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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用广远视界还原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阔特质，是站在
中 国 立 场 书 写 人 类 文 明 史 的 成 功 尝
试，以整体与联系的方法加深中国和
世界关系的认知，为解析全球大变局下
的中国文明实践与主张提供叙事视角和
思考维度。

本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用世界文明史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华文明史“共写”世界文明。现代
化推动原本分散的各国历史逐渐融合为
统一的世界史，人类文明实现跃升。西
方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地曾经起
到引领的作用，迅速拉大了与其他文明
的差距。但这种差异被西方文明上升到
了文明冲突层面。中国学人的使命之
一，就在于摒弃西方文明史存在的刻板
与“前有”，展现一种平和清新的文明形
态。本书站在中国立场，既不封闭又不
失焦，细致梳理中华文明作为原创文明
的独特贡献，以及其如何吸收、融合其
他文明的优秀元素，揭示了文明之间的
交流与互鉴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
动力。

二是用宏大叙事讲透文明主线，用

微观事件讲深文明进程与走向。宏大叙
事是对文明特质的符合与还原，能够清
晰显现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和规
律。微观事件是历史必然所依赖实现的
鲜活案例。历史深层次的原因和趋向，
常常由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反映出来。
通过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灵活切换与融
合，全书呈现富有动态感的叙事，让

“文明”这一颇具挑战的话题变得生动清
晰，把重大事件贯穿于文明演进脉络。

三是用通俗语言讲清历史事实，用
历史事实反映文明的价值主张。历史事
实的映现和解读意在传达主体的价值主
张和核心理念。文明本身即人类演进过
程中积淀的积极成果，有助于人性、人
类、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代
表了人类智能与文化的先进状态和方
面，蕴含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价值取
向。本书注重揭示历史背后的“道理”，
通过历史事实的娓娓道来，让事实鲜活
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而让读者进一步认
清：要改变世界的乱象，必须树立新文
明观，探索超越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的人类新文明。本书通俗明快的语言更
是增强了可读性和吸引力，又针对概
念、文辞、理念进行了仔细探讨和精炼
概述，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并接受文明
新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必将随
着中国实践而不断推进。《大历史观下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用史实、道理和通俗
的语言展开了中国立场上人类文明前景
的精彩画卷，以清新的文本呈现，还原
文明自身具有的广远特质。相信阅读本
书后，读者不难找到中国自信的根由与
底气。

《大历史观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用广远视界找寻中国自信的根由
□范嘉祥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了丰
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也是民族精神和
情感的表达方式，其美学特征鲜明，极
具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是
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贵州有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民
族民间 （原生态） 音乐文化，它不仅体
现了贵州各民族的智慧，也是贵州各民
族和睦共处的真实写照。《中国少数民族
民间音乐经典系列·贵州卷》（贵州民族
出版社） 的问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
化思想以及贵州省委提出的“四大文化
工程”项目建设的具体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经典系列”
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2024年度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
工程精品出版项目、国家民族文字出版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贵州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丛书第一
辑包括《苗族民歌》《布依族八音坐唱》

《侗族民歌》《彝族民歌》4种，产品形态
为 纸 质 图 书 配 二 维 码 收 听 （看） 音
（视）频的有声读物。

丛书精选了贵州 4 个少数民族代表

性的经典曲目，其中包括苗族民间歌曲
18首、布依族八音坐唱17首、侗族民间
歌曲18首、彝族民间歌曲18首，内容包
含苗族的飞歌、游方歌、酒歌、多声部
情歌，侗族大歌、琵琶歌，布依族八音
坐唱，彝族情歌、婚嫁歌等，较全面地
展示了这几个民族的生活画卷。通过民
间歌手的演唱音 （视） 频，以汉语、本
民族语言和英语对照的形式，配上曲

谱，使读者既能聆听又能观看，同时以
独具创意的“闻声寄语”专栏，解读其
文化内涵，汇集成了这套精美的“中国
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经典系列”。既有把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传下去”之情，更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之
意。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
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

这是一套反映我国各民族文化特征
和共同价值追求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经
典丛书，是体现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
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理念，展现民族音乐中的历史传统、文
化积淀和审美风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重大出版项目。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它
的姊妹篇，听到更多、更美妙的贵州声
音和中国声音，了解更多、更深的中华
文化之根。让我们共同聆听经典，用心
感受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让这些
臻美乐章永远奏响在时代的舞台上，赓
续传承。让我们沉浸在这曼妙的音乐世
界里，倾听中华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
触摸中华文化的脉络，传承和弘扬这宝
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经典系列·贵州卷》

歌声铺展多彩民族生活画卷
□凌永忠

在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中，古诗词
犹如瑰丽的明珠，熠熠生辉。浙江，这
片古老的土地孕育了无数文坛巨匠，人
文荟萃，英才辈出。在这里，诞生了无
数流传千古的诗词佳作，构筑了浙东唐
诗之路等四条风雅传诵的诗歌之路，成
为我们今天挖掘浙江文化资源、增强乡
邦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因此，全面梳
理浙江诗词，精选成书，借此培养乡土
情怀，增进地方建设，在今日显得尤为
重要，这正是“诗话浙江”丛书 （浙江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初衷。

丛书按照浙江 11 个 地 市 分 为 11
册，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浙江山水人
文图卷，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光、民俗
人情、历史脉络、人文精神，无不纤毫
毕露。

从入选作者来看，他们有的生于
斯、长于斯，如陆游、王阳明、龚自
珍；有的在浙江为官，如苏轼、汤显
祖、阮元；有的来浙江旅游、寓居，如
李白、李清照、纪昀。这些作者，上到
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下到
地方上小有名气的骚人墨客，可以说，
丛书收罗了浙江历史上大部分的“闪光
人物”。

从篇目内容来看，这些作品有的吟
唱浙江的山川风土和名胜古迹，能看到
西湖的旖旎、仙都山的奇秀、兰亭的风
流蕴藉、八咏楼的恢宏壮阔；有的记录
浙江各地极具特色的物产和民情，温州
婚礼坐筵的奇特习俗、嘉兴采莲棹歌的
骀荡风情，跃然纸上；有的揭橥浙江各
地在学术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如台州为

天台宗祖庭所在，湖州为茶圣陆羽置园
之地，衢州为南孔发源之所，三者在各
自的领域举足轻重；有的反映浙江境内
的重大历史事件，抗清义士张煌言的慷
慨悲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贝青乔的悲
怆行吟，仿佛萦绕耳边。

合而观之，丛书全面反映了浙江历
史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浙江文化的丰富
多姿。从山水田园到社会生活，从个人
情感到政治抱负，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
丛书的内容，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
了解浙江文化的平台。

丛书所选的诗词名篇，不仅以其艺
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吸引着我们，更以其
历史意义和人文精神启迪着我们。这些
诗词名篇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传
承，是情感的抒发，也是思想的碰撞。
每一首作品都是一扇窗，透过窗口，我
们能够窥见过去，连接未来。

这些名篇固然是浙江的，同时又是

超越浙江的。
在潘阆的笔下，“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酒泉子》），如同
一幅生动的画卷，不仅描绘了钱塘江上
那些勇敢的弄潮儿与波涛搏斗的壮观
场面，更蕴含了一种超越地域的精神
象征。这不仅仅是对浙江儿女搏击风
浪、勇往直前的形象写照，更是对人
类面对挑战、不惧风险、勇于探索的
生动诠释。

同样的，诸如辛弃疾的“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青玉案·元夕》），陆游的“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
山西村》），我们也不必将诗句局限在
杭州、绍兴，二者都具有更普适的哲学
意义。

暂且放慢匆匆的步伐，轻启“诗话
浙江”的篇章，沿着古人的足迹，缓缓
步入那片跨越千年的诗意天地。在这
里，每一次翻页都是心灵的远行，每一
次沉思都是文化的沐浴。“诗话浙江”丛
书，如同一处秘境，以其深邃的内涵和
独特的韵味，静候每一位对文化充满热
爱、对生活充满激情的旅人。

丛书不仅引领我们穿梭于浙江的山
水之间，更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
去触摸那些被岁月雕琢的文化瑰宝。在
这片诗意盎然的土地上，每一行诗句都
如同一串串珍珠，串联起浙江的过去与
未来，每一处风景都如同一幅幅画卷，
展现着浙江的自然与人文。这不仅是一
次心灵的漫步，更是一次灵魂的觉醒，
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追问。

“诗话浙江”丛书

诗韵流芳读浙江
□曾拓

深受美术界和社会敬重的常沙娜先
生，是在百年来中国美术历程中作出卓
越贡献的一位伟大女性。作为著名美术
家和美术教育家，她年逾九旬的艺术
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历经苦难磨砺而
绽放着绚烂的华彩。她在敦煌艺术的
研究与传播、绘画与装饰设计艺术的
创新和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的教育教
学等方面长期勤奋耕耘，成果丰厚，
影响深远。

《常沙娜艺术大系》（六卷本）是常
沙娜先生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大成果。
其中，《常沙娜艺术大系：绘画卷 （敦
煌）》（中国青年出版社） 是其中的第
一卷。此卷收集常沙娜先生临摹敦煌壁
画作品全面，有38幅是首次公开出版。

“沙娜”在法文中是河流的名字，
但在中文语境中，自然会令人联想到

“沙漠里的婀娜多姿”。也许是命运奇妙
的安排，促使常沙娜先生跟随父亲常书
鸿先生从欧洲归来，走进了大漠深处，
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在极端艰苦的
现实条件中感受最纯粹的艺术熏染，将
守护和弘扬至美的敦煌艺术瑰宝作为一
生志业。精美绝伦的洞窟、栩栩如生的
彩塑、变幻传神的壁画，在贴近艺术原
作的穿行中，她吸吮着敦煌艺术的养
分，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把握，从临
摹转化为创作，在领会敦煌艺术神韵中
研究敦煌艺术造型体系。之后她赴美留
学，接受西方正规绘画造型训练，归国
后走入工艺美学领域，从此以敦煌艺术
为源头活水，形成了独具东方意蕴的敦
煌艺术的世界性设计阐释与转换创造，
彰显出独立的学术思路和中国艺术精神
的时代新质。

纵观常沙娜先生的敦煌壁画临摹，
其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对敦煌艺术之美
的深入研究与整体运用。常沙娜先生自
少时就追随父亲扎根敦煌，在临摹敦煌
壁画的训练中开启了艺术初程。她系统
临摹了北魏至宋元各时代代表洞窟的重
点壁画，从而准确把握了历代壁画的创
作背景和风格样貌。从她14岁临摹的

《文殊变》那流畅有力的线条、交叠复
杂的结构造型和丰富充实的细节中可
以看到，对敦煌艺术的临摹经历与深
入体验造就了她扎实的造型功力，那
是敦煌石窟艺术美学风范对她的启蒙
与滋养。

《常沙娜艺术大系：绘画卷 （敦

煌）》 内容丰厚、史料翔实，把卷细
读，十分动人心魄。

该书的出版有利于继承和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长达 80 年的艺术生
涯中，常沙娜先生将敦煌艺术融入自身
创造血液，以纯粹的艺术心灵、高雅
的艺术格调和崇高的艺术信念，形成
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她坚守中国
文化主体和本体的文化自觉。该书的
出版将有助于中国美术界同道和社会
公众认识她对弘扬与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研究她
的创造精神。

敦煌造就了常沙娜先生，常先生也
用一生讲述着敦煌的故事。从少年临摹
壁画开始，到将敦煌艺术元素与神韵进
行创新转化，再到继承父亲遗志，把守
护与传播敦煌艺术作为毕生追求，她的
故事是“守正创新”“融合创新”的最
好诠释。她以坚定的文化志向与主体意
识开一代设计之风气，在中西艺术的交
锋处探寻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新面貌，
在学理的方法论上成为一个时代的标
志。她继承传统又转化传统，放眼世界
而坚持自主创新，倾其一生探索中国现
代工艺美术设计语言的本土价值，并将
创作理念应用到设计教育中，对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设计和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
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常沙娜艺术大系：绘画卷 （敦
煌）》引人入胜，全面呈现常先生的杰
出创造，更激发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坚
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
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常沙娜艺术大系：绘画卷（敦煌）》

揭开传统东方意蕴新面纱
□范迪安

杜甫一生居处无定，生河南、游齐
赵、旅京华、客两川、旅夔州，每个时
期均有相定数量的诗作。无论后人对他
不同时期的作品如何品评，大抵都非常
重视其入蜀之后的诗，如清黄子云所
言：“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
盖公于是时学力犹未醇厚。至入蜀后，
方臻圣域。”

杜甫公元759年入蜀，至765年离
开，共作诗400余首，约占其作品总数
的三分之一。入蜀之后，杜甫在成都停
留时间最长，写作的与成都相关的诗也
最多，总数超过200首。阿来一直在研
究杜甫，在《阿来讲杜甫成都诗》（四
川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梳理了杜甫成都
诗的方方面面，入蜀的过程、草堂的建
设、成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这一
时期的生活和交游、人间的情谊与寒
暖、对内心世界和苍生黎民的观照……
基于对杜诗的总体研读，阿来认为，杜
甫成都时期的诗，“显现他的情趣与胸
怀，显现他‘集大成’的诗向更多样、
更深沉、更成熟转变”。

杜甫跟成都，几乎是互相成就。李
长祥云：“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
山水，得少陵诗吐气。”《阿来讲杜甫成
都诗》不仅写到了成都诗中略显陌生的
杜甫，还强调了杜甫这一时期诗中鲜明
的成都形象。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观
察者，尤其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
杜甫乍至成都，就意识到这里与自己久
居的中原和刚刚离开的甘肃不同，有别
样的人情风物，所谓“我行山川异，忽
在天一方”。随着草堂营建成功，诸多
诗作开始问世，成都久远的历史和日常
的景致，陆续出现在杜甫笔下。如今，
随着时间推进，杜甫笔下的成都风雨和
大地，都变成了现在成都形象的一部
分，就像阿来所说，“没有杜诗，我们
几乎无法描摹成都，没有杜甫，我们也
几乎无法歌颂成都”。

更重要的，或许还不是杜甫写出了
成都，而是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成
都。书中，阿来数次提到杜甫成都诗的
新意。在诗歌描绘自然景象的历史上，

杜甫第一次脱离了传统山水和农家生
活，成为“写成都田园风光的第一
人”；在成都的特征辨识上，“杜甫反复
地写成都的江和雨，于是千年之后，人
们书写、言说、品味成都江景和雨景，
就不能不受杜甫那些诗歌的深远影
响”；在个人生活的展示上，“过去无非
就是文人惆怅，咏怀古迹，而用诗描写
个人的、众生的真实生活，这个任务，
是由杜甫完成的”。在世间留下痕迹的
写作，没有一次不是伟大的创造。现在
成都文化形象的一部分，进而言之，整
个中国文化形象的一部分，就是杜甫创
造出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这本书，杜甫
成都诗会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乾
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在时空中游
目骋怀的人，注重的或许不是什么评
价，而是阿来最末一讲提到的哈罗德·
布鲁姆所言的“不懈”：“危难时，坚忍
不拔是不懈；安定时，发现事物、生活
和人性之美也是不懈。”那个毕生关注
着时事的杜甫是不懈的，那个创造了成
都形象的杜甫是不懈的，这个讲述着杜
甫成都诗的阿来也是不懈的——“繁枝
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如
此，文化传承的花朵即使凋谢，也会重
新盛开。

《阿来讲杜甫成都诗》

嫩叶商量细细开
□黄德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