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萨克斯坦的生命之树、巴基斯坦的喀喇
昆仑公路、埃及的橄榄枝、毛里求斯的七彩天
堂、斐济的菌草、巴拿马的“中国情”……这
些不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而是王义桅
教授第十本“一带一路”专著 《“一带一路”
的灯光》中所描绘的内容。

血脉相承的亚洲、开枝散叶的欧洲、风雨
同舟的非洲、传之四海的大洋洲、远方不远的
南美洲……“一带一路”大畅想，在王义桅笔
端流淌。凡尔纳的 《海底两万里》、刘慈欣的

《三体》，随着“一带一路”画卷而展开。
全书从后天看明天，而不光是从昨天看明

天，让人脑洞大开。
宋庆龄基金会秉承宋庆龄先生“一切为了

孩子、为了孩子的一
切、为了一切孩子”
的理念，宗旨是继承
和发扬宋庆龄先生毕
生所关心和从事的儿
童文教福利事业的精
神 ， 推 动 儿 童 德 、
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为增进国际友

好交流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人类

的明天而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倡导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等“五通”，源于历史，属于未来；源于中
国，属于世界。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
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
的私家小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
传递的是希望。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
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
会。我们要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现
实问题，关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关爱贫困民
众，让每一片土地都孕育希望。

“一带一路”是给一切孩子的，是给天下
一切孩子照亮未来的灯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你
们正在绘就“一带一路”的明天，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未来。

“一带一路”建设要从娃娃抓起。推荐这
本为青少年创作的《“一带一路”的灯光》。

（作者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原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

让“一带一路”的灯光照亮孩子前程
齐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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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饰彩画是古建筑较为突出的装饰工
艺，能够把这种传统工艺传播到国外，让世界
感受中国传统建筑工艺博大精深的文化气息，
我感觉非常自豪。”在华彬东西方文化交流中
心 （东盟） 落成之际，已经从事 32 年中式古
建筑的油饰彩画技工黄永忠激动地说。

历时1000个日夜，近300位中国和泰国工
匠参与建设，华彬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 （东
盟） 近日落成。据了解，该项目由清华大学国
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团队担任设计，以中国皇
家经典古建颐和园仁寿殿为设计蓝本，传承中
国传统古建筑木作技艺，在泰国首都曼谷落
地。北京华彬文化基金会秘书长卢战介绍，该
项目从 2020 年初开始建设到 2023 年落成，建
筑木构件总量约 35 万件，是采用传统技艺营
建的中式木结构建筑。项目完整遵从北方官式

建筑营造技法，体现古建筑的规制、形状、规
格等特点。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园林博物馆艺术
顾问王其钧认为，该项目承接中国传统建筑技
艺“老中青、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将木结构
营造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延承展示至“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增进不同国家间
的文化交流、认同与友谊，成为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展示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重
要窗口，推动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与共鉴的
平台。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视频发言指
出，该中心的落成将进一步促进中泰两国之间
的合作、友谊和文化交流，承担起两国未来合
作交流的平台，在推进中泰两国合作和友谊方
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韵文）

颐和园仁寿殿“出海”

记者：华夏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就坚持中
国残疾人事业出版与大众出版相结合的出版特
色。新时代以来，在两大出版领域特别是中国
残疾人事业出版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有哪
些成功经验？

陈振宇：华夏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隶
属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我国唯一一家为残
疾人事业服务的综合性图书出版机构。30多
年来，立足服务中国残疾人事业出版的主责主
业，出版社始终坚持“传播人道主义、弘扬华
夏文化”“出书、出人、出思想”的办社宗
旨，在社会科学、传统文化、心理励志、康复
医学及特殊教育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出版特色
和良好的品牌价值。

在新时代，华夏出版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两个大局，
心怀“国之大者”，努力在服务中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大局中发挥作用、积极作为，凝心聚
力做好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出版工作，为广大残
疾人及为残疾人事业服务的工作者提供更加丰
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在继承服务
残疾人事业的优良传统中奋力开创华夏出版社
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在残疾人事业出版领域，我社每年编辑出
版残疾人读物六七十种，大致分为残疾人事业
法律法规、政策解读、残疾人工作实务，康复
医学与养生保健，特殊教育等板块，涉及残疾
人和残疾人事业的诸多方面。代表性产品有
《人道主义的呼唤》 (中文四卷本)、《人道主义
的呼唤选编》（中英文版）、《中国残疾人事业

年鉴》、《自强之歌》、残疾人作家作品集系
列、高等院校《康复医学系列教材》、孤独症
系列图书产品群（已出版100余种）、“国家通
用手语”系列等。《国家通用手语词典（全四
册）》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
奖。这一系列产品的出版发行，为逐步满足广
大残疾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康复需求、为助推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华夏出版社着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
略，立足于残疾人康复与特殊教育的专业化出
版，实现残疾人康复与特殊教育出版的数字化
转型，打造残疾人事业数字化融合出版品牌，
这将是华夏出版社未来的重要工作。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华夏出版社就一
直致力于出版手语相关出版物，是国内目前出
版手语出版物最多、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出版社
之一，并在听力残疾人和手语使用者中树立了
良好口碑。6月28日，由中国残联、国家语委
共建的“国家通用手语数字推广中心”在出版
社正式挂牌成立，专门负责国家通用手语系列
的产品开发、出版和推广工作，为加快推进手
语规范化和推广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项目充分
利用融合出版的优势，依托优质内容，借助于

“国家通用手语系列App”等开展相关服务，
其中“国家通用手语系列App”荣获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
2019年度项目”，入选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
署组织的“读掌上精品 庆百年华诞——百佳
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

此外，还打造“华夏云课堂”特殊儿童康
复教育在线学习平台，致力于为特殊需要儿童
（包括残疾儿童）康复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及家
庭提供优质的在线学习与培训服务，2021年
列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
展规划》中的基础设施、信息化、科技创新重
点项目。华夏云课堂也成功入选第十二届中国
数字博览会“第六届中国数字出版创新论坛创
新案例”。

记者：据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是
华夏出版社的重要出版板块之一，在这方面具
有哪些特色？

陈振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注重传统文
化成果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贯彻积累与普及
并举的原则，着力发掘并整理出版一批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图书，推出更多具有强大影
响力的精品力作和大众喜爱的传统文化通俗读
物，是华夏出版社有关传统文化出版的主要特
色。如出版了《中华道藏》《房山石经》《中华
本草全书》《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中国古典小
说名著百部》等精品巨制，还推出了如《中国
通史》（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
奖）、“张其成全解国学经典”系列等通俗读
物。今后华夏出版社将加大传统文化领域的出
版力度，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精品力作，特别是
通过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推动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人领略中
华文化精华、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出
版力量。

记者：每年“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华
夏出版社都会以图书助力残疾人事业开展系列
文化惠民活动，今年有哪些规划？

陈振宇：不管是日常，还是在“全国助残
日”前后，华夏出版社每年都会借助不同平
台、不同活动，以书为媒，为广大残疾人读者
营造书香社会做着自己的努力。比如今年由江
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等举
办的2023年江西省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启动仪
式将于5月26日、27日举办，华夏出版社将
向活动方捐赠有关书籍。对于如何让更多残疾
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助力中国残疾人
事业，华夏出版社一直在探索，也一直在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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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12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
际，中国美术馆与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于近日共同举办“为
新时代人物塑像”第 19期活动，
通过艺术创作与公共教育相融合的
方式弘扬时代新风，讴歌先进人
物，感恩医护工作者、白衣天使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
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
示，在第112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
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的医护工作者代表来到中国美术馆
参加塑像活动，翻开了美术殿堂与
医学高地合作的崭新篇章，相信优
秀医护工作者代表的美好形象和感
人事迹一定会更加广为传扬。吴为
山谈道，作为一名雕塑家，其创作

了雕塑作品 《南丁格尔》《使命》
等，特别是《使命》成为千千万万
奔赴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缩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
示，举办“为新时代人物塑像”国

际护士节专场活动，是致敬新时
代、致敬最美劳动者中的护理人员
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医学和艺术是
相通的，医护是一门学科、雕塑是
一门艺术，但同时都是“爱”的艺
术。广大医护工作者用实际行动生
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职
业精神。

此次活动还特邀国家主题性美
术创作雕塑班的雕塑家张哲宇、谈
强、李军分别为优秀护士代表吴欣
娟、李尊柱、孙丽萌塑像。3位雕
塑家心手相应，将新时代优秀护士
代表的形象与气质凝结在塑像之
中。通过此次活动，现场观众感受
到艺术的魅力和新时代医护工作者
的风采。

（韵文）

为新时代人物塑像

在我国历史上，在王朝的平和
持续与剧烈更替过程中，都可看到
一些辅弼大臣的身影：或忠正清
廉，或贪纵骄妄，或精强练达，或
遇事模棱……世人习惯于用清官、
贪官、昏官，正臣、能臣、庸臣作
为概括，虽不免笼统粗放，不免遮
蔽庙堂人物之多棱性，倒也简明传
神，别有一种指代的精准。而清官
与贪官，又因为在朝的并存互搏和
对比映衬愈益彰显。

第一次去韩城踏访，是在
2015年 5月。那时我刚写成 《国
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
治》，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与陕西师
范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时任社长
惠西平再一次提起为王杰作传之
事，而第二天就陪我们赶往韩城。
大家一起拜谒太史公祠，溯大河而
上抵近仰视龙门阙，也参观古柏森
列的韩城文庙和重修中的王氏宗祠
……后来我又两上韩城，访问轶
书、寻觅旧事，夜晚酒后行走在老
街上，见明清坊巷与人间烟火相映
衬，真有些恍兮惚兮。

王杰和王鼎是陕人在清廷的两
颗亮星，皆以忠清正直立朝，品节
英挺，吏事练达，也都有几分陕人
的执拗。二人前后衔接，又因皆从
山西移陕而称本家：王杰在乡时与
王鼎的祖父王梦祖为好友，梦祖曾
写信以孙子的前程托付，以大学士
管理礼部的他虽未出面帮忙（不符
合王杰做人做事的原则，《科场条
例》也有严格的规定），却对老友
之后颇为关心，也为王鼎终于在嘉
庆元年考中进士由衷高兴。王杰在
朝的最后几年任内阁首辅，深受皇
上敬重，作为翰林院编修的王鼎则
很少来府上，也未见王杰运用自己
的权威，为这个家乡晚辈铺垫谋
划。非不能也，是不为也。40年

前的王杰也是如此，留任翰林后，
恩公尹继善、陈宏谋皆为当朝重
臣，或以大学士掌领翰林院，或任
吏部尚书，却极少去两府走动。

清，不仅仅是一种为官风格，
不仅仅体现在拒绝贪贿上，而出于
对华夏道统的持守，出于人格上的
自尊自重，也浸润于生活细微之
中，是一个人道德精神的完整呈
现。清，又有深浅久暂之别。浅暂
者爱惜名声，有意作秀，吟诗作赋
皆不忘自我标榜，日记信札亦留作
后日之证；深久之士则我行我素，
视若平常，不事张扬，也不太在意
身后之评价。王杰属于后者，除了
一些宫中奏折和官方文献记载，几
乎找不到他的生活细节，其文集也
几乎不提个人之事，不记述内心感
受，固然令人钦敬，可也难煞为其
作传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我第二次前往
韩城时，市里邀集几位当地文史专
家座谈，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其
中就有一封王杰写给两个哥哥的家
书。这封信写于乾隆二十七年初
冬，那是一个乡试年，尚在庶常馆
读书的王杰被皇上钦点为湖南副考
官，返京后见到二哥来信，即行回
复。他在信中简述了长沙贡院的考
录情况，说与正考官钱大昕意见相
合，所取考生的前几名皆具时望，
也向两个哥哥吐露心声，写到初居
京师之大不易。那时的他薪俸微
薄，妻子儿女一大家子，又将母亲
从家乡接来，“诸事艰难”“又不肯
坏品行向人告助”。王杰于信末写
道：“惟每日强为欢笑，以宽慰母
亲之心，不令知一毫艰难之状，但
未知将来作何完竟耳？”一个新科
状元的拮据困窘，所面临的巨大生
活压力，随着一封书信，鲜活地浮
现于面前。

一封书，是古典戏曲的一个曲
牌名，南戏 《张协状元》《琵琶
记》中皆有使用，而来源应出于游
子对故乡的怀念，以及人们对书信
的看重。如杜甫《述怀》“自寄一
封书，今已十月后”，王昌龄《别
李浦之京》“小弟邻庄尚渔猎，一
封书寄数行啼”，写来都很动情。
由王杰的这封家书，引发我追索寻
觅其信札的极大兴趣，数年来所获
渐多。他是一个爱写信的人，与家
人朋友、同事同年、门生幕僚等都
有书信往来，又因以书法名世而被
珍藏，流传至今虽属少数，亦颇为
可观。著名学者汪辉祖临终前追忆
生平，将座师王杰的历次来信一一
口述；另一个门生李赓芸则将老师
所寄手札装裱成册，“装成留作书
绅训”，珍藏家中。而前面提到的
这封家书，系一位私塾先生在韩城
见到，激赏之下竟然募资镌刻。一
封书被刻在石头上，一段不便与外
人道的家庭细事得以曝光和定格，
大约是王杰生前所想象不到的。

为写作本书，我尽可能地搜辑
查阅档案文献，充分利用清史纂修
与研究中心的藏书和数据库，也借
重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
物院、国家图书馆等处的收藏，对
王杰的在朝大端逐渐清晰；而他写
于不同时期的书信，则能提供正史
所忽略的细节，提供可信可贵的补
充。从其入仕之初写给老师孙景烈
的信，那恭谨工整的黄笺小楷，到
其衰病之年请汤金钊代拟辞呈的短
札，笔画仍不减秀劲，40年间草
蛇灰线，隐约可见一个清正大臣的
心路历程。

王杰性格内敛，不喜欢热闹、
不喜欢“标榜声气”，但坦诚真
纯、心地洁净。乾隆帝很喜欢其品
性，曾以他为例，说君臣之间就应

该这样亲如家人，而也正因为看重
这一点，和珅的屡次进谗才失去作
用。嘉庆帝对王杰也是如此，那份
敬重信赖，甚至可以说超过了父
皇。“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
返韩城”，是嘉庆帝在王杰离京前
所赠，满涵褒奖，却也是字字属
实。当时一个流行语叫“特达之
知”，指皇上对某臣的特殊信任和
赏识，王杰则属于两朝天子的特达
之知。这自会引发和珅之流的倾
陷，同僚间也不无“羡慕嫉妒
恨”，却不知王杰从不刻意迎合，
从不攀藤附葛，也从不贪权恋栈。
在朝日久，最容易变得虚伪苍滑，
王杰的书生本色并无改变，不假也
不装，自觉难以履职即反复求退。
而朝中大佬如刘墉、纪昀、彭元瑞
等皆年龄仿佛，一个个老态龙钟，
却是依然在官位上硬撑。元瑞在饯
别王杰时有句“去亦不得为勇退，
留亦不得为匪躬；适留未是恋栈
马，适去未是避弋鸿”“留者勿谓
去者拙，去者勿谓留者工”，自辩
亦复自嘲，只能付之呵呵了。

在这位老臣返乡后，嘉庆帝常
时念及，问候和赏赐不断。王杰也多
次密折上疏，反馈民情，也对时局发
表看法和提出建议，皇上则每折必
复。其也可视为一种书信往来，文字
间也可见亲情络绎，不是吗？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原常务副主任）

一 封 书
——《清风之华：王杰与乾嘉两朝政治》引言

卜键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重新开放
全国首部博物馆沉浸式导览剧亮相

经过3年多的文物修缮和展陈提升，北京宣
南文化博物馆于 5 月 18 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开
放当日，全国首部沉浸式导览剧 《宣南往士》
亮相，观众在焕然一新的长椿寺跨越时空，感
受宣南文化的底蕴与魅力。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书苑书苑书苑 随笔随笔

5 月 21 日是“全国助残日”。华夏出
版社面对残疾人作者与读者策划出版多种
出版物，用书香浸润残疾人的心田、丰富
残疾人的文化生活。本期“社长总编访
谈”栏目采访华夏出版社副社长陈振宇，
讲述新时代华夏出版社在中国残疾人事业
出版领域“弘扬华夏文化、传播人道主
义”的探索与思考。

▲华夏出版社部分图书

▲《清风之华：王杰与乾嘉两朝政治》

艺界艺界 有声有声有声社长总编社长总编 访谈访谈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