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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为祖国深潜——“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湖北科学技
术出版社）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本融媒
体读物制作时间跨度长达7年之久，经
过多次大修，由责编团队精心打磨，并且
续签了一次合同，其中的曲折与艰辛，令
人感慨。我们被黄旭华院士可歌可泣的
人物故事所感染，也被他忠诚、担当、创
新、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所感召，出版过程
中的几点体会值得分享。

黄旭华是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一生所获荣誉无数。他早年求学之
路坎坷，投身核潜艇研制工作后，为保
密隐姓埋名，彻底与家人断绝联系。我
们被他这种矢志报国的科学家精神深深
感动，决定策划出版一本以他的事迹为
题材、符合“中国梦”主题教育并适合
青少年阅读的普及读物。

在查找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
现《誓言无声铸重器——黄旭华传》这
本书影响力很大。经过多方努力，我们
找到本书作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档案学专家王艳明先生，请他
担任《为祖国深潜》一书的作者。2018
年，作者王艳明与策划编辑罗萍拜访黄
旭华院士，《为祖国深潜》的出版工作
同时得到了黄院士本人的首肯和支持。

2019 年底，出版社按照重大选题
备案规定提交《为祖国深潜》相关材料

时，新冠病毒肆虐，本书的出版工作就
此搁置。直到 2023 年底，本书才获准
出版。自 2017 年黄旭华院士的第一本
传记出版后，有关他的书籍陆续面世。
为了避免雷同，更为了凸显与诠释《为
祖国深潜》的出版主旨，我们与作者多
次商讨，精心打磨，这个图文并茂、印
制精美的融媒体版本才得以呈现。

构思这个选题时，责编团队面临几
重挑战：如何将高度专业化的潜艇技术
转化为大众叙事以保证本书的可读性？
如何突破军工题材的保密壁垒并保证本
书的权威性？

在保证本书的可读性方面，我们做
了如下工作。

真实记录，还原历史。本书以纪实
的手法，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核潜艇事业
发展的历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
者通过深入采访黄旭华院士及其他参与
核潜艇研发的亲历者，收集了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将这些珍贵的历史片段一一
呈现在读者面前。从项目的立项背景、
研发过程中的艰难探索，到每一次关键
试验的细节，书中都进行了翔实而准确
的描述。

立体塑造，人物鲜活。本书成功地
塑造了以黄旭华院士为核心的一大批科
研工作者的鲜活形象，让读者能够全
面、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
风貌。作者从多个角度对人物进行刻
画，不仅展现了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卓
越成就和高尚品质，还描写了他们在生
活中的点滴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丰满。

在保证本书内容的权威性方面，我
们做了如下工作。

作者权威性方面，王艳明教授对黄
旭华院士及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历史
的研究已十余载，积累了丰富而系统的
第一手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堪为国内
研究黄旭华院士最早、最系统、最权威
的学者。他先后承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

表彰工作委员会、国家科技历史文化工
程关于黄旭华学术档案资料采集，以及
黄旭华口述史采集项目工作，并参与多
项新媒体制作及影视创作项目，如重大
现实题材剧 《功勋》 中 《黄旭华的深
潜》单元的策划与编剧工作。

黄旭华是研制核潜艇的科学家，出
版他的传记，难免涉及党史、军史方面
的内容。为了确保书稿的内容合规矩，
责编办理了重大选题备案审批手续，并
请相关领域专家对书稿内容进行了严格
把关。

《为祖国深潜》自面世以来，在市场
影响力方面获得了强烈反响。本书被湖
北省委宣传部评为“湖北省2025年主题
出版重点选题项目”。在湖北省2025年
全民读书月暨第十届长江读书节启动仪
式上，省委书记王忠林向全省干部群众
推荐了4本好书，本书荣列其中。

自2025年4月以来，本书举办的系
列宣传活动掀起持续热潮。7场线上线
下新书分享会，走进政府机关、书店卖
场、监狱，反响强烈。

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
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寄语，它将以黄旭华
院士的榜样力量，激励新一代科技工作
者勇攀高峰，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为祖国深潜——“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

7年打磨终成精品
□王璐 罗萍

在地方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当下，
《广东简史》（广东教育出版社）犹如一
颗珍珠，为深入了解广东地区的历史变
迁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这部由李
宜航等学者精心撰写的著作，是广东省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重大项目的
成果，凝聚了学界的智慧和心血，以其
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展
现了广东从远古至今的历史画卷。

《广东简史》全方位呈现广东历史
发展的风貌。在时间维度，连贯古
今，追溯历史源头。《广东简史》在时
间跨度上堪称宏大，从旧石器时代早
期“最早的广东人”在磨刀山开启文
明之门，到当代广东在新时代的发展
浪潮中奋勇前行，完整地勾勒出广东
数十万年的历史脉络。在空间维度
上，能够凸显地域，展现多元融合之
姿。本书深入挖掘了百越史前文明遗
存等根基，生动描绘了本土文化与中
原文化、海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
领域维度上，该书涵盖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
域，对广东历史进行了全方位、深层
次的剖析。如在政治上，详细阐述各朝
代在广东的行政建置、政治制度演变。
在经济上，深入分析不同时期农业、手
工业、商业的发展特点与成就。在科技
与教育上，展现科技发明、教育制度改
革等方面的贡献。这种全面覆盖的写作

方式，如同多棱镜一般，折射出广东历
史的丰富内涵。

《广东简史》的编撰风格呈现了严
谨与生动的完美结合。在结构编排上
独具匠心，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采
用综合本与系列专题本相结合的形
式，《广东简史 （综合本）》依时间为
序分为 5 编 20 章，各编章主题明确，
逻辑紧密。每一编章围绕特定历史时
期，先介绍政治格局，接着阐述经济
发展，再讲述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变
迁，最后关注社会、民族等情况，呈
现历史发展的多元面向。《广东简史》
在保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注重语言

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书中运用丰富的
史料和细腻的描写，将历史事件和人
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广东简史》学术价值突出，达到
了创新与传承的有机统一。该著作积
极吸收最新的出土文献和研究成果，
反映广东地方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
在对先秦时期岭南文明的研究中，充
分利用磨刀山遗址、咸头岭遗址等考
古新发现，更新和深化了对岭南早期
人类活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认识。
在近代广东历史研究中，参考最新档
案资料和学术成果，对广东在近代中
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全
面、深入的理解。本书构建了内容丰
富、学理坚实的广东地方史知识体
系，通过对广东历史的全面梳理和深
入研究，从多个维度系统阐述广东历
史，为广东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完整的
框架和体系。

《广东简史》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启
示，从历史中汲取发展智慧。该著作对
于传承和弘扬广东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深入了解广东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广东人民能够更加深刻地认
识家乡，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从而激发传承和弘扬岭南文化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书中对岭南文化的深
入挖掘和阐述，如岭南心学的发展、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承等，有助于让更

多人了解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促进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进一步增强广东文化自信。同时，以史
为鉴，助力广东发展。

《广东简史》为广东当前的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历史上，
广东在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科技创新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海上丝绸之
路的发展历程中，广东凭借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开放的文化心态，成为中外经
济文化交流重要枢纽，为新时代广东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提供历史借鉴。书中对广东“风起
南方，领跑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的经
验提炼，对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关键一招的研判等，都富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可以更好地助力广东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
在前列。

《广东简史》是一部集学术性、可
读性、现实性于一体的优秀著作。它
以高远的立意、广博的内容、精湛的
编撰，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全景式的广
东历史。无论是对于历史学者深入研
究广东地方史，还是对于普通读者了
解广东的历史文化，抑或是对于决策
者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推动广东发展，
本书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

《广东简史》

深度阐释南粤历史演进传承与发展脉络
□邢照华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
世界遗产。同年秋天，北京建筑大学的杨振老
师也终于带领团队完成了北京中轴线侧立面
国风图卷的绘制工作。那天，当杨振老师将图
卷在U形会议长桌上缓缓展开铺满时，北京
中轴线不再是地图中的线条，也不仅是纪录
片中的影像，而是将曾经孤立的建筑群在画
卷中疏密有致、自有章法地接连呈现，形成了
一条流动的、充满韵律的视觉长廊。我们被这
震撼的中轴线建筑长卷所吸引，也有了一个
强烈的念头，要将这线性尺度上的震撼、这古
都的壮美秩序与精微匠心，完整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

《北京中轴线图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堪称一部中国都城营造的图解词典。作者
从南端的永定门开始绘制，直至北端的钟鼓
楼结束，按照真实的建筑空间尺度呈现了这
条中轴线上建筑侧立面的营造细节，并将天
空轮廓线完整展现。必要之处还绘制了主要
建筑的正立面图。平面图被完全对应地隐入
立面之下，变成图卷的底纹，赋予其中国画的
意境，由此实现了建筑工程图与国风画卷的
完美融合，既严谨又浪漫。为了配合展卷的方
向，我们将图卷文字进行竖排，从右往左阅
读。其内容不仅包括申遗文件中15处遗产点
的文字介绍，还拓展了遗产点中建筑物或构
筑物单体的介绍，并请北京京启中轴线保护
公益基金会、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作为顾问
单位严审把关。更富创意的是，作者对大众常
用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中轴线知识进行了科
普，比如，“一亩三分地”“五脊六兽”……这
些内容使图卷超越了一般图卷的艺术范畴，
成为一部兼具学术深度和大众普及功能的优
秀作品。

正如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大玉在本书推
荐序中所说，图卷“以科学之严谨与艺术之
灵韵，将北京中轴线建筑凝练于长卷尺幅之
间，将工程制图的精准与国风插画的诗意完
美融合”。

不同于其他文字类或图文混排类的图
书，如何让中轴线不间断地呈现，是我们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卷轴具有古香古色的氛围，但
缺点是不易上架，展读不方便，在实用性上稍
逊一筹。于是我们想到了经折装——长卷通
过折叠可放入书架，还可以像图书一样翻页
阅读。一般的经折装是印刷之后通过粘接和
正反折叠来实现，但也会因此导致误差较大，
折叠后的书芯不够齐整，壳面需要扩大一圈，
整体性不好，松散粗糙。考虑再三，我们加入
了传统的托裱方式，将确定开本下的7.5米长
卷切分成50个幅面，每个幅面采用传统书画
手工托裱工艺裱糊在特种纸上，正反折叠，粘
连成册。为了体现中轴线图卷的国风气质，壳
面选择选择了沉稳内敛的军绿色布面来裱
糊，并进行了文字烫黑、纹样烫金、书名题字
贴片等工艺。最后成品古朴大气、精致挺阔，
既避免了折损画面，又便于收纳与翻阅。

经折装——这一源于中国古代佛经的装
帧形式，在承载了中轴线图卷后焕发新生。
每一折页的展开，每一折痕的转折，都推进
了中轴线序列的延伸，读者既可逐页细品单
座建筑的精致描绘，“各美其美”，也可完全
展开，纵览7.8公里中轴线的壮美秩序，“美
美与共”。

北京中轴线经历了元代奠基、明代扩展、
清代完善，终成今日格局，经过现当代的延
续，它已实现了从皇家专属到人民共享的华
丽蜕变。

为了让更多读者不仅能从书中领略中轴
线的风采，也能实地走在中轴线上，加强互动
性，我们为图卷设计了“通关文牒”。本书的作
者之一、插画师张丽丽，以艺术化的手法补充
了中轴线代表性建筑（建筑群）的建筑立面，更
充分地展现出建筑之美与空间之美。“通关文
牒”的主要建筑画作前后，都设计了“打卡”记
录的页面，读者可揽卷游京城，实景感受中轴
线、记录中轴线，成为这份集体记忆的创造者。

《北京中轴线图卷》以最中国的装帧形
式、描绘最中国的中轴景观、讲述最中国的城
市故事。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申遗团队
负责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寄语：

“愿此书成为一个窗口，引领读者走进中轴线
的时空长廊，感受匠作之精、礼制之严、文明
之盛”，读懂这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作者单位：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中轴线图卷》

一幅展开的
文脉长轴
□刘静 徐冉

在反复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作
为《号角》（晨光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
版社）的责任编辑，我时常被一种强烈
的震撼所攫住——那些原本安静躺在纸
面上的音符，如何在何南的笔下化作熊
熊燃烧的火种，又如何在一个年轻人短
暂如流星的生命轨迹中迸发出照亮民族
前路的光芒？这部以聂耳为主角的长篇
叙事诗作品，不仅复活了一位音乐天才
的传奇人生，更通过独特的文学表达，
让聂耳精神在当代青少年读者面前展现
出动人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谈论聂耳精
神时，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爱国
主义或艺术追求，而应该看到其中更为
丰富的内涵：那是将个人才华与民族命
运相融合的自觉，是将艺术形式转化为
斗争武器的智慧，是在任何困境中都不
放弃用音符传递希望的坚韧。

聂耳令人惊叹的特质，在于他从不
将音乐视为孤芳自赏的艺术，而是将其
锻造成唤醒民众的号角。《号角》通过
细腻的叙事诗语言，展现了这种艺术观
的生成过程——从昆明小巷里那个痴迷
于民间音乐的少年，到上海滩头将小提
琴化作利剑的革命者，聂耳完成了从艺
术家到艺术战士的蜕变。书中描写聂耳

创作 《义勇军进行曲》 的章节尤为动
人：“时而在桌子上狂打拍子/时而把阁
楼踩得吱吱有声/时而高亢而反复地歌
唱/时而疯狂地弹着钢琴……”这些充
满画面感的诗句，不仅再现了创作过程
的热血澎湃，更揭示了聂耳艺术创作的
核心密码：音乐不是装饰品，而是能够

“剔除民族肌体病痛”的“镊子”。
《号角》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在

于它没有将聂耳塑造成高高在上的无瑕

英雄，而是真实呈现了他在各种困境中
的挣扎与超越。作为这本书的编辑，我
特别欣赏作者对聂耳那段“学生军”经
历的描写：“虱子像敌人派来的奸细/将
梦咬得千疮百孔，理想只剩残渣。”这
些诗句没有回避年轻聂耳的迷茫与挫
折，反而通过展现他如何在幻灭后重拾
信念，让聂耳精神具有了可触可感的真
实性。

编辑过程中，我刻意保留了原稿中
那些展现聂耳脆弱面的段落——他在病
中的自我怀疑，他在失业时的经济困
顿，他在创作瓶颈期的焦虑。这些“不
完美”恰恰构成了聂耳精神最具有教育
意义的部分：英雄不是没有眼泪，而是
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

在这本书的策划、约稿过程中，我不
断思考：如何让这部讲述20世纪音乐家
的作品与今天的青少年产生共鸣？答案
就在《号角》独特的叙事方式中。作品没
有采用传统的人物传记写法，而是通过
诗化的语言，让历史事件与当下对话。

在书籍的尾声部分，作者将聂耳的
音乐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画卷：“中华民
族虽已远离了积贫积弱/但这首歌时刻
在输送心灵的给养/以海洋的蔚蓝/以宇

宙的洪荒/以旗帜的鲜红/以夜色的安
详。”这种史诗般的气韵，完美诠释了
聂耳精神的永恒价值——真正的艺术能
够超越时空限制，在不同世代的人心中
播下火种。

《号角》的编辑过程，对我而言是
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这部作品最珍贵
的价值，在于它让聂耳精神从抽象的概
念变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它不仅刻画
了革命历史应有的尊严，同时也展示了
理想主义的光芒；在“躺平”“摆烂”
等思潮影响部分青少年的今天，它提供
了另一种生命可能的范本——将个人才
华熔铸于时代洪流，让每一个音符都成
为改变世界的火种。

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深信它
能够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珍贵的种子。当
他们在成长路上遭遇困境时，或许会想
起那个在亭子间忘我创作的青年；当他
们面对人生选择时，或许会记起聂耳

“音乐不仅是音符/更是真心、力量和责
任”的信念；当他们思考个人与时代的
关系时，或许能从《号角》中找到属于
自己的答案——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
就是聂耳精神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作者单位：晨光出版社）

《号角》

重识聂耳精神的当代光芒
□李彦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