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之下，浙江时隔十年，再次受邀作为上海书展主
宾省参展，精选推出近 2700 种优秀浙版书。

《红船精神 ： 之江新故事 》（英语 ）《大决
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 《心无百姓莫为
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 等一批主题书籍
强势亮相， 引领着主流价值导向；《看见5000

年———良渚王国记事 》《遇见宋版书 》《桑下记
忆：纺织丝绸老人口述》等一批人文读物缤纷呈
现， 连缀起浙江深厚的历史文脉；《莫言作品典
藏大系》《汪曾祺别集》、 茅奖获奖作品王旭峰
《茶人三部曲》 全新修订版、海飞新作 《醒来》、

诺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新作 《怪诞故事
集》 等一批名家力作集结， 让读者深味文学的
重量……这些类别、 题材、 角度、 形式丰富多
彩的浙版书， 共同为品质出版写下生动注解。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范昕

11

浙江作为本届上海书展主宾省亮相
书间风景，“浙”边独好，精选推出近 2700种优秀图书

桑普

还有这些浙版好书值得关注
◆ 《通鉴纪事本末 （注译本）》 （全 42 册）

袁
枢

著

李
志
生
、王
永
平
、宁
欣
、李
鸿
宾

主
编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通鉴纪事本末（注译本）》不仅对照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原文进行

准确、通俗、通畅的逐句翻译，并且对其中的每篇均形成千字以内的内容概要，

对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意义及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做出科学且具学术价

值的概述与评价。 这套书将原文简体横排，以 1964 年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工作

底本，进行校勘，全书总计勘误 250 余处；对生僻字、词注音、释义，人物、事件、

职官、典制、掌故、礼俗、文化知识、行政区划、地理古今、特殊用语等无法在译

文中展开解说者，均做详细注释；根据内容插入原创性历史示意图 200 多幅。

许
钧
、
郭
国
良

总
主
编

浙
江
大
学
出
版
社

◆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

该文库以展现中华翻译家的经典译文、塑造中华翻译家的精神形象、深化

翻译之本质的认识为追求。 入选该文库的均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

翻译家，每位翻译家独立成卷，计划分辑出版 80 至 100 卷，目前已出版第一辑

共 15 卷。

◆ 《世界的镜像： 一部新艺术史》

《世界的镜像：一部新艺术史》是

从英国老牌美术出版社 T&H 原版引

进的一部世界艺术通史著作，以 12 个

章节包罗了全球六大洲数千年的文明

成就，讲述了从原始石雕到当代艺术、

从架上绘画到行为装置的动人故事。

作者朱利安·贝尔兼具艺术家与艺术

史家的身份，论述精湛，独具一格。

这是一部开放的、 带有问题意识

的美术通史， 而不是单一的权威艺术

史。 作者从尽可能宽广的人类活动视

野中去探究视觉的创造力， 勾连起全

球各大洲的艺术与文明成果， 为人们

描摹出世界艺术史的宏大视野。

朱
利
安·

贝
尔

著

周
渝

译

浙
江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 《此生只为守敦煌： 常书鸿传》

自从出国留学时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的

《敦煌石窟图录》后，他的命运便与敦煌紧紧

联系在一起。此后的半个世纪，敦煌让他尝尽

人世甜苦， 而他也让敦煌守住了举世闻名的

炫彩夺目。他是常书鸿，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

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 《此生只

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由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

创作，是一部详尽、完整、可信的传记。作者与

常书鸿结识于 1983 年，为写作本书曾六次前

往敦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几易其稿。

作品描绘了常书鸿历尽艰难、不改初心、守护

敦煌的坎坷一生， 呈现了其在近半个世纪的

风雨人生中为保护、 研究和传播敦煌艺术做

出的无以替代的贡献。

叶文玲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普及读物挖掘历史文脉
从良渚文明到丝路文化， 从宋代风

雅到西湖风流……一大批浙版书围绕浙

江的历史、地理、文化而展开，其中不少

是面向大众的普及类读物， 让人们在字

里行间读懂浙江风土， 读懂中华五千年

深厚绵长的历史文脉。

随着去年夏天“良渚古城遗址”成功

跻身《世界遗产名录》，“良渚”这个被誉

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地名一夜

之间为世界知晓， 也同时成为浙江出版

的一大热点。 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良诸

文明的任何记载， 后人对于良诸的知解

全凭考古工作者一铲一铲的劳作。 在新

近首发的《看见 5000 年———良渚王国记

事》中，作者像当初良渚考古学家寻找墓

坑一样，正光、侧光、逆光，各个角度反复

观察良渚考古现场， 打磨出一本有关良

渚文明、 良渚考古及良渚申遗的叙事性

科普著作。 良渚博物院主持编著的科普

绘本继《良良的陶器世界》之后，近日再

次呈现《良良的古城世界》，以小主人公

的视角带领读者走进辉煌的良渚古城，

感受良渚文明的高度， 亲切的表现手法

与严谨的研究认知兼具。

浙江丝绸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湖州

前山漾遗址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绢片是

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唐

安史之乱后， 以浙江为中心的江南道成

为全国丝绸生产的中心。新近出版的《桑

下记忆 :纺织丝绸老人口述 》，既是国内

茧丝绸行业的首部口述史专著， 也是中

国纺织丝绸人物篇的长卷。 在书中，缫

丝、丝织、印染，丝绸之路的核心物件真

实又形象地道来，装造、平车、络丝、摇纡

等杭罗织造的工序有趣又生动地呈现。

桑蚕行业人老骥伏枥， 作为后辈的我们

可曾知晓丝绸之路的源远流长？《丝路之

绸：起源、传播与交流》《锦城：中国丝绸

与丝绸之路》 等图书将带人们穿越至丝

绸串联起的文明交融史。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 南宋都城临

安即在此。 两宋时期达到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一个高峰， 涉宋题材一直是浙江出

版的特色。 《遇见宋版书》以宋版刻本为

主题， 图文并茂展示现存宋版书影印资

料的同时，详解宋版之美。《宋人丘壑：宋

代绘画思想史》则以《韩熙载夜宴图》《清

明上河图》 等五代至两宋这一中国绘画

史“黄金时代”的名画为样本，解析宋代

绘画对于后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笔墨与

技法，更在于其背后的绘画思想。

杭州一直被称为天堂， 你可知道天

堂也曾遭受劫难？ 尘封海外 70 余年、被

称为“杭州版《拉贝日记》”的《人间世》前

段时间推出， 就记录了这样一段并不为

人熟知的历史———南京大屠杀 11 天后，

日军攻陷杭州，从此“人间天堂”进入近

八年沦陷期。 这本书是蕙兰中学（今杭

州第二中学 ）第五任校长 、传教士葛烈

腾的回忆录。 当年在他的主持之下 ，蕙

兰中学校舍成为全杭州最大的难民收

容所，共救助了上万人。 书中的记载全

面 、客观而饱含切肤之痛 ，在留存百年

前的杭州和中国社会文化方面具有重要

价值， 亦是研究杭州抗日战争史的珍贵

文献资料。

《人
间
世
》

葛
烈
腾

著

蕙
兰

译

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在主题出版方面， 浙江有得天独厚

的宝贵资源。近年来，浙江出版围绕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等，

“主题出版”风生水起，引人瞩目。以主题

出版体现主流价值导向、引领时代进步、

满足人们对于美好文化的需求， 正在形

成浙江出版的核心竞争力。

在“浙”里，“红船精神”占有重要地

位。 这样一种精神可以高度凝练为开天

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的奉献精神。 浙江人民出版社带到今

年上海书展的《红船精神：之江新故事》

（英文版），即以“红船精神”为指引，把一

个个生动的浙江故事、中国故事真实、全

面、立体地展现给国外读者。其中选取的

马云、李书福、横店影视城建设等 14 个

案例展示首创精神；选取的鲁冠球、宗庆

后、义乌发展、乌镇“触网”、杭州 G20 峰

会等 13 个案例刻画奋斗精神；选取的马

长林、吴菊萍、浦江以治水倒逼转型升级

等 13 个案例呈现奉献精神。“红船”的起

航，又怎么少得了《共产党宣言》的指引？

今年正值《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 100

周年，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浙江古籍出版社为此推出《共产党宣言》

“双百”纪念版和《信仰的味道》。 前者特

别选用陈望道 1920 年中译本 《宣言》作

为底本 ，繁简同列 ；后者以报告文学的

方式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

程，以微见著，展现一百年前觉醒的青年

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在“浙”里，改革的故事催人奋进，开

放的浪潮开创了时代。 浙江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的 《大决策———邓小平与改革

开放》， 以贯穿 1977 年至 1997 年这 20

年间的宏阔历史，再现了支持农村改革、

决策百万大裁军、南方谈话、决策开发开

放浦东等 35 个时刻。红旗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大治理》， 讲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

领导下中国号巨轮稳步前行的中国故

事，从《参考消息》近年来几大专题百余

篇文章中优中选优、重新精心编辑而成,

展示世界眼中的中国之治， 系统分析中

国决胜百年的自信之源。 浙江教育出版

社的“创新报国 70 年”大型报告文学丛

书计划出版 30 本， 目前已出版首批 10

本。 这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合作的创作出版项

目，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科技发

展历程 ， 讲述科学

界锐意进取 、 开拓

创新的真人真事。

在 “浙 ”里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

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

人的色彩。 在浙江摄影出

版社出版的《诗意栖居：在

“浙”里看见美丽中国》中，

人们透过 “千万工程 ”浙江

实践的壮阔图景，浙江生态

文明实践这扇窗户， 看见美

丽中国的模样。 本书的三位

作者十几年来走遍浙江山山

水水， 边采访考察边深入思

考，叙写了一个“久久为功”的

生态文明建设故事。 而在获第

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特别奖的《心无百姓莫为

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 》

中，人们看到从“穷脏差”到“绿富美”的一

出乡村“变形记”。 这个村子，便是浙江省

淳安县下姜村，它是

典型， 更是镜子，折

射出一个中国普通

乡村求生存、求发展、求振

兴的艰辛奋斗历程。 这本书通过记录下

姜村脱贫致富的历程， 为乡村全面振兴

总结出可复制的经验。

“红船精神”引领主题出版

《心无百姓莫为官———精
准脱贫的下姜模式》

王慧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诗意栖居：在“浙”

里看见美丽中国》

何玲玲、 方问禹、

王俊禄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荩

荨

文学名家的力作、新作，向来是标注

品质出版的重要刻度。 亮相今年上海书

展的浙版书，就展开了光芒夺目、异彩纷

呈的文学图谱。 在此，我们略窥一二。

今年是作家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

多种形式的汪曾祺作品集、 评论集层出

不穷。在这股汪曾祺“出版热”之中，浙江

文艺出版社的《汪曾祺别集》脱颖而出。

这是由汪曾祺之子汪朗主编， 汪曾祺家

人及深知汪曾祺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

编选而成的，目前已出版小说八卷。一套

“干干净净的作品集”， 是这套书给人们

留下的深刻印象。 这固然与汪曾祺平淡

质朴的文字风格有关———他被誉为 “抒

情的人道主义者”，但或许更与这套书别

致的编辑手法相连———这也正是其有

“别”于“他集”之处。从内容上说，这像是

一篮子经过筛选而更显精当的菜。《汪曾

祺别集》计划出 20 本，约两百万字，这个

体量介于市面上常见的汪曾祺作品选集

与《汪曾祺全集》之间，可以说恰到好处，

而且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剧本、书信等

各种体裁作品全有，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

映他的创作风格。这个版本的编者，也改

正了其他一些版本中的错误， 文字上比

较准确、干净。 编排方式上，这套书在每

一本的最前面， 都添加了几篇

与此本书有点关联的“零碎儿”，有书信，

有序跋，还有思想汇报，有助于读者从多

个角度了解汪曾祺其文其人。

在中国人的日本文学阅读版图里，

远藤周作是一个被忽略已久的名字 。

2017 年，远藤周作代表作《沉默》被搬上

银幕并夺得多个奖项， 打开

了人们走进这位着力于终

极问题、神学信仰的文学名

家的通道。事实上，收入日

本出版的 《远藤周作文

集》里的长篇小说有 27 部之

多，除了《沉默》，这位儿时曾随家人

在大连生活的巨匠还留下很多作品。前段

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首次以简体中文版

引进了远藤周作的《武士》《丑闻》《死海之

滨》《我·抛弃了的·女人》等作品，中国读

者由此得以领略远藤周作更为丰厚的魅

力。 阅读远藤周作，或许意味着不小的挑

战，但深入他的文学世界，“震撼”却成为

很多人不约而同发出的感叹。他的作品每

每在绝境中演奏“爱”与“信念”的低音，而

这种低音构成了支撑个体内心精神的力

量。这样的作品被认为具有一种日本文学

普遍缺乏的超越性，其中大部分都涉及人

应不应该有信仰，人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

义，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等形而上的问题。

激动人心的， 还有诺奖得主波兰女

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新作《怪诞故

事集》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

这位作家的写作摆脱了过去中东欧作家

们与历史难解难分的纠葛， 以一种轻盈

的方式为读者讲述故事。 她的叙事富于

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 呈现了一

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 《怪诞故事集》

集结了发生在不同时空的十个毫无关联

的故事，看似迎合碎片化的时代，实则为

这位心理学科班出身的作家对于这个时

代最有力的回应：以文学的语言回应这个

世界。这些怪诞故事，不同于 19世纪风靡

的怪诞， 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志怪小说，

更多是跨越时间和空间， 以宏大的文学

视野处理人们经验之外的现实世界与未

知世界。每个故事都诡异且荒谬，你很难

猜到下一页将会发生什么， 但在怪诞之

下又似乎潜藏着人类生活的细微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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