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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在我编辑生涯打下
深刻印记的一部书——《北京 1949》
顺利出版。对于这本书，我有千言万
语，却不知从何说起，脑中闪现的只
是几个醒目的数字：历时 6 年，翻阅
30多遍，4次专家审读，10次编校，3
次装帧设计，9次样书制作，11次项目
申报……是大家同心同德的付出、用心
参与才“玉”成了这部好书。

好书需要好的专家学者保驾护航。
《北京 1949》是我从业以来编辑历时最
长的一部书。2018年5月，我们计划出
版一部有关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这段
历史的主题图书，于是我跟随社领导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拜访了刘金
田老师，商讨《开国纪事》（《北京1949》）
选题的出版工作。当时还是新手的我对
于能否编好这部书，心里充满了忐忑。
刘老师的儒雅、谦和、爽朗打消了我的顾
虑。经过一系列商讨后，我郑重地接下
了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

这部书让我有幸与一批专家学者近
距离接触，感受他们务实求真的学术风
范。首先是刘老师，因这本书我们保持
了长达6年不间断的联系，电话联络、
微信沟通……稿件编校时，有时为了一
个人物的生平、一个机构名称或者一个
词语，我们反复商讨，他总会第一时间

解答我的疑问。我比较较真，有时还要
求他提供相关材料佐证，他从不拒绝，
甚至发来相关图书的封面、版权、内文
等供我查核。刘老师真正身体力行向我
诠释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参与该书内容
审读的几位专家学者，提出很多中肯建
议。可以说是大家的鼎力支持、保驾护
航才促成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全程参与，用心打磨，与时间赛
跑。《北京1949》是我深度参与的一部
书。从选题策划、立项、书稿资料整理

加工、配图到约请专家审读、装帧设
计、编校、样书制作等等，每一个环节
我都全力以赴，每一个环节我都在与时
间赛跑。

按照当时的出版计划，时间紧，任
务重。我用一周的时间对作者交来的
20 集纪录片素材进行整理和初步加
工，并快速提交作者写作、修改。在刘
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仅用两个月时
间就完成了初稿。书稿原设定是图文并
茂，于是我又开始了图片搜集工作。考
虑到图片像素问题，这些图片后期全部
删除，可那个炎热的夏天，同事带病领
着我去电视台拜访的场景和我坐在电脑
前汗流浃背看纪录片截图的场景却历历
在目。虽然很辛苦，但所经历的过程值
得体味、珍藏。

书稿“齐清定”后，书稿正式进入
编校流程。为节省时间，我对出版流程
进行了科学统筹，制作详细的时间表，
在保证书稿质量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经过多方努力，2024 年 9 月中
旬，书稿内文终于定稿，而封面和版式
还需进行第三轮修改，于是又进入紧急
的封面、版式等打磨过程。书稿付印
后，为达到最好的印制效果，我们又到
印刷厂看封面，调颜色，定工艺。直至
拿到样书，终于感觉尘埃落定……

编校无止境，不能盲目自信，也不
能盲目崇信。编校过程是一个熟悉与陌
生不断循环、动静结合的过程。编辑看
似对书稿熟悉了，可总有盲点，于是熟
悉之后要冷静下来，沉淀一段时间，同
时要耐得住寂寞，要不厌其烦。这虽是
一部“小书”，却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每一轮审读、编校反馈，每一轮核红、
整理，每一轮样书制作，我都要翻阅书
稿，前后 30 多遍，我不断从慢慢熟悉
书稿到感到陌生，又重新拾起，再慢慢
熟悉。即使这样，还总是会有问题出
现。6年的打磨，我可以说对内容了然
于心，每一条引用都能保证有据可依。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一部内容
与形式都堪佳的好书！

这部书，我在忐忑中接手，在虔诚中
编校，在敬畏中出版，更在自信中充满期
待。它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上游的作
者，中游的出版社相关人员、审稿专家，
下游的印制人员，后期的营销人员。

6年的坚持令我明白，只要坚持初
衷，专注于做好一件事情，不骄不躁、
不动摇，在无上限的打磨中追求极致，
那么，你就已具备了匠心。

《北京1949》
刘金田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好书需要匠心铸就
□肖琴

《合肥古代文明》以时间为序，沿着朝
代变更的脉络结集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考
古发现，以各地市古代文明陈列展的框架为
基础，通过古代文物、遗迹、故事、典籍展
现了包括合肥长丰、肥东、肥西、巢湖、庐
江地区在内的合肥古代文明发展进程和文物
所折射的历史文化。

二水合肥、南北交汇，名字的注解暗
合着合肥这座城市曲折发展的原因。在第
三章 《秦汉时期的合肥》 中 《合肥城址变
迁》 一文中，作者引述司马迁 《史记》，
解释合肥之名：即“郢 （楚国都城） 之后
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今合肥受南北
潮，皮革、鲍、木输会也”。而郦道元在

《水经注》 中写道：“盖夏水暴长，施合于
肥，故曰合肥。”合肥的发展以自然条件
为基点，与政治、经济、军事的要素交相
汇合。

沉寂无声的遗迹和文物，揭开合肥神秘
的面纱。三国古战场、南北朝时期南梁北
齐，军事重镇、政治中心的地位注定了合
肥这一片土地从不平静，历史也早就悄然
在这里深埋下文化的种子。书内展现了现代
人起源之地之一——巢县早期智人遗址、

“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
目之一——肥西三官庙夏朝遗址、神秘的战
国皇朝墓葬——巢湖北头山战国墓群、沉
睡湖底的古城——陷巢州遗址、千年未解
之谜——王乔洞石窟无头佛像等代表性遗
址和文物。书中介绍了巢湖水下迷城、斛
兵塘、王乔洞石窟佛像无头之谜、合肥北
宋包拯家族墓群等相关历史遗迹，并佐
以翔实的史料、文物考证，为合肥串联
起历史发展的进程，标注出真实可考的文
化脉络。

书中提到合肥出土的买地券，对研究各
历史时期合肥地区古代行政区划及地名变迁
有着重要意义。一般来说，买地券中基本记
载了墓主人生前住址和死后所葬之地，具有
较高的真实性。如李武的买地券中提到他是
庐州都督府合肥县永宁乡直都营人，由此可
以看出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府—县—乡—营四
级制度。

在熟悉的地点，寻找合肥的前世今生。
“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
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南宋才子
姜夔曾在合肥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如
今赤阑桥原址已无从考据，但“赤阑情
结”已深深地镌刻在合肥人的记忆中。合
肥的历史遗迹，往往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我们不知不觉间漫步而至，也许就触
发了某个历史留下的神秘之境，得以一窥合
肥的前世今生。

淮河路东段是合肥最为繁华的区域之
一，集合肥吃喝玩乐之大全。想必每个合肥
人小时候都听说过张辽横刀立马、以少胜多
的英雄事迹，更难以忘却逍遥津里令人眼花
缭乱的游乐设施和童年的快乐时光。而“教
弩台”也位于此，《合肥古代文明》中记载
了这座建筑——百姓俗称其为“曹操点将
台”，台高约5米，面积4269平方米。嘉庆

《合肥县志》载：“魏之重镇在合肥”，魏主
曹操曾四次莅临合肥，筑此高台教练强弩兵
将，以御东吴水军。

在巢湖北岸地区，岸线向北弯曲成一个
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的半岛，这个半岛区
域，历史上是合肥县和巢县的交界之处。半
岛内从北向南分布着连绵的山峦和港地，这
一地区分布着特别的传统村落，当地人称为

“九龙攒珠”。据书中记载，“九龙攒珠”型
村落和巢湖地区的江西移民密切相关，从宋
金两朝对峙时期开始，江淮地区就陷入了长
期的战争，人口逃散严重，于是明朝政府从
江西、皖南等地迁移了大量人口，他们离开
故乡，穿越长江，来到陌生的土地，开始建
设村庄。

时光镌刻在文物身上的痕迹由考古学家
探索，而合肥人代代相传的文化敬畏却烙印
于身。敬书重墨，我们从未敢忘却自己来自
何方；展望未来，生活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年
轻人会越来越多，当他们开始认识合肥并有
意识地对外传播这个城市时，首先就会激荡
起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希望
本书的出版能够让更多人系统地了解合肥的
历史，为打造更丰富更立体的合肥城市形象
尽一份薄力。

《合肥古代文明》
钱玉春 主编
安徽美术出版社

探索合肥
悠久历史文化
□金鑫

吴洲星在中国儿童文学“80 后”
作家群体中十分有代表性。她的少儿
小说创作植根于如诗如画的江南水
乡，在小桥流水、田园村舍、古镇小
城间，讲述着童年的欢欣、甜蜜、纯
真、惆怅，以及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
期，生活中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给
他们的滋养。

近年来，吴洲星将文笔拓向当下气
象万千、广阔丰厚的生活，以自己柔
美、温婉、富有生趣且具思想深度的笔
墨，书写新时代的童年故事，《幸福
里》就是她在这方面的诚挚之作。

在这部少儿小说中，作者独具匠心
地以一只猫的消失和回归为线索，贯穿
起 5 个孩子救助流浪猫、关心孤独老
人、保护历史古迹的故事，较为立体地
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童年智慧
与孩子的主体性力量。《幸福里》 将

“一条老街，穿越时光，联通古今。一
座古建筑，斗转星移，承载时光与历史
的馈赠”的内涵自然巧妙地表达出来。

因此，《幸福里》的作品特点是鲜
明的，意蕴是丰富的。

该作品用麻绳型叙事结构，讲述多
层面的城市童年生态。小说的前九章分
别讲述欧小桃、艾扬、豆瓣、浅草、灰

树这5个孩子及猫奶奶等人的故事，就
像麻绳的一股股纤维，先条分缕析地交
代了各位人物与城市生活，与内在精神
的连接，把他们的生命背景、当下情
状、性格特点等，充分描画到位，然后
将情节逐步汇拢、拧紧，形成合力抵达
作品的核心——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
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的
新时代语境下，故事中的各个人物如何
发生交集，如何在城市建设不断融入现

代元素的情景中，为保护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贡献
个体的力量。

这样写的优势在于，不仅能清晰地
塑造人物形象并布局好情节发展的脉
络，而且能多方位多层次地将当代城市
的童年生态给展现出来。在作品中，孩
子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条件。例
如，欧小桃来自以专业技术安身立命的
家庭，艾扬的父母是企业高管，豆瓣是
城市长大的孩子，浅草和灰树是乡村进
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背景各
不相同，但作者遵照孩子的天性和性格
特点进行创作，将孩子纯净美好的心
灵、充满元气和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刻
画得细腻而真实。

小说的整个背景放在安城正处于城
市升级转型的关键阶段，老旧小区在拆
建，人们在动迁，这种流动性既是一种
发展面向，也是一种变动的特征。小说
用隐喻的方式表达现代社会流动性的状
态。同时，白麓书院的保护具有特别的
意义，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它表征了传
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要保留，但也要
给现代以发展的路径，现代要发展，但
不能挤占传统的空间。现代社会的发展
要与传统相得益彰地融合在一起，在当

下及未来的时空中共存，各自发挥功能
和价值。

现代社会的良好发展，对个体而言
应该是各得其所，各有所安。我们在作
品里可以读到，猫奶奶对废墟中流浪猫
的喂养、照顾，以及她不愿搬迁的深层
原因，是她的丈夫曾经对古建筑白麓书
院的维护和修复付出了心血，还有作品
中无处不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帮
助等，都体现了人性美与人情美所展
现出来的诚挚沉稳的力量。这一股股
美好力量与纯净、阳光的童心碰撞出
了心灵的火花，激发他们以满腔的热
情去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幸福里》有现代生活律动的风景
线，也有守护文化根脉的深情“乡
愁”，是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关于
城乡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
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它与
当下的儿童文学在革命历史、英雄楷
模、地域民俗、山乡巨变、生态文明等
题材的创作，共同为少年儿童建构着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幸福里》
吴洲星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写多层面的城市童年生态
□冯臻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一
声枪响震惊世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
得奥运首金。自 1984 年起，中国运动
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留下了无数值
得铭记的经典时刻。2024年，“描绘中
国体育璀璨篇章，铭刻体育英雄励志之
路”的中国奥运首金 40 周年献礼之作

《中国骄傲》应运而生。
在内容创作层面，《中国骄傲》由

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主编，张洪波、
李西岳、陈怀国、杨海蒂等多位知名作
家担任编委；由中国奥运首金获得者、
射击运动员许海峰，4枚奥运金牌获得
者、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以及高敏、
邓琳琳、傅海峰、焦刘洋、丁宁、魏秋
月、赵帅、郑姝音、徐梦桃等 10 余位
奥运冠军担任特邀顾问、推荐官；还邀
请国际体育裁判、国家级教练员和运动
员，以及国内各大体育院校的专业教授
担任特邀专家，审读文稿，共同为内容
把关。

在框架结构层面，《中国骄傲》共
分为《中国女排》《中国乒乓》《中国跳
水》《中国田径》《中国射击》《中国游泳》

《中国体操》《中国羽毛球》《中国时刻》
《中国冬奥》10册，用超过60个章节、超
过30万文字、140多个动人故事、600余
页生动图文，描绘中国体育健儿的奥运

征程以及在赛场上争金夺银的精彩瞬
间。每一册都以精彩瞬间为线索，串联
起中国体育不同项目的辉煌历程，呈现
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体育画卷。

在呈现形式层面，《中国骄傲》采
用文字与绘画相结合的方式，以青少年
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文风，图文并茂地重
现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每册除了主体
部分对体育英雄故事的讲述，还有文前
对应项目的综述和卷首语，以及文后奥
运英雄谱、项目小百科等板块，不仅能

让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丰富知识，还
能让他们感受榜样的力量，培养拼搏的
精神和勇敢面对困难、永不言败的意志
品质，强身心、健体魄，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此外，该书还赠送许海峰和邓亚
萍写给读者的专属推荐信，以及5张手
绘贴纸和 10 张项目书签，大大增加了
阅读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在叙事主题层面，《中国骄傲》通
过对中国优秀运动员英雄故事的讲述，
展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
揭示了不同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脉络，
填补了体育文化传播领域的部分空白。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
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中国骄傲》 一书以独特的体育视角、
生动的细节刻画以及跨时代的综合呈
现，讲述中国体育故事、传递中国体
育精神，其对于中国体育发展的意
义，正如许海峰先生在推荐信中所
说：“让中国体育健儿书写的绚烂奋斗
史，走进每一位读者的精神世界，播
下中国体育强国梦的种子，为中国体
育带来璀璨的未来。”

在精神内核层面，《中国骄傲》立
足于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高度，回顾
自 1984 年夺得奥运首金以来，中国体
育健儿克服万难、突破自我、铸就辉煌

的荣耀时刻，展现了他们对体育事业的
无限热爱、对体育精神的执着坚守。书
中那些紧张刺激的比赛、激动人心的胜
利、虽败犹荣的坚持，无不让人动容。
从艰难起步到屡创佳绩，这 40 年的风
雨兼程，是中国体育人不畏艰险、勇往
直前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勇于攀登精神的生动体现。《中国
骄傲》不仅是一套记录中国体育辉煌历
程的图书，更是一首颂扬中华民族精神
与文化的赞歌，对于加强奥林匹克精神
与中华体育精神教育，厚植爱国情怀，
具有积极作用。透过这套书，读者能够
感受到运动员们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
的崇高使命感。

自问世以来，《中国骄傲》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成为广大
读者了解中国体育历史、感受中国体育
精神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提升民族自豪
感、激发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的重要载
体。《中国骄傲》入选2024年7月“中
国好书”，这正是对该书出版价值的极
大肯定。希望《中国骄傲》的每一位读
者，都能从这套书中汲取力量，成为自
己人生赛场上的“奥运冠军”。

《中国骄傲》
柳建伟 主编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描绘中国体育璀璨篇章
□马彰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