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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党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
更蕴含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强大理论力
量。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
系是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题中应有之义。如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地阐释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宣传
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国式
现代化100问》（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
言实出版社）的出版，就是一次非常好的
探索、尝试。

问题导向，贴近群众心声。《中国式现
代化100问》的精髓在于其“问”字。它并
非空洞的理论堆砌，而是从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出
发，精心筛选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100
个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既有宏
观层面的战略思考，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
实践，真正做到了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这样的设计，不仅让理论接了地气，更
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理论的力量和温度。

学术解答，理论声音引领方向。理论
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真理性。《中国
式现代化100问》邀请了全国著名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他们以

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对每
一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答。这些
解答既体现了理论的严谨性，又兼顾了可
读性和趣味性，使得原本可能晦涩难懂的
理论知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理论的声
音不仅为基层干部群众提供了科学的指
导，更激发了他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热情和信心。

创新表达，让理论之光照亮每一个角
落。《中国式现代化100问》在表达方式
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中国式现代
化100问》源自《四川日报》的“中国式
现代化100问”理论融媒报道。出书时，
沿用了理论融媒报道的模式，不仅有纸质
图书，而且书中配有理论融媒产品，每个
问题都可通过扫码观看解读视频。视频的
创作是在理论文章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转
化，以更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语言，用短
小精悍的形式，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
义传递给读者。“理论文章+短视频”的
方式，让深度的理论思考与创新表达相结
合，让广大干部群众想听、愿意听，听得
进去，读得明白。

《中国式现代化100问》正是一部集
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理论著
作。它以问题为导向、以权威解答为引
领、以创新表达为手段、以面向基层为目
标，成功地将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转
化为基层干部群众易于接受、乐于传播的
语言和形式，让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在基层生根发芽，
绽放出璀璨光芒。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

《中国式现代化100问》

理论之光照亮基层之路
□岳奎

近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
论大系》（全五卷）（四川教育出版
社） 付印面世。这套书全面回顾和总
结了自1902年以来的百廿年来中国现
代语文教育的理论成果，精选、编研
了 400 余位语文教育家、学术大家、
语文名师的语文教育理论文章，皇皇
五大卷、460 多万字的巨制，是笔者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现代语文教育理
论文献梳理和总结，必将对未来的中
国语文教育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大系》主
编顾之川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
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
编审，沉潜四载寒暑，是这套书高质量出
版的坚实保障。书中所精选和编研的400
余篇语文教育理论文章，以历史眼光、学
术视野、理论广角、全景式回顾总结，既
有对中国语文教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有
对语文教学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刻反思；
既有对语文教育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又
有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关键性细节的精准把
握。尤其书中注重挖掘这些文献资料的当
代价值，为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提供了翔实
可信的史料。

作为一部编研结合的理论大系，这套

书的一个显著亮点在于用 4 篇“导论”
串成一部简明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第一至四卷前均有一篇导论。导论的撰
写，大体按照时代背景、主要成就、分析
讨论、结论的顺序展开论述，努力勾勒出
本卷所收文献的整体情况，尤其注重挖掘
所处时期中国语文教育理论的进展和变
化。这样，如果把一至四卷的导论贯通起
来，就相当于在阅读一部简明的中国现代
语文教育史。

这套书第二个亮点在于突出“致用
为要”的编纂理念，体现为第五卷侧重
编制丰富完备的附录系统。为了给使用
者提供方便，这套书特别编制了第五卷

《附录》，包括：史料编、索引编、参
考文献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史料
编，其中的“大事记”的背后包含着
丰富生动的语文教育发展史实乃至可
歌可泣的事迹；“文件摘编”则收录不
便编入正文却对中国语文教育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文献。这些具有“家谱”
性质的史料，在方便读者研究的同
时，还会在翻阅谱系中触发语文同仁
的更多思考。

这套书第三个亮点在于倡导理性
审视民国语文经验，身体力行地补齐
红色语文教育短板。作为新中国语文
教育直接而重要来源之一的解放区语

文教育，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逐渐
建立起解放区特有的语文教育教学体
系。解放区语文教育中涌现了一大批深
谙语文教育之道的革命人士，如徐特
立、吴玉章、董必武等，他们积极参与
语文教育实践，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语文教育思想，成为新中国语文教育
理论的重要源头。这套书第一、二卷增
加了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红
色语文教育珍贵文献，彰显了老一辈革
命家的理论探索对当今语文教育深化改
革的启示性意义。

（作者系上海商学院教授、文法学院
院长）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大系》

助力构建中国特色语文教育理论体系
□方有林

“拉索”是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规
划建设的以“探索宇宙线起源”为核心科
学目标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目
前世界上灵敏度最高的伽马天文探测装
置。作为近年来中国投入巨资建起的大科
学装置，“拉索”肩负着科技创新的重
任，却不为公众所熟知。为此，《拉索：
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四川科学技
术出版社）一书，其价值不言而喻。

伽马射线暴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最
剧烈的天体爆炸现象，万亿电子伏特
（TeV）以上辐射观测对揭示其爆炸过程、
辐射机制和探索新物理前沿都具有重要意
义。2022年10月9日，史上最亮的伽马
射线暴GRB 221009A爆发信号飞越24亿
光年的时空抵达地球。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席科学
家曹臻领导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
索”国际合作组，凭借“拉索”前所未有
的高灵敏度和大视场优势，在国际上首次
完整记录了伽马射线暴万亿电子伏特以上
高能光子爆发的全过程，包括高能光子亮
度在早期的快速增强过程，以及后期亮度
突然快速减弱，由此确定此伽马射线暴的
极端相对论喷流具有迄今已知最小的张
角，进而揭开了此伽马射线暴成为史上最
亮的秘密。

“拉索”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4410
米的海子山。从2015年立项，到2021年
完成建设，“拉索”一边建设一边观测，

为人类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全新窗口。
前述“‘拉索’发现史上最亮伽马暴的极
窄喷流和十万亿电子伏特光子”，入选了
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未来十
几年，它还将助力中国粒子天体物理研
究走向世界最前沿，向当今最重要的科
学前沿课题——高能宇宙线起源问题发起
冲击。

《拉索：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
一书深度讲述了一群仰望星空的逐梦人，
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建设“拉索”，开
启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的故事。书中以

“拉索”的建设历程和科学发现为主线，
生动呈现了勇敢追求真理、不断探索未知
的科学家群像；详细叙述了“拉索”工程
建设的艰辛与成就；深刻揭示了通过测量
宇宙线来探索高能宇宙的奥秘；深情回顾
了我国宇宙线研究如何从“零”起步，经
历跟跑、并跑直到引领的非凡蜕变；精彩
描绘了三代宇宙线学人朝着国际前沿接力
奔跑的篇章，以及他们勇于叩问苍穹、敢
于挑战不可能的科学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由曹臻，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天府
宇宙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白云翔撰写。
来自科研工作一线的两位作者，不仅深度
参与了“拉索”的立项和建设，还亲自见
证了这一重大科学装置从构想到实现的全
过程。因此《拉索：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
视界》一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科学知识，
还蕴含了科学家们对宇宙线研究的深刻理
解和独到见解。

《拉索：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
不仅是一本反映前沿科技进展的科普读
物、一部见证中国科学力量崛起的纪实作
品，更是一首催人奋进的科学探索史诗。
随着“拉索”项目的不断推进和发现，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群浩瀚星空之下的逐梦
人在宇宙探索领域的贡献，一定会被铭记
在人类未来的宇宙史中。

（作者系科普时报社社长、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拉索：打开人类高能宇宙新视界》

记录浩瀚星空下的逐梦人
□尹传红

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波澜壮阔
的历史风云、瑰丽多姿的康巴风物、
风采独具的人物群像、坚韧不拔的精
神力量，这是达真长篇小说新作《家
园》（天地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感召力。在这史诗
般的文学传达之外，作品对于家国情
怀的展示，关于文化开放、包容、交
融的思考，呈现出思想史的价值。也
就是说，《家园》所取得的成就有两个
方面，一个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是
思想史意义上的。

上海金融家的儿子王本昌大学毕
业后选择去川西康巴地区，想以此实
现自己脱胎换骨的梦想。由此，他的
人生浮沉在汉藏交汇的康巴地区徐
徐展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
中，他在严酷贫寒的自然环境中挣
扎求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涅槃
重生。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砺
中，他收获了与藏族少女达瓦志玛
的爱情。他的爱情亦如人生，历尽坎
坷，令人动容。当然，另一个爱情故
事也是缠绵悱恻、令人感慨的。达瓦
志玛的好友、差巴志玛的女儿斯郎措
爱上了头人的公子曲扎。因为曲扎在
出国的那个早晨的一句话，她付出了
一生的等待。在漫长的苦守中，斯郎
措与王本昌一家甘苦与共、相互扶
持，最终，她成为王本昌儿子琪加
达瓦的养母。正是这两个动人的爱
情故事，构架起了全书开阔宏大的
格局，从康定到上海、从中国到西
方，50多年岁月变迁被缜密细致地串
联在一起，从而使作品拥有了史诗般
的力量。

该书的主人公都经历了种种的苦
难磨砺，在生死之际、在尊严遭受摧
残之时，表现出了坚忍与顽强。这种
坚忍与顽强体现在斯郎措哥哥土登为
避他人的嫉恨迫害，带妻儿妇小怒闯
康巴无人区，并度过12年漫长岁月。
土登一家勇闯无人区的一段想象奇诡
瑰丽，描写跌宕起伏，读来让人心神
俱惊。这种坚忍与顽强更体现在厄难
结束后，当事人对此所持有的那种宁
静、淡然、宠辱不惊上。王本昌的母
亲如此，王本昌如此，达瓦志玛、斯

郎措亦如此。这不是用风度可以解释
的，它是一种融入生命中的精神底
蕴，一种文化底蕴。它有康巴藏文化
的熏陶，也有汉文化的濡养。这是中
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达真的描写
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品格、气质是
中国人共有的，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经
历各种劫难而文明不断、生机绵延的
坚强支撑。

康巴江之源，上海江之尾。正如
小说中反复咏叹的，“大海要成为水
的宝库，必须汇集所有的江河”。达
真以这样极具指引的构思，表达了他
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中华一家、和
合共生的文化理念。身为藏族作家，
达真对藏地风情的了解、对藏族文
化的包容、对中华文明的开放有自
己深刻的理解。他所强调的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乐享家园的生态文明
观，以及其思想资源都来自源远流
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 真 在
《家园》 中所要表达的主旨是当今的
时代主题，他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参
与了这个壮阔的行程，《家园》也因
此具有了思想史的意义，这是尤其需
要赞赏的。祝贺达真，也期待达真在
这样一条创作之路上，还有辽远广阔
的前路。

（作者系 《中华读书报》 原总
编辑）

《家园》

文学的境界与思想史的价值
□王玮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甲骨文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
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不仅承载着汉
字的源头，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根脉。“甲骨文画经典”系列
（四川美术出版社） 以一种创新而生
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古老文字的独
特魅力。

“甲骨文画经典”系列是一套深度
挖掘甲骨文特质，创新性演绎中国名
著经典，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
图书。书中人物与背景元素均以甲
骨文的形态为蓝本进行呈现，通过
四格漫画生动讲述中国经典故事。
每个故事里的人物和背景元素都是
由甲骨文扮演的，可爱生动，它们
能跑会跳、会打会闹，演绎出一段
段有趣的故事，和孩子们互动对
话。这种做法不仅降低了普通大众
接触并理解甲骨文的门槛，同时也
极大地激发了年轻一代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兴趣。

该系列图书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
读者的目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其独特的人物塑造方法。绘者“博
物汉字”从已知的 1000 多个甲骨文
中精选出约200个，根据每个角色的
特点精心挑选或组合相应的甲骨文
字符来代表。比如选用“夒”字扮演
孙悟空，用“豕”字扮演猪八戒，
用“兔”扮演玉兔精，是因为这几
个甲骨文本来就是象形字，可以直
接拿来当人物形象用。但大多数情
况下，单个字表现不出复杂的人物
形象，就需要动用巧思、发挥想象，
将多个字组合在一起，大胆“造
神”。因此我们在书中会看到人身蛇
尾的女娲是“女”和“蛇（它）”的
甲骨文的组合等。另外，为了让这些
甲骨文角色更加贴合读者记忆中的形
象，作者还为每个角色添加了各种道
具、服饰和表现人物外貌特征的色
彩。比如沙和尚角色，脸部选用甲骨
文“星”字和蓝色，就是要突出他

“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
脸”的外貌特征。如果你仔细观察，

还能找出作者玩的一些“文化梗”，
如《封神演义》选用甲骨文的“老”
和“子”来扮演太上老君，暗示的就
是老子是太上老君的化身。作者在选
角时动用的巧思，让甲骨文变得生
动又可爱，给阅读增添了不少的惊
喜，让即便是熟悉原著的读者也能
从中获得新鲜感，仿佛重新认识了
一群老朋友。

除 了 直 观 地 展 示 甲 骨 文 之 美
外，“甲骨文画经典”系列还致力于
深入探讨每一个字符背后蕴含的文
化意义。每本书后的附录部分均罗
列了正文中出现的甲骨文字形，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这些古老
的符号。

“博物汉字”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
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本系列图
书外，他们在互联网上所发布的关于
甲骨文的动画内容浏览量超1亿次，
媒体转载曝光超3亿次。

总之，“甲骨文画经典”系列以创
新形式让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文

“火”起来、“用”起来，让甲骨文这
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
生机，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
响力，为新国风、新国潮的蓬勃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

（作者系“甲骨文画经典”系列责
任编辑）

“甲骨文画经典”系列

用古老文字讲中国经典故事
□田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