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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无垠的天际，每一架飞机都
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它们以坚定
的轨迹划破长空，那是人类智慧与勇气
的熠熠光辉。而在这众多的星辰之中，
C919是一颗尤为耀眼的明星，在中国
航空工业的天空中闪耀着自主创新的璀
璨光芒。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大型客
机，C919的问世无疑是中国航空史上
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它不仅
是中国航空工业多年沉淀与积累的结
晶，更是国家意志与民族梦想的完美诠
释。广东教育出版社的 《国家名片
C919》 一书，以深邃的思想、流畅的
语言和丰富的史料，将这一伟大工程的
壮丽画卷徐徐展开，引领我们走进一个
充满梦想与奋斗的世界。

开篇之际，作者詹东新便以一种宏
大的历史视角，带我们穿越时空的长
河，回望中国航空工业那曲折而又充满
希望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艰难起步，
到逐渐积累经验，再到C919项目的坚
定立项，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航空人的
心血与汗水。这不仅是一场技术追赶的
旅程，更是一次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
觉醒。

本书紧紧围绕C919大型客机的发
展历程展开，如同一条精心编织的线
索，将制造阶段的精心策划、试验过程
的严谨细致、试飞挑战的惊心动魄，直
至适航取证的严格把关等每个关键环节
巧妙地串联起来。每一章节都如同独立
成篇的画卷，既保持了内容的流畅连
贯，又赋予了读者自由探索的空间。

作者深入设计团队，通过与设计师
吴光辉及各位工程师的对话，不仅介绍
了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更深刻地探讨
了设计理念背后的哲学思考。这种在传
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寻找最佳平
衡点的智慧，正是工匠精神的深情诠
释。它让我们明白，只有不断创新与传
承，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面对现实的困难与挑战，中国航空
人从未退缩。无论是技术瓶颈还是极端
天气，他们始终以永不放弃的精神迎难

而上、攻坚克难、勇攀世界科技高峰。作
者以细腻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试飞员、
试飞工程师以及地面保障人员紧张而有
序的工作场景。从首飞前的紧张筹备，到
各种极端条件下的飞行测试，再到面对
突发状况的冷静应对，每一次成功或失
败都承载着航空人的汗水与泪水。

《国家名片C919》不仅是一部关于
C919大飞机的发展史，更是一部刻画
中国航空人群像的文学著作。书中通过
采访中国商飞、中航西飞、洪都航
空、中航试飞院等单位的代表性人物
获取了无比珍贵的一手资料，聆听他
们的感人故事与真实心声，构建了一
幅幅鲜活的人物群像。这些平凡而伟
大的航空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永
不放弃、寻优勇进”的大国工匠精神。

C919 的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航
空工业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更
是中国科技强国战略的生动实践。它提
升了中国在全球航空产业链中的地位，
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讲述了一个关
于创新、合作与共赢的中国故事。

《国家名片 C919》 是一部感人至
深、振奋人心的作品。它启示我们：只
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就没有什么是
不可能的。这本书既是对过去辉煌成就
的记录，更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许，
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航空事业、热爱科
技创新的读者细细品味。

《国家名片C919》

讲述中国航空人大国工匠精神
□陈仓

图书馆学学术与教育的发展，需
要完善的图书馆学史作为支撑。然
而，一直尚无一部能够全面系统反映
和总结中国图书馆学产生、发展历史
的学术史专著问世，这限制着中国图
书馆学发展，使得中国图书馆学学科
建设与专业教育都缺失了重要的一
环。由王余光教授领衔主编、安徽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图书馆学
史》 填补了图书馆学史研究上的空
白，对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学科发
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本书共分
十卷，前五卷为绪论和古代图书馆学
史，后五卷则以专题形式，聚焦民国图
书馆学的发展，从时间跨度上看，本书
涵盖自先秦至民国两千余年图书馆学思
想的变迁；从内容广度上看，本书不仅
对历朝历代的藏书学、文献学等古代学
术传统加以总结，还探讨自民国时期从
西方引进的现代图书馆学，并讨论二者
在民国时期的碰撞与融合，内容全面，
论说精当。

对中国图书馆学内涵的认识，直接
决定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范围与书
写方式。因此，“中国图书馆学的概念”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否成立”是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史时永远无法回避的两
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在全面回顾了
前人观点后，该书提出“从学术史的

维度，中国图书馆学是在我国古代藏书
文化的哺育下，在充分吸收西方图书馆
学理论的基础上得以最终确立的”。从而
确认了中国的图书馆学，既包括中国古
代关于藏书整理和管理的学问，也包括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引入及其本土化的过
程。这一基本观点，贯穿了全书始终。
以此为基础，该书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的内容进行了梳理，指出“在古代藏书
活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
理论、方法，可以被称为古代图书馆
学，同样也是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的重
要内容”，构成了古代各时期图书馆学
史的内容框架。

此外，对清末至民国图书馆学开展
详尽研究，也是本书的特色与亮点之

一。基于中国藏书学、校雠学学术
传统的古代图书馆学，与西方舶来
的现代图书馆学的碰撞与交融，构
成了民国图书馆学的双重底色。如
何取二者之所长，找到适合当时中
国社会的图书馆学，是时人密切关
注并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为准确
描绘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的学术全
貌，本书以近乎一半的内容书写民
国图书馆学史，对“民国图书馆学
史书写”这一隐而未发的重要问题
予以充分回应。值得注意的是，本
书编排民国图书馆学史的体例亦颇

有特点。在从理论、教育与学术团体三
方面分别叙述后，又为民国图书馆学人
与文献学人立传，总结其学术成就与学
术影响，面面俱到地把握民国图书馆学
发展的各个方面，有利于客观地描述历
史情况，并予以准确的历史评价。

总之，《中国图书馆学史》 不仅以
其全面的历史脉络梳理，深刻揭示了中
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同时在理论层
面上的探讨，也为学界明确了研究方
向。它不仅填补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缺少
全面系统反映和总结中国图书馆学产
生、发展历史的学术史专著的空白，为
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体系化奠定理论基
础，还将成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图书馆学史》

填补图书馆学史研究空白
□靳浩然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地方以非凡
的成就和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时代的璀
璨明珠。昆山，便是这些璀璨明珠中独特
而闪亮的一颗。从当年苏州下辖县（市）
的“小六子”，到如今连续 20 年昂然屹立
于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这一路走来的风
雨历程，值得被书写、被记录。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多次深入
昆山实地采访，采访对象从昆山之路的拓
荒者、领路人吴克铨、宣炳龙等老一辈开
发人，到新一届市委、市政府领导，从在昆
山成长起来的一个个企业家，到世代生活
于昆山这片土地的平凡百姓，何建明从不
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物视角出发，以细
腻的笔触和翔实的资料，通过丰富的叙事
和深入的剖析，写成了《昆山景象》一书，
展现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昆山奇迹。

《昆山景象》一书由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抓住昆山发展的几个
关键节点，详细记录了昆山从默默无闻
的小县城到中国县域经济巅峰的蜕变过
程。如书写“昆山之路”发展史上的第
一个重要节点，作者将时光追溯至1984
年吴克铨当选昆山县县长。成为县长之
后的吴克铨，面对资源匮乏、工业基础
薄弱的小昆山、穷昆山，果敢而坚定地
迈出了“自费开发区”的第一步。这一

创举不仅展现了昆山人的胆识与智慧，
更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优
化等一系列措施，昆山经济开发区迅速
崛起，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再如
写台资企业的“昆山现象”，作者从第一
家台资企业落户昆山写起，写到成百上
千家台资企业在昆山扎根成长，昆山成
为台商投资的热土。而随着时代发展，
已经处在县域经济巅峰的昆山没有满足
于现状，而是不断追求创新与突破，引
进高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从高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各类园区的规划
与建设，不仅为昆山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更成为了昆山对外展示
的重要窗口。

在描绘30多年来昆山发展的方方面
面时，作者一方面以“数据说话”，用精
准的数字展现昆山发展的实绩，一方
面，更以激情澎湃、汪洋恣肆的诗意语
言，极富现场感地再现了昆山发展过程
中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塑造了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更是不乏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作者在
讲述昆山发展的同时，也融入了深厚的
情感。无论是对昆山人的敬佩与赞叹，
还是对昆山未来的期待，都透露出作者
的真挚情感。

昆山的崛起，是一部活生生的奋斗
史，它告诉我们：在追梦的路上，唯有
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方能开创属于自
己的辉煌篇章。而昆山，正是以这样一
种精神，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成为
县域经济发展的璀璨明珠。《昆山景
象》不仅仅是一部记录这一发展历程的
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远价值意义的现
实教材。它让我们看到了县域经济发展
的无限可能，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
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更让我们看到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宝贵精神。

《昆山景象》

书写县域经济发展的无限可能
□牟盛洁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知识界
不懈探索和思考，逐步积累而成的中华
民族复兴思想，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出
版的郑大华教授新著《中华民族复兴思
想通论 （1840-1949）》，呈现了中华
民族复兴思想演进的脉络和样态，从思
想维度诠释了国人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向
往和追求。全书 50 万字，同时列入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和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选题。通读全书，具有4个方面
的显著特点。

一是凸显领袖人物民族复兴思想的
先导作用和历史地位。思想是因人而产
生、因人而存在的，特别是领袖人物的
思想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最大、影响最
深。在探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
中，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开民族复
兴思想的先河，视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
的根本保证；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
创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对
民族复兴道路作出了选择；毛泽东对于
民族复兴的内涵、进程、路径进行了深
入思考和设计，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通
论》对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的中华
民族复兴思想进行了具体考察，体现了
中国革命先行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中华民族复兴问
题探索的先导作用。

二是纵向历史考察与横向专题研究
相结合。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生成和演
进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民族危机加剧
之时，往往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勃发之
时。《通论》 重点考察了甲午战争前
后、五四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
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兴起和演
进，初步勾勒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萌
发、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了时
代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演进的内在
关系。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讨论最多的问题。

《通论》再现了民族复兴背景下中国学
术界的讨论和贡献，马克思主义学派发
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以及“文艺的
民族形式”的提出和讨论，蕴含通过学
术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旨趣。这些专题

研究，拓展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的
空间，阐释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深刻
学理和哲理。

三是史料发掘和史论创新相结合。
思想史的本质是思想生成、思想演进的
历史，研究思想史首先要发掘和占有丰
富史料，基于史料才能对思想作出客观
分析和评断，否则只能是空泛之谈，难
以形成有说服力的论著。《通论》发掘
了大量学术界关注较少的报刊史料，并
再现了七七事变后“民族复兴节”的设
立和纪念，这是以往学术界尚未关注的
历史事实和历史细节。同时，基于历史
文献，《通论》对近代以来各时期、各
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进行客观评价，将
思想呈现与思想阐释、思想评价结合起
来，增强了全书的学术性和学理性。

四是历史意识和现实关切相结合。
历史、现在、未来是相通的，研究历史
的目的在于观照现实、启迪未来。进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上实践进程，进一步达成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在此背
景下，选择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行研
究，体现了历史意识和现实关切的有机
结合。《通论》 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从赶超西方到中国梦、从“四个现
代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

“两步走”到“三步走”再到“两个一
百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四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复
兴思想的承接、创新和发展进行了简要
梳理，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实现了
近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贯通。

《中华民族复兴思想通论（1840-1949）》

多维阐释国人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向往追求
□陈金龙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贾母带着
刘姥姥等人游大观园。到了拢翠庵时，
妙玉烹茶奉上。贾母见状，说道：“我不
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
君眉。”读到这里，不少细心的读者都有
个疑问：妙玉是怎么知道贾母不吃六安
茶的？此前的种种猜测，在文本中并无
直接或间接的依据，自然都难以站住脚。

而在著名红学家、央视1987年版电
视剧《红楼梦》编剧周岭的新著《〈红
楼梦〉中的饭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
给出了更确切、更合理的答案。原来，
六安茶茶性凉，不适于老年人饮用。贾
母从养生角度考虑，自然不吃六安茶。
妙玉是大家小姐出身，见多识广，了解
六安茶的茶性，自然不会以此招待贾
母，而是奉上了茶性偏暖的老白茶。

这种严谨理性的态度，探案般抽丝
剥茧的思路，在 《〈红楼梦〉 中的饭
局》里随处可见。该书从接地气的家长
里短、一饮一馔切入，来讲《红楼梦》中的
人物、情节，分析小说独特、高妙的叙事方
法和技巧，以及那些意在言外的人生哲
理，同时将视野投向广阔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正如周岭所言，不少人觉得《红楼
梦》是大部头，啃不动，“从饮食文化这条
路进去，从吃喝玩乐这条路进去，你一定
会觉得非常有趣”“通过《红楼梦》能够增

长不少的知识，尤其是能够了解很多今天
已经消失了的古代生活常态”。

与之类似的，还有乌进孝交租单子
上琳琅满目的南北食材（据此，贾府的庄
田似乎是个忽南忽北的奇特所在）、贾府
南北融合的日常饮食习惯等。周岭认
为，曹雪芹以真实可感的细节、指东说西
的写法，营造出一种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的艺术氛围，模糊了故事发生的时空，呼
应了无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可考的创作
原则，不知不觉地，带读者入梦，再推读
者出梦。

众所周知，《红楼梦》作为一部脍炙人
口的文学名著，不以波澜壮阔的场景、曲
折离奇的情节取胜，而是把日常生活写得
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周岭对小说中一些
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予以特别关注，在新著
里进行了中肯评析。让人印象最深的，是
通过文本提示，掷骰子的点数，不厌其烦
地一步步理清了怡红夜宴的座次。16个
人，一个挨一个坐着，占花名时有条不
紊。这就是细节真实的魅力。此前，笔者
读到这段情节时，常常会觉得冗长，干脆
跳过去，现在想来实在可惜。这一点，用
周岭的话说，便是“好比入得宝山，却空
手而归”。

腊肉、秋油、蟹酿橙、碧粳米、开
水白菜、糟鹅掌鸭信、风腌果子狸、酸
笋鸡皮汤等，有的是小说中出现的食
物，有的由相关文本延展出来，同样唤
醒了读者挑剔的味蕾。汉武帝开创了中
国第一个葡萄酒庄、晋兖州刺史沛国宋
处宗与鸡聊天学问日增、北宋文学家范
镇曾在荼蘼架下待客饮酒、八仙中的曹
国舅是曹雪芹的祖先、明末清初戏剧家
李渔一生嗜蟹如命、乾隆皇帝曾用小银
斗称量天下名泉……这诸多有趣的轶事
传说，点缀在 《〈红楼梦〉 中的饭局》
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撷英拾萃，
写出了更宽广、更精彩的生活和世界。

《〈红楼梦〉中的饭局》

从饮食入手 品红楼滋味
□李姝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