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主编：杨雅莲 ■责编：隋明照

■版式：乔 磊 ■责校：姚亚莉

■邮箱：duzhoukan@163.com

■热线：（010）87622038

2024年9月27日 星期五
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05

微信公众号：

好书
品读

■本期关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图书

■书摘

中国，这片土
地山脉广布、江河
纵横。这片土地上
的创造，也是如此
深厚、如此多样。

1 万 多 年 以
前，我们的祖先在
南方驯化了水稻，
之后又在北方驯化
了粟、黍。这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个关
键时刻，我们的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开
始了彻底的变革，人们称之为“农业革
命”。农业为之后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此后，我们的创造加速发展，建设农田、村
镇、城市，造物的类型、数量越来越多。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42 座、名镇 312
个、名村487个、传统村落8155个、历史
文化街区1274片、历史建筑6.72万处，是
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长达21196.18千米的
长城，历经两千年战与和，诉说四万里家与
国，是我们的伟大创造；总长3166千米的
中国大运河，全球开凿时间最早、使用时间
最久、空间跨度最大，是我们的伟大创造；
总面积超过5亿亩的梯田，让漫山皆云梯，
是我们的伟大创造；两端直线长度相当于赤
道1/4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梯航万国的海
上丝绸之路，是我们和东西方众多文明共同
的伟大创造……

它们是如此重要！
正因为这些伟大创造，我们才可以自豪

地说，我们创造了蓝色星球上最灿烂的文明
之一。正因为这些伟大创造，这片土地才成
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才成为中国人。
我们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定义了我们。

更幸运的是，这些宏大的文明遗迹至今
都在大地之上，它们值得我们去探索，去发
现，去记录。

所以，又一个3年！《这里是中国3》终
于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从上一本书开始，采用三大时间尺
度讲述中国地理，分别是：6500万年以来
的中国，探索极致的华夏山水；1万年以来
的中国，讲述农业起源后灿烂的中华文明；
100年以来的中国，记录巨变的现代中国。

《这里是中国3》讲述1万年以来的中
国故事。因为涉及的角度众多，我们只能
选择一种思路，选择其中不足万分之一的
篇目，呈现给大家。在这本书中，你将看
到四个部分：

一、起源：早期，这片土地还是新石
器时代时，良渚等在各地陆续崛起。就像
黑暗中的火柴，不断点燃又熄灭。

二、生长：后来，越来越多的村镇、城
池在各地兴起，像长安、南京、丽江等，在
华夏大地上，它们就像持续燃烧的灯火，照
耀千年。

三、互动：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内
外部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包括长城、大运
河、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大地
上画出了一条条闪亮的动脉，促进了中华文
明的发展，也让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

四、创造：这是中国更加浩繁的物质
文明创造史，它们如同沧海遗珠，弥足珍
贵，包括民居、梯田、古塔、兵马俑、圆
明园等。

所以，我们期望通过这本书，与读者一
起看遍这些伟大遗产，一起看遍中华文明的
伟大造物。也希望这本书的读者，翻开一
页，就是千百年；翻开一页，就能看到无数
先民的智慧。

——本文选自《这里是中国3》

饱览中华文明
伟大创造
□耿华军

七十五载岁月如歌
同绘时代崭新篇章

□本报记者 韩萌萌

75 年风雨兼程，75 年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各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一系列献礼图书让我们看到伟大祖国的壮美恢宏，看到举世瞩目的中

国力量。

一纸家书，藏历史风云，集万
千情怀。先辈们当年无意中留下的
文字，如今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理
解现在、感知未来的路径。《家书
里的新中国》（广西人民出版社）
精选新中国成立前后 30 余封家书，
其中部分家书为首次公开，用不同
群体为新中国付出汗水乃至鲜血的
故事，娓娓讲述建立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的鲜活历史。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丁 20 年来投身家书的抢救、收
集工作，将一封封映照时代的家书
收集起来，精心保存，尝试着讲述
每一封家书背后的岁月故事与时代
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夕许英给母亲写
信说“我想你”；宋云亮给恋人胡玉
华写信说“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
城市了”；王振乾给弟弟写信说“要
长久保持内心的火热”……一封封
家书在纸短情长间流露柔情、豪
迈、坚守……一段段朴实、真挚的
情感诉说着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
事。书中每一篇目由作者简介、家
书原文、家书背景三个部分构成，
穿插人物照片、家书图片。在这些
家书中，为新中国的诞生所付出的
热情、热血如此真实，让我们对

“家国情怀”有了更深的理解。
拿起这本书仔细端详，你会发

现书脊自然展露。该书运用传统的
裸脊锁线装订，就好像一叠精心整
理的信件，静待着读者开启，而护
封被设计成立体信封的样子，加上
两枚邮戳图案和烫镭射红金的书
名，与图书内容相呼应。值得一提
的是，书中加入融媒体阅读服务，
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内容变得更加
生动、立体且富有情感。

阅读家书，可以走进家书作者
的内心世界，在收获满满感动的同
时，读者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内心
积聚起昂扬向上的力量，奔向充满
希望的未来。

缅怀先辈
致敬人民 “要学就学最新的，学国内没有

的。”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两
院院士陆元九出国学习选择专业时
的想法。而在他学成归国，面对美
国人一再阻挠时，他坦诚地说，我
是中国人，得回去给中国人做点儿
事情。在 《吾家吾国》（中信出版集
团） 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国之
大家”们给出的答案——不负家国，
不负此生。

该书源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的纪实采访节目 《吾家吾国》，记录
了一群“90 后”“00 后”的故事。只
不过，这些数字指代的不是出生年
代，而是他们的年龄。从立志到成
才，再到燃烧一生，他们把个人命
运、家运、国运紧紧系在一起。这
些“宝藏老人”将美好的青春和滚
烫的人生都献给了为国为民的壮丽
事业。

央视主持人王宁选取了 10 位在
不同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对
他们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和生活
智慧进行记录，展现了一个个鲜活
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书中不仅有对
这些老人专业成就的记录，更有对
他们生活态度的深刻描绘。

做事情，他们奋力拼搏、一丝不
苟；做人，他们真实坦诚，哪怕已
至 高 龄 ， 依 然 在 以 十 分 质 朴 的 方
式，带着少年般的追寻与热情，坚
持工作、学习，培育晚辈，奉献余
热，始终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
造福于大家和小家。《吾家吾国》 不
仅是一部人生答案之书，更是一部

“国家人物志”，是对时代榜样的记
录，更是对时代精神的传承，让读

者看到这些“国之大家”矢志不渝
的 坚 守 ， 也 理 解 了 “ 家 ” 为 底 色 ，

“国”为根本的赤子情怀。
民族危亡时刻，科学救国与革命

救 国 交 织 成 中 国 科 技 事 业 的 主 旋
律。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秉持
报国初心，立下誓言加入中国共产
党 ， 从 此 与 科 学 共 进 、 与 祖 国 同
行。《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人民
邮电出版社） 系统梳理 100 名院士的
入党材料，反映老一辈和新一代科
学家的入党心声，回望杰出院士党
员的奋斗历程，回眸优秀科技工作
者的初心与理想，讲述他们为国为
民奉献一生，扎根基层、甘坐冷板
凳，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
为又善作善成的动人事迹，从而展
现自信自强、勇攀高峰、蓬勃向上
的中国科技力量。

《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 由科技
日报社编写，书中细节丰富，见微
知著，生动诠释了以爱国主义为底
色的科学家精神，鼓励当代科技人
才勇当创新主力军，助力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
国，推动当今中国科技界弘扬科学
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
氛围。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
为该书所撰写的序言中写到的，“我
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
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
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他们埋头
做事，默默奉献，他们的身上有文
人 的 风 骨 ， 也 承 载 着 科 学 家 精 神 。
科学家精神这个宝贵的基因如能代
代 相 传 ， 更 多 优 秀 的 人 才 接 续 前
行，我国科技事业就永远有希望。”

赤子之心 报国之情

142 座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312
个名镇、487 个名村、8155 个传统村
落、1274 片历史文化街区、6.72 万处
历史建筑……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中
华大地上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一道
道灿烂风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远
方，也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家园。在
“这里是中国”系列 （中信出版集
团） 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
的壮美山河，也可以悟到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

该系列图书以科普的视角，还原
鲜为人知的中国风景，回顾我们未曾
亲历的华夏史诗，记录我们正在经历
的中国崛起，被读者称为“书架上的

中国纪录片”。该系列的第一本从空
间的角度，讲述中国广阔地域和自然
之美，以“中国地势三级阶梯”的架
构，展现中国从西到东的地理环境变
化。第二本从时间的角度，讲述百年
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记录近代、现
代及当代以来中国的地理变迁，呈现
建设之美。

《这里是中国 3》 聚焦于中华文
明，集中体现中华文明极富想象力的
创造，为读者铺开波澜壮阔的长卷，
带领读者去见证那些让中华文明可
见、可感、可知的创造，理解中华文
明的生生不息。如同走进一座纸上博
物馆，读者可以打卡 18 个史诗级文明
现场，近距离感受考古第一现场，领
略古代建筑的古风古韵，穿越良渚、
三星堆、二里头、徽州、南京、丽
江、泉州、莫高窟……30 余张原创复
原图，带领读者沉浸式体验全新还原
的历史场景，饱览博物馆之外的文明
景观。《这里是中国 3》 讲述万年前农
业起源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生长历

程与种种创举，呈现文明之美。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中华

书局 科学出版社） 一书旨在以学者
笔触展示广袤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物
和人文创造，述说大江大河所孕育的
厚重文明，呈现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世界和深蕴其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基
因。书中 20 篇文章作者均为历史学、
地理学和文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
文章注重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相
统一，向读者呈现出一幅“学术中的
中国画卷”，深入浅出地揭示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生不息的文化
基因。

针对大众读者，《品读中国：风
物与人文》 一书采用大家写小文的方
式，在 30 万字以内的篇幅以普及性的
语言勾勒出了中国地理的基础概念和
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性知识，让普通
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对中华文明的形成
和演进形成基本认知。具体而言，该
书由前言、自然编、人文编和中外编
四部分组成。前言以“何以中国”为
题，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撰写。该文从“中国”一词的由来入
手，在万余字的篇幅内提纲挈领地讲
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演
进、长城的修筑与交通的拓展。

书页之间 山川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