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文人画家参与到小校场年

画的创作中，使其更具审美价值。图
为小校场年画《大富贵亦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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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长河波光粼粼， 这光芒

闪耀出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 还有代代

相传的智慧、风情乃至日常趣味。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 是时下出版圈

的热门。 最近一批深耕传统文化的专业

著作与大众读物， 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对

民族文化的提炼与解读， 令更多人一窥

文明宝库的深厚丰美。
其中，既有浩大的修史出版工程“点

校本二十四史”的陆续推出，聚焦传统诗

词的读本 “诗说中国” 系列、《读宋诗随

笔 》等 ，也有另辟蹊径借昆曲 、中药 、铜

镜、宫廷饮食切入的《说戏》《本草中国》
《鉴若长河》等大众读物；除了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典籍出版重镇， 不少

非专业古籍出版社也策划推出了多种普

及本，传统文化的“出版半径”日益拓宽。
业内人士谈到，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可视

作对于经典阅读的一种回归和渴求，生

动体现了中国文化自信的感召力。
据CIP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论语》

相关图书多达200余种，《史记》《红楼梦》
也超百余种。 有资深出版人提醒， 面对

“传统热”的利好形势，出版界不能局限

于同质化“炒冷饭”或盲目跟风热点，而

要注重创新开掘选题，把好内容关，守正

出新，打造更多精品力作。

国史是怎样炼成的？ 大规
模出版工程考验专业整理功力

新中国古籍整理项目中， “点校本

二十四史” 的重大规模和史料价值， 备

受瞩目。 近年来 “点校本二十四史” 修

订本已出版六部， 分别为 《史记》 《新
五代史 》 《旧五代史 》 《辽史 》 《魏

书》 《南齐书》， 今年中华书局将推出

新的修订本， 目前计划中的有 《宋书》
《隋书》 《金史》。 而作为 “前四史” 之

一的 《三国志》， 也有望于今年底付梓。
以 《史记》 修订本为例， 编辑团队

所用通校本、 参校本有十余种， 宋元明

清最有代表性的 《史记》 刻本都囊括在

内， 还有日藏六朝钞本、 唐钞本， 敦煌

写本等。 “所有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

动和重要版本异文均有校记说明。 修订

组复核了原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

改， 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 我们还

特别约请天文、 历法、 礼制、 中外关系

等专门领域学者参与到修订过程中来，
对一些争议问题展开讨论。” 中华书局

总经理徐俊说。
“二十四史”是我国24部纪传体史书

的统称，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以
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 反映了古

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 使中国成

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3000多年连贯、完

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点校本二十

四史”的修订，高度重视古今学术成果的

校勘与采纳。业内公认，《魏书》修订本是

在原点校本基础上的全新升级本———以

百衲本为底本，以三朝本、南监本、北监

本、殿本为通校本，以汲古阁本、局本为

参校本， 谨慎吸收了新出土的墓志材料

和新研究成果，严格遵循古籍整理规范，
审慎去取，在所用版本、校勘、标点等方

面进行了细致规范。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谈到， 中华书

局去年图书销售增长约10%， 其中最重

要的出版物就集中于传统文化领域，读

者的需求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理性，会

“挑”整理者、“选”图书版本，因此，专业

出版机构要维护好金字招牌必须拿出实

打实的“硬功夫”。

激活阅读兴趣，以小见大
“解码”东方美学

如今， 不光是学术性较强的古籍销

售呈现上升势头， 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大

众类文化读物， 也迎来日益增长的市场

需求。 不少 “小而美” 图书， 从戏曲、
古代器物 、 膳食等线索爬梳出 传 统 文

化璀璨的一角， 以小见大 “解码” 东方

美学。
有些大众读物糅合图文资料， 为研

究提供多重参考证据。 比如， 《鉴若长

河： 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 探寻铜

镜的微观世界， 作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馆员霍宏伟以 “佳人览镜” 为例，
这一浪漫温情的主题， 是铜镜与文学艺

术结缘迸发出的天成之作， 尤其适合综

合研究。 作者将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镜与

唐墓彩绘陶俑、 东汉武梁祠画像石、 三

国墓葬出土漆盘 、 唐代章怀太 子 墓 壁

画 、 《挥扇仕女图 》 《女史箴图 》 等文

物、 壁画和图画资料相比对， 多角度呈现

古代美人对镜梳妆这一题材， 立体复原了

古人使用铜镜的场景。 其中， “磨镜客”
篇章通过历史文献中 “镜本明， 被尘垢昏

之， 用磨擦之工， 其明始现” 的记载， 唐

诗中 “长在城中无定业 ， 卖丹磨镜两途

穷” 等文本、 图像实物， 考证磨镜客走街

串巷的生活场景 。 这一古老职业跃然纸

上， 仿佛 “活” 了起来。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本草中国》， 将

同名纪录片的视觉呈现转换为完整文本，
娓娓道来中华药材的技艺与原理， 挖掘记

录隐遁的中医药故事。 书中增加的 “岐黄

药话” 板块， 选取中医古籍中主要药材记

载， 从诗词、 史籍中钩沉， 深度解读本草

知识， 高清药材图选自明代文俶 《金石昆

虫草木状》 的多幅彩图， 兼具观赏性与收

藏性。
有的图书以 “高颜值” 设计、 “二次

元” 话题构思取胜， 创新挖掘传统文化这

个大IP， 令人耳目一新。 比如， 将昆曲从

舞台 “搬” 至纸上的 《说戏》， 大胆摸索

图书的装帧设计语言， 以昆曲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柯军与戏迷少年的台前幕后交流为

主线， 串出柯军对11出经典昆剧的剧情赏

析、 角色揣摩、 表演阐述、 压箱底的昆艺

秘技等。 这本书曾获2017年 “中国最美的

书”， 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推出。 当昆

曲剧目被印刻在柔软的帖纸上， 以手工装

订方式一一呈现， 翻阅书页， 仿佛亲历了

昆曲表演的一唱三叹。 读者不但收获了大

量关于戏曲的知识， 也能直观感受艺术与

图书融合的设计之美。
而 《皇上吃什么》 则以第一手资料加

风趣解读 ， 还原鲜活的中国宫廷饮食风

物， 由故宫专家团队把关史料力求准确权

威。 “紫禁城里的粽子， 甜党赢还是咸党

胜 ？” “重华宫茶宴 ： 揣只茶碗带回家 ”
“李鸿章告诉你， 这碗传承百年的牛肉汁

究竟什么味道” 等章节标题话题性十足。
全书从细节着手， 详细讲述了清朝皇宫内

的饮食制度、 花样菜式、 皇室食器、 时节

食俗等， 刷新了读者对博大精深传统饮食

的认识和想象。 比如， 康熙皇帝惯用一套

12只酒杯， 一月水仙杯、 五月石榴杯、 十

月芙蓉杯等 ， 落有青花篆书 “赏 ” 字印

款， 诗、 书、 画、 印集于一体， 透着雅致

的文人趣味 ， 从这十二月花神杯延伸下

去， 背后正暗藏当时历史风俗的文化

密码。

诗不在远方，人人可触
“诗意”人生

中国本身就是诗词的国度， 那些

浸透着古人喜怒哀乐的古诗词， 既是

审美意识的语言呈现， 也是诗人心灵

的文学投射 ， 更 是 人 类 文 明 进 程 的

“别样” 记载。 中华书局版 《中国诗

词大会》 同名读物一年来销量四五十

万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

新注》 等一再脱销， 各类诗词文化日

历书也销量喜人。
“诗歌并非都在远方。 每个爱诗

的人， 都能通过阅读诗词， 找到自己

的坐标和民族根基， 为生活中的问号

寻到精神出路。” 学者康震近期推出

书 系 十 种 ， 含 《康 震 讲 诗 词 经 典 》
《康震讲诗仙李白》 《康震讲诗圣杜

甫》 《康震讲韩愈》 等， 以唐宋时期

最富盛名的诗人、 词人为对象， 历史

人物背景和古典诗词点评相融合。
当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 被

放置于诗人的生活轨迹中， 现代读者

仿佛 “穿越” 时空， 触摸到短短诗句

背后的心跳。 继 “品诗词与人生” 系

列后， 学者郦波新著 《唐诗简史》 讲

述了唐代 “文艺青年” 的52种浮沉命

运。 比如， 年仅27岁就去世的诗人王

勃， 在作者笔下被寄予了更多有关生

命的思索。 他写道： 如果命运能够稍

稍眷顾一下天才的王勃， 大唐会不会

出现两个李白呢？ 如果不曾写那篇斗

鸡文， 如果不曾情急之下杀官奴， 如

果不曾明月不归沉于碧海， 那么已写

下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的王

勃， 已写下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 的王勃， 以他的学识、
才情， 会不会秀口一吐， 早就吟出半

个盛唐来呢？ 人生的命途真是 “多歧

路， 今安在”！ 好在王勃之后还有李

白， 好在王勃一句 “海内存知己， 天

涯若比邻”， 已经先声夺人， 宣告了

盛唐的到来……
谁说读诗， 不是阅人？ 重温前人

“捻断数根须” 的吟唱， 观照你我他

的人生。

在百年小校场年画中感受“海派年味”
44幅珍贵复刻本亮相沪上，回望城市近代发展历程

百 年 前 的 豫 园 拥 有 什 么 样 的 市

井风情 ？ 年画 也 能 记 录 “上 海 新 造

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 这样的新闻？
这些问题的答 案 或 许 可 以 从 正 在 进

行 的 “上 海 的 年 味———百 年 小 校 场

年画复兴展” 上找到答案。 展览中，
44 幅小校场年画的珍贵复刻本亮相

豫园商城， 从描绘的贺岁吉祥、 时事

风情 、 闺门侍 女 、 戏 曲 故 事 等 内 容

中， 观众不仅能够感受新年气氛， 也

能通过上海传统年画回望城市近代的

发展历程。

开创性地反映社会新
事新物新景

小校场年画得名于其发祥地上海

小校场。 19 世纪 60 年代前后， 当时

占据年画业半壁江山的苏州桃花坞年画

的工场作坊纷纷南迁， 集中在上海新北

门内的小校场一带， 也就是如今豫园的

旧校场路上。 于是， 桃花坞年画在上海

渐渐生根开花 ， 在沿袭了原有 色 彩 绚

丽、 画面精致的风格外， 产生了一批反

映上海风俗的作品 ， 形成风格 独 特 的

“小校场年画”。
“对于新事、 新物、 新景的捕捉使

得小校场年画在众多年画品种中显得更

具 ‘海派’ 气息。”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小校场年画专家张伟表示 ， 其 他 地 区

的年画多以民俗风情 、 故事传 说 和 小

说戏曲为主要内容 ， 而小校场 年 画 开

创性地将社会事务 、 时事新闻 放 入 了

画中 。 无 论是满足市民对时事好奇的

《上海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 还是描绘

上海街头风貌的 《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

图》， 都生动刻画了彼时上海的城市光

景， 使得年画在审美价值之外又多了一

层文献价值。
而当时上海引进的法国石印技术也

大力推动了小校场年画的发展， 石印兼

具绚烂的色彩画面和中国书画特有的柔

软笔触， 加之印刷效率成倍增加， 小校

场年画在此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上海变化迅速，年画逐渐
被月份牌取代

“丹青百幅千般景， 都在新年壁上

逢 ” 这句诗说的正是每年除旧 迎 新 之

际， 人们贴年画辟邪祈福， 营造吉祥气

氛的年俗。 年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

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
传统的年画产地包括天津杨柳青、 山东

潍坊、 河北武强， 以及对小校场年画产

生重要影响的苏州桃花坞。
业内人士估计， 在世界范围内， 上

海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很 可 能 在

1000 幅左右 ， 这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

各产地出品中存世量最少的。 之所以出

现这种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是上海发展

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远远超过其他城市，
各类形式的新鲜事物在上海 “各领风骚

三五年”。 小校场年画的黄金期虽然只

有短短的三十年， 但在张伟看来， 这并

不代表小校场年画不够优秀， 或者年画

传统的中断： “小校场年画并不是完全

的消亡， 更确切地说它更新成为日后的

月份牌年画 ， 以更新颖的方式 呈 现 出

来。 当时， 很多月份牌的创作者正是此

前小校场年画的画师。”
据了解 ， 存 世 千 幅 左 右 的 小 校 场

年画一半流落在海外 ， 国内的 藏 品 多

集中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历史博物馆。
“上海丰富的城市文明在年画小小的方

寸之间展露无遗 ， 这种短暂却 独 特 的

艺术形式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 。”
张伟说道。

四季山水绵延出的诗情画意，为一代代中国文人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灵感。 图为《读宋诗随笔》封面———齐白石所绘《石门二十四景图》之香畹吟樽图。 （均资料照片）

还有哪些书伴漫漫冬夜细读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

我们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 可真要
说清楚文化是什么， 可能往往就含糊其
词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的“中国
文化二十四品” 丛书， 集结全国多名学
者，从诗文、书画、戏曲、造纸技术、古代
医学等维度切入， 深入浅出地解读传统
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勾勒出中华
文明从远古走到当下的历程，分《龙凤呈
祥》《文苑英华》《今古传奇》《艺舟双楫》
《金声玉振》《天工开物》《悬壶济世》等24
卷本。在丛书主编之一、南京大学文学院
教授徐兴无看来， 这套丛书的最大特色

正是“品”，“品”针对鉴赏，鉴赏的趣味在
于小而精。比如，笺札、册页、短章、小词、
曲牌、传奇、盆景、相声都可称为“小品”，
体裁虽小，但浓缩了精华。

“诗说中国”丛书

“诗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镜像。通过
诗歌这面镜子去发现历史，大江东去，潮
起潮落，小桥流水，杏花春雨。 诗歌能带
领读者循着历史的足迹， 进行诗意的穿

越。 ”在学者看来，“诗说中国”丛书或落脚
古代至情， 体验古人的闺情婚恋、 相思离
别、悼亡哀怨；或着眼礼仪，阐发诗中的宗
庙祭祀、婚丧嫁娶；或聚焦耕读，感受渔樵
耕作与读书之乐；或展示诗中甘醇玉馔，品
尝舌尖上的中国味道。 300万字丛书分《诗
语年节 》《情寄人生 》《家国情怀 》《铁马冰
河》《明月松间》《乐舞翩跹》等九卷，由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以散文式笔法、诗书
画结合形式探寻诗与人的命题。

《读宋诗随笔》
唐宋诗歌犹如双峰并峙， 成就皆

高。 程千帆先生在著作《读宋诗随笔》
中精选宋诗百余首， 再度发现宋诗中
的低吟浅唱， 体察寻常巷陌的世情百
态。他援引学者观点，道出两者间的微
妙区别：唐诗如芍药海棠，械华繁彩；
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
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
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譬诸
修园林， 唐诗则如叠石凿池， 筑亭辟
馆； 宋诗则如亭馆之中， 饰以绮疏雕
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

小校场年画 《百事如意》， 精致的风

格外， 将画作主题延伸到了社会生活， 在

众多年画品种中独具一格。

“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 （部分）

“康震书系” 十种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许 旸
见习记者 王筱丽

“诗说中国”丛书 （部分）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唐诗简史》

《鉴若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