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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河北是戏曲大省，剧种丰
富、院团众多、名家辈出，至今
拥有 36 个地方戏曲剧种，数量
位居全国第二。从元杂剧到近代
的地方戏发展形成，中国戏曲发
展过程中关键的时刻大都与河北
有关。戏曲，早已融入河北人的
血脉，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活的文
化基因。在此基础上，为了将戏
曲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持续传
承，让或婉转悠扬或慷慨激昂的
声腔在这片大地上久久传唱，方
圆电子音像出版社策划出版了
《戏苑花开——燕赵梨园咀华》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

这本书以戏曲历史为开端，追溯戏
曲从先秦百戏到现代评剧的漫长发展历
程，揭示河北作为中国戏曲重要发源地
之一的独特地位。书中通过讲述《窦娥
冤》《花为媒》等一系列经典剧目，深刻展
现了这些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刚强坚韧的
巾帼气概、因果报应的善恶观念、孝悌忠
信的处世哲学、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彰
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历
久弥新。

在这本书中，读者还将领略到历代

戏曲名家的风采，包括元曲四大家、评
剧创始人成兆才以及河北梆子宗师崔灵
芝等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在舞台上塑造
了无数不朽的艺术形象，更以毕生心血
推动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发展。通
过艺术巨匠们“为天地立心”的文化自
觉，勾勒出千年戏曲生生不息的精神图
谱。最终，书中深入剖析戏曲技巧中的
经典术语，从“四功五法”的严谨规
范，到“无丑不成戏”的生动演绎，全
面揭示了演员如何凭借精湛技艺将每一
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情真意切，从

而展现出戏曲作为“活态非遗”
的丰富美学内涵与文化传承力
量，弘扬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
精神与审美品格。

从正定古城如何成为元杂剧
的“戏曲大都会”，到荀慧生、盖叫
天等艺术家的命运轨迹；从梆子
戏的高亢激越到丝弦戏的婉转缠
绵，书中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个
时间胶囊，带领读者穿越时空，亲
身感受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通
过这四个维度，《戏苑花开——燕
赵梨园咀华》对河北戏曲展开全
面而深入的讲解，也是连接古今
文化的桥梁，带领读者走进一个

充满魅力的戏曲世界。
《戏苑花开——燕赵梨园咀华》以翔

实的史料、生动的笔触为引领，带领读者
走进河北戏曲的千年长卷。全书分为四
个篇章，通过“戏曲历史篇”“代表剧目
篇”“戏曲人物篇”以及“戏曲技巧篇”，全
面展示了戏曲在河北的发展历程及其与
生俱来的艺术魅力。在文字阅读之余，读
者还可以扫描书中的二维码，聆听精彩
的戏曲片段，亲自感受戏曲的无限魅力。

本书的编纂历程耗时两年，其间经
历了多次大规模的修订与打磨。每一步

都充满了挑战与考验。在文献搜集的过
程中，以庞彦强为主编的编写团队遇到
了许多困难，但正是他们秉持着精益求
精和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使得这本书
能够生动而准确地还原戏曲的发展历
程。所有参与本书编写的成员，用他们的
智慧和汗水，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河北戏
曲文化的壮丽画卷。

《戏苑花开——燕赵梨园咀华》不仅
仅是对河北戏曲文化的回顾，更是对未
来的展望。通过这本书，希望能够让更多
的人了解河北传统戏曲的魅力，传承宝
贵的戏曲知识，弘扬这一古老艺术形式
所承载的深厚文化。正如书中所述，舞台
上的悲欢离合、唱念做打不仅是先民留
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更是我们走向世界
的一张独特文化名片。通过这张名片，希
望读者可以发现长城与渤海之间、历史
与未来交汇之处的文化血脉，感受那份
来自燕赵大地的深情厚谊与梨园文化的
博大精深。

今后，方圆社将继续以“出好书、出
人才、出名家、出效益”为目标，秉承“大
融合”理念，以传承传统戏曲文化出版为
抓手，持续助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专业特色奋
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戏苑花开——燕赵梨园咀华》

赓续千年文化根脉 唱响燕赵梨园之声
□邸娅楠

中国青铜是中华文明重要的
文化精髓与文明标识，是中国古
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随着新的考
古发现和更多考古资料的发掘，
让人们在新的时代不禁有更多思
考：人类如何发现和冶炼出青铜
材料，并通过工艺技术将精神世
界艺术地铸成物质见证？青铜铸
造工艺经过了怎样的技术迭代，
不断地创造新的物质以表达变
化的精神追求？中国的青铜铸
造技术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
明技术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中
国青铜铸造技术经过了怎样的

“活化”，它在今天的传承和发
展如何？

带着问题，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失
蜡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郑东
平，即《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研究》（安徽美
术出版社）一书作者。郑老师主持过国宝
青铜器“陈璋壶”的复原工艺研究，他熟
悉传统的铸造技艺；他还主持了大型青铜
雕塑及铜工艺品数字化设计与应用技术
研究，他也了解新的工艺发展。更难得的
是，当我们在选题策划时提到能否在书中
展示青铜铸造工艺流程步骤时，郑老师表
示可以联系工厂实地铸造青铜器。这就
解决了选题的一个策划难点——铸造工
艺的专业名词具象化问题。

在“工艺实践”这一章，读者可以跟
随图片和文字，像进入工作坊亲手制作
青铜铸件一样，罗列工具材料，观摩铸造
工序，感受传统工艺在当下的活态传承。
这将是本书中最有创新意义和原创价值
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将选题
策划拓展到中国青铜经典器物的铸造工
艺解析上。在翻阅大量出土青铜器的图
片时，我们意识到，只展示铸造步骤并
不够，要以经典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物为
研究对象，拆解和展示工艺细节，对中
国青铜的技术品性、材料选择、铸型装
配、合金配制等内容，与中国青铜铸造

的器型、装饰、工艺、模文、补
铸、工艺流程、艺术表现等进行
分析。在“工艺作品解析”这一
章中，读者将从考古学、艺术
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视角，知
中国古代青铜精品之美、之高
超，更知其何以美、何以高超。

本书正是在梳理和分析中国
各个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基础
上，探求青铜铸造的技术密码：
对青铜铸造的工艺技术分类展开
解析，详解传统青铜铸造的首要
问题——合金配制，展示不同金
属配比的铜的状态；对范铸法和
失蜡法的工艺流程、范型分类、

蜡模制作进行细致的介绍，并对分合工
艺、连接工艺、修复技术等问题也作了
详尽的解读，辅以图例向读者介绍青铜
铸造的各种延展工艺——锻造、錾刻、
打磨、涂抹、镶嵌、着色等，让专业的
传统工艺流程揭开神秘的面纱，让普通
读者对青铜铸造工艺有更直观和全面的
认识。

好内容应有好呈现。经过两年的写
作和编辑，《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研究》完
成了9章52节，共计12万字、250幅图。
全书通过文字与图片的有序编排，以文
字为主体，视觉效果丰富。为使来源不同
的图片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内文选用了

灰、黄色调的无涂布纸张印刷，使得图片
整体饱和度较低，色调统一而不零乱。特
别制作的“常见青铜器名称表”，以单帖
长拉页形式附在书后，平滑的米色拉页
与充满肌理质感的内文形成对照，突出
了本书的功能性。封面是一本书给人的
第一印象，青铜器原本近似于金色，古称

“吉金”，常见出土青铜器因被腐蚀后呈
现带有锈斑的青绿色，所以又被称为青
铜器，为此，本书的装帧设计理念是厚
重、质朴，从外观上看，硬壳精装的外护
封用金棕色纸，内壳用青绿色纸，体现青
铜由“金”到“青”的色泽演变，两种不同
色调、不同质感的艺术纸张形成强烈的
视觉和触觉对比。沉稳的金色外护封上
烫以绿色的青铜器器型的线条，青绿的
内封则以斑驳的锈色配上鸟虫篆“吉金”
二字，使得整部书籍如一件出土的青铜
文物，厚重之感跃然纸上。

今天，青铜铸造的技术密码依然在
发挥作用，数字化使青铜铸造从“经验传
承”升华为“可计算的艺术”，传统的陶范
铸造和石蜡铸造成为现代工业精密铸造
的技术之源。青铜铸造的艺术表达也有
了新的形态，建筑装饰、生活用具、文创
饰品……铸造的手工温度正以另一种方
式延续。这，或许就是青铜文明的真正永
恒之处。

（作者单位：安徽美术出版社）

《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研究》

探求技术密码与艺术变奏
□司雯

《科幻星球：火星使命》（新世纪出版
社） 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田园式科幻长篇
小说，它以火星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既荒
凉又充满生机的异星世界。作者赵华巧妙
地将科幻元素与人类对生存、家园的渴望
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火星
生活场景。

在 《科幻星球：火星使命》 中，一场
带有“田园式科幻”风格的火星之旅缓缓
展开。田园式科幻，大意是指在科幻作品
中融入田园诗般的宁静与和谐，以及对自
然和简单生活的向往, 《科幻星球：火星
使命》 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在探索人类
在火星上的生存挑战的同时，也展现了一
种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火星大穹
顶到大隧道，再到贫瘠艰险的火星地表，
主角们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寻找家园的征途
上，且一直怀揣着对真正的地球家园的深
切憧憬与向往，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跨越，
更是心灵深处对家园、对文明与安定的精
神归宿的深切呼唤与追寻。

书中的火星上的大穹顶是一个充满科
幻色彩的生态圈，它模拟了地球上的环
境，让人类能够在火星上种植土豆和蘑
菇，维持基本的生存。这种对田园生活的
模拟，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也
反映了人类对和谐生活的渴望。在这个意
义上，大穹顶既是科技的胜利，也是人类
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寄托。然而，火星并非
一个完全和平的世界。书中的“骆驼怪”
是在火星上诞生的异兽，它们的存在给人
类的生活带来了威胁和挑战。这种设定增
加了故事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引
发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如何在保
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与火星上的生物和谐
共存，成为书中一个重要主题。

《科幻星球：火星使命》 体现了中国
特有的深植于泥土的情怀。这份根植于泥
土的深厚情感，让赵华笔下的火星探险者
们 在 异 星 之 上 不 断 追 寻 属 于 他 们 的

“根”。他们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用
勇气与智慧构建起新的社群，彼此间建立
起如同家人般的联系。这样的社群不仅包
括“火种计划”第一代幸存宇航员——杨
妈妈、一群火星孤儿，也包括承担了多重
身份的智能机器人。在人造的大穹顶之
下，他们以科技为辅助，种植土豆、蘑
菇，构建了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场所。然
而，当危机如约而至，他们不得不打破平
静的生活，进一步去开辟更多的土地，寻
找得以安身的家园。

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认为，“恋
地 情 结 里 有 一 项 很 重 要 的 元 素 就 是 恋
旧”，杨妈妈所承载的对地球往事的意识
与记忆，在火星探险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成为少年们建立新家园的情感基石。他们
不仅怀念地球上的生活，也珍惜在火星上
共同度过的时光，这些记忆成为他们心中
最宝贵的财富。书中弥漫的“乡愁”情
感，如同一缕温柔的风，穿透了宇宙的寒
冷与孤寂，不仅连接着火星与地球，更将
过去与未来、现实与梦想紧紧相连。它让
读者在科幻的壮丽图景中，不仅见证了科
技的奇迹，更深刻感受到了人性中对家的
无尽思念与对安定的深切向往。

“有时令人悲痛的惨剧会上演，但这
是太空探索的必经过程，未来不属于怯懦
之人，而是掌握在勇者手中。”“当黑暗到
来，痛苦将你包围，我会成为你的一部
分。我将为你倒下，就像跨越忧愁河上的
金桥。”《科幻星球：火星使命》 中的语言
艺术如同荒漠中的清泉，以其细腻与深
邃，为这部史诗般的科幻长篇小说增添了
无限诗意。作者巧妙地引用诗歌，运用诗
意化的语言，将主角们面临的困境与精神
渴求具象化。这种诗意的表达方式，不仅
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更深刻地传达了末
日背景下的人性光辉。

在书中所描述的深邃宇宙里，主角
们不仅仅是在追寻科技的边界，更是在
探索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何处是家
园？在这个世界里，科技不再是冷冰冰
的工具，而是与人类情感紧密相连的纽
带。我们跟随主角们的脚步，在火星上
寻找生存的希望，在星际的旅途中感受
家的温暖。这种将科技、幻想与人文主
义巧妙融合的写作方式，正是田园式科
幻文学的魅力所在。

《科幻星球：火星使命》

田园式科幻文学的
精神探索
□毛雅茹

作为在童书出版领域深耕多年
的从业者，我始终认为，一套真正意
义上的汉语分级阅读绘本，不仅是
儿童识字的工具，更应是文化认知
的灯塔与阅读能力的云梯。《一阅而
起汉语分级阅读绘本》（国家开放大
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一阅而起》）以
其原创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为本土
汉语启蒙教育打开了新的视野——
这是一次对汉语启蒙的深度解码，
更是一场充满教育智慧的探索。

在各类英文分级读物流行的阅
读市场中，《一阅而起》以鲜明的本
土原创性，为中国儿童建立起基于
母语特性的阅读坐标系。

汉语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大规模表意
文字体系之一，其核心学习逻辑与英文
表音文字有着本质区别：汉字不是孤立
的符号，而是基于偏旁、字义、语境形成
的“意义网络”。《一阅而起》精准把握这
一特性，摒弃“单字孤立教学”的误区，以

“随文识字+字族扩散”的模式，帮孩子
在真实语境中自然习得汉字。

在阅读主题上，《一阅而起》深耕本
土文化，构建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故事
矩阵，既有《节气之美》《灶王爷》《村
口的大树》等浸润传统文化的文本，也
有《宝宝的家》《第一次做蛋炒饭》等
贴近当代儿童生活的原创故事。以《节

气之美》为例，书中将节气文化与现代
认知结合，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
发生机，精准捕捉了中国儿童的文化基
因与生活经验。

《一阅而起》作者团队由教育学、儿
童文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
组成，其中既有深耕语言教育多年的博
士学者，负责把控儿童语言发展规律与
教学逻辑；也有高校人文学科的研究者，
确保传统文化内容的严谨性；更有具备
多年儿童读物编辑经验的从业者，精准
把握儿童视角与故事创作的专业性。多
学科背景的作者团队通力合作，让这套
读物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

儿童阅读启蒙是精密的系统工
程，《一阅而起》的科学性体现在字
库设计、能力培养等每个细节，彰显
对教育规律的尊重。

《一阅而起》分级体系综合考量
汉字构字难度、字群规律、儿童认知
规律与小学语文课标，首创“三维匹
配”原则：字词选择贴近生活的高频
字，语言逻辑遵循汉语习得规律，故
事设计匹配儿童心理发展阶段。

《一阅而起》的字库与部编版教
材匹配度达 98%，且遵循“螺旋复
现”原理，同一汉字在不同级别以多
元语境重复出现，平均复现率超过
10 次。同时，从低阶的具象表达到

高阶的文化意象，多重语境帮孩子理解
生字字义。这种设计有效解决“学过就
忘”“只见其形不解其意”的问题。

分级阅读的核心是能力提升。《一阅
而起》将阅读能力分解为信息提取、内容
解读、批判性思维三大维度，通过分级任
务实现进阶：低龄段通过游戏培养观察
力，中龄段用阅读策略锻炼归纳力，高龄
段以开放问题激发创造力。第七级的“阅
读自评手册”更将小学语文知识点融入
练习，实现启蒙与学校教育的无缝衔接。

针对“孩子不爱读、家长不会教”的
痛点，《一阅而起》通过立体化设计构建
了高效的识字与阅读能力启蒙生态。

《一阅而起》以构建“故事阅读—游
戏巩固—线上拓展”的立体化学习闭环
为目标，随书设计了 240 个识字阅读游
戏、905 张字卡及配套的音视频线上资
源，让识字成为家庭场景的互动游戏之
一。全套绘本插画融合水墨、剪纸等多元
艺术形式，兼顾识字与美学启蒙，让孩子
主动亲近阅读。

每册封二的家长阅读提示，详细拆
解识字重点与亲子互动技巧，每级附赠
的识字游戏为亲子提供更多学习兴趣培
养的思路和抓手，如第七级的“听写描红
本”对接小学书写规范等，让零基础家长
也能轻松辅导。

全套配有点读功能，可帮孩子规范
发音，线上平台提供笔顺动图、阅读理
解游戏，打破时空限制，融合纸质书的
沉浸感与数字化的便捷性，满足现代家
庭需求。

诚如作者的创作初心：“这套分级读
物并不止于为孩子扫清识字的‘拦路
虎’，更想让孩子们阅读到真正的中国故
事，感受故事里那个乡土的、现代的、生
机勃勃的中国，那个孩子们生于斯长于
斯的地方，让孩子立足中国、立足现实，
提升文化素养”，愿每个孩子都能在《一
阅而起汉语分级阅读绘本》的助力下，在
阅读阶梯上一跃而起，拥抱更广阔的知
识天地。

《一阅而起汉语分级阅读绘本》

解码汉字启蒙 构建阅读阶梯
□谢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