一起走进北京博物馆
□丁海秀

我生在北京，长在四合院。我曾经
创作过许多关于北京的画作，并写下了
与之相关的逸闻掌故。但这些描绘多为
市井百业、民风民俗，虽为亲历，却是
旁观者的角度，对于发生在四合院里最
为真切的自身生活反倒是鲜有涉及。

2021 年秋，在筹备 《北京的春节

（增订版）》 一书时，根据编辑构想，
我详绘了一幅过年时我家院落的俯瞰
图作为全书的开篇，以此为契机，不
经意间勾起了我对儿时四合院内生活
的回忆，一幅幅、一幕幕在脑海里浮
现勾连，呼之欲出，于是有了这本书
的写作。

从元朝到明清，北京城逐渐形成了
胡同与四合院共生的民居生态环境。这
样的居住格局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思
想行为和道德观念。

广大老百姓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有了
许多的共识，并习以为常地一代一代沿
袭着，形成了所谓的京味文化。

我出生在故宫东北方向不远的一个
叫孟家大院的胡同里。5岁时父亲购置
了新居，遂搬到西安门北黄城根 23
号。这是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在这
里，全家居住生活了 20 多年，直至
1966年迁出。

这本书中所写、所画的内容，大多
发生在23号院内1945年至1955年这一
时间段，是一个成长中的小男孩眼中的
生活天地——从院落的格局到屋内的陈
设，从花草树木、猫狗鸟虫到衣食住
行、年节礼仪，从孩子们学书习字、娱
乐游戏到父辈往来的旧雨新知、借住在
家里的长辈亲朋等，凡此大事小情，都

真实呈现了那一时期生活的样貌。这些
点滴记述，既是对 70 多年前一户平凡
北京人家的个体微观，更有对一个时
代、一座城市的共情。虽为过眼云烟，
却又如此真切、清晰，历历在目。

转眼间，我已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
耄耋老人。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不过历史
一瞬，回首往事，又怎能不生出“古今
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之感怀？

《四合院的孩子》
何大齐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4年3月出版

四合院里的童年
□何大齐

《新声》 以苗寨妇女梁足英的口
吻，讲述了乌英夜校班以新编苗歌、
古诗词苗语新绎等创意方式帮助苗族
妇女学习普通话的感人故事，是民族
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新声》选择了一个特别新的角度，切
口非常小，却打通了大大的世界。一
方面通过乌英苗寨的苗族妇女学普通

话、学知识，用知识来提升自己，用
知识来打通世界，用知识来照亮生
活，古老的苗寨成为时代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扶贫干部又通过推广普通
话和自己学苗语，用知识来点亮山
乡，也是在学新的知识。整个叙述方
式是以“我”的视角来叙述，“我”的
情感视角的介入，让作者马上接了地
气，有了情感的温度，作品就有了亲
和力，读起来直入人心。

徐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新声》是新时代的新声，是新时代少
数民族妇女的新声。书名好，题材
好，写得也好。书中有很多精彩生动
的故事和细节，这些细节唯有一个作
家深入扎实的采访才有可能得到。

梁鸿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

副会长）：《新声》 的调性和文学色彩
是比较突出的，使用第一人称“我”
进行叙事，这个“我”不是作者本
人，而是他书写的主要对象；作者是
贴着人物写的，跟着主人公的动作、
思维、言语来进行叙事。

潘凯雄 （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
裁）：这部作品把文化扶贫写得这么实
在，而且文学性非常强，有充分的细
节，在人物刻画上有讲究。作品始终
抓住梁足英这个人，书中有两种字
体，一种是以主人公的口吻叙述，一
种是以作者的口吻展开，是一个有分
有合、错落有致的叙述。从出版的角
度来说，《新声》 是出版社和作家良
性互动、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一个
典范。

陈亚军（《民族文学》主编）：这
部作品的主体故事看似一个小切口，讲
述少数民族女性学习普通话的故事，其
实是置于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之下，所以整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新
时代感。这部作品让人看到了语言学习
与精神成长的关系，看到了语言学习与
文化建设、社会进步的关系。中华文化
的深厚、多彩来自多民族语言元素的交
流融合，各民族间的沟通协调对于增
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人民团结和文明
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新声》
杨仕芳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用知识点亮山乡

2023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来访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宣布将于两国建交
60 周年之际举办中法文化旅游年，这
是两国元首着眼中法关系大局和长远发
展作出的重要决定，是继 2003—2005
年中法互办文化年、2014 年庆祝中法
建交 50 周年系列活动之后，两国合作
的又一重大人文交流活动。

中法两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
度，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
明发展进程。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

表，中法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双
方相互吸引、相互欣赏，成为东西方文
明交流互鉴的典范。早在启蒙时代，包
括伏尔泰在内的很多法国思想家就对
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华文化
元素经常出现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
作和凡尔赛宫的装饰中。同样，法国
璀璨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也
深深吸引着中国人民。故宫博物院收
藏的近 200 万件藏品中，就有不少来
自法国的“礼物”。

中法建交 60 年来，秉持独立自
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

“中法精神”，两国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
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其中，人文交流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宫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承
载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以及

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者，在讲好中
国故事、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
会客厅方面责无旁贷。多年来，故宫博
物院与卢浮宫、凡尔赛宫、吉美国立亚
洲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法国文博机构建立
了良好合作关系，与法方在交换展览、
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博物馆管理等领
域深入开展交流合作。在 2024 年中法
文化旅游年框架下，故宫博物院与法国
凡尔赛宫合作举办的“紫禁城与凡尔赛
宫——17、18 世纪的中法交往”展
览，生动呈现出中法历史上文化艺术交
流的盛况。展览选取故宫博物院和凡尔
赛宫博物馆及其他一些收藏机构的200
余件珍贵文物，从政治、外交、文化、
艺术等多个方面，展现了 17、18 世纪
中法之间尤其是两国宫廷之间持续、深
入、广泛的互动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

两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世界文
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范例。

当今社会，文明交流互鉴是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动力。中法作为两个
文明大国，开展文明交流对话意义重
大。以中法建交 60 周年和中法文化旅
游年为契机，故宫博物院将以其独特的
文化魅力，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深化同法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
法民心相通，推动中法关系实现新发
展。这也是故宫博物院推动落实全球文
明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
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
的中法交往》

故宫博物院 凡尔赛宫 编
故宫出版社
2024年4月出版

中法文明交流互鉴的范例
□王旭东

■书事

■众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