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常是温煦的，也自具一种拣选过滤的

功能。就在动笔前，我试图往记忆之海中打捞与

保勤兄的初次相识，时序虽难系定，却清晰记得

他那明爽的笑声，使在场者深受感染。古谚不有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么？以喻我俩的交往也觉

贴切。我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都是“文

革”后考入大学，曾在报刊出版等岗位上历练，

也都是任职时不废读写、退休后益发专注，过得

充实而愉悦。他的身份是多重的，最为世人称扬

的乃“行吟诗人”，留下许多佳篇妙句，如《送你

一个长安》，哈，谁个出手有这般豪壮阔绰、这等

顾盼自雄？

保勤兄擅诗，亦擅为文，其诗其文皆力道内

蕴，美善充盈，尤重在抒写真情。他发来新作《岁

月八记》的文档，嘱为书序。这是他精选历年文

章的结集，以“人物”“思想”“教育”“生态”等厘

为八辑，而拈取“岁月”二字为总题，又不独记录

个人的生命感悟，应也包括所述及的各界人士。

他写贺敬之、柳青、陈忠实、雷抒雁、刘文西等文

学艺术界名家，爱敬凝注，较多引用他们的原

话，致力于凸显其胸襟性情。略如：“我们那批人

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但延安哺育了我们，这个不

了情，不能忘”，是贺敬之说的，满含对革命岁月

的回忆，以及对延安的思念；“我一吃饭，常常会

想起困难时期过年的豆腐、粉条馅的白面包子，

一想起来都能闻到那个味儿，那个香啊”，则出

自陈忠实之口，说的是一段艰辛岁月，也携带着

白鹿原的泥土气息。最让我感动的是柳青，在哥

哥引导下走出陕北的山沟，走上革命道路，新中

国成立在京任职，却毅然请辞，自愿从京城返回

家乡，又辞去县领导的职务，到长安县皇甫村落

户，借住旧庙，一身黄土两腿泥。为何？乃因他有

一份情怀、一缕乡愁、一个文学的梦。就在这块

厚土上，柳青沉潜于农民之中，共同投入并见证

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也写出了旷世

巨作《创业史》。保勤写道：

1961 年困难时期，他又毅然将《创业史》所

得的 16065 元稿费捐给公社，而自己和家人则

节衣缩食，吃糠咽菜。柳青说：“要想写作，就先

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这种境界与这份坚忍，真令人崇敬和叹息。

这是柳青的岁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岁月，

一个人民作家的岁月。

了解保勤的朋友也包括我，都认可他的仁

厚醇正和有情有义，其笔下有一种由内而发的

明朗纯净，有着抉发真善美的敏锐。保勤写柳

青，自问“我们向柳青学习什么”？“如何用文学

滋润自己的灵魂”？在机舱中偶遇一个娶了西安

姑娘的德国小伙子，听他碎碎叨叨说开去，也像

被引燃了满满的幸福感；住在小镇，遇到“卖西

瓜的小女孩”，问询间不免心疼，感慨“一个懂事

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了家的责任和珍贵的担

当”，竟也在离开时冒雨再去买瓜……保勤时时

在观察、问询、倾听、记述，一些文章可称现实社

会的实录。他的《师情》，记述一个农村老师悄悄

为贫困生交了学费，使之免于休学，由于老师很

快因事离校，该生在 37 年后才找到老师的一

幕，极为动人。

《愧对渭河》，是保勤领衔撰写的全程考察

报告。渭河为黄河最大的支流，穿越甘陕两省，

接纳众水，蜿蜒 800 余公里入黄。2004 年夏，保

勤兄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从渭河源头、甘肃省渭

源县的鸟鼠山开始，“顺水而下，千里踏访，最终

停留在陕西潼关吊桥村东的土崖畔，目送着浊

浪翻腾的渭河融入黄河”，他写道：“……内心深

处升起一种难言的自责，我们愧对渭河！”

依据调查报告的惯例，该文也写了政府在

治理上的努力，而诗人气质，使之大发兴慨：

“渭河，曾经是一条多么浩荡而神气的河啊！隋

大业年间，隋炀帝西巡，从渭河源头的浊源河

浩浩摆渡，留下‘惊涛鸣涧石，澄岸泻崖楼’的

诗句。明洪武年间，明代将领徐达率军西征，在

渭 河 源 头 的 清 源 河 修 了 灞 陵 桥 方 才 通 行 车

马。”“渭河的水源问题及生态平衡问题，归根

结底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问题。渭河，让我

们看到人类的渺小、无知、贪婪。人类愚弄大自

然，结果反被大自然所愚弄。”读后怅然久之。

春风风人，出自刘向《说苑·贵德》。说的是

梁国宰相孟简子势蹙投齐，身边只跟着三个随

从，齐相管仲略加询问，得知此三人皆曾受孟简子

大恩，遂发感慨：

嗟兹乎！我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

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

可译为：“唉，可悲啊！我将来命运不好是注定

的了。我既不能像春风般温暖别人，也不能像夏雨

那样滋润别人，今后注定会命运不济的。”书缺有

间，我们不了解管仲与孟简子是怎样的交情，不知

道他会如何安置落难的邻国大员，却由这段记述

见识了一代贤相的内省态度：没有去谴责孟简子

那四散的三千门客，也没有赞扬忠诚相随的三人，

而是想到身居相位应施惠于民，感到自己做得远

远不够。

自此以后，春风风人常与“夏雨雨人”连用，以

表述温煦、润泽之义。以我个人的感觉，以我阅读本

书的感受，春风夏雨，颇与保勤的品格性情相契合，

也与他写到的人物和论题相契合，因借以为题。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北京文史馆馆员）

春风风人
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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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专栏·文明的足迹

Z 书苑走笔

Z 阅读视野

出版社、图书馆、书店是推动全民阅读的

主力军，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如何加快转型升级，深化馆社店融合提升服务

效能，创新阅读推广方式、激发全民阅读热情

等，成为重要课题。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

韬奋基金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

书 店 协 会 指 导 ，《中 国 出 版 传 媒 商 报》 社 主

办，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承办，南京大学

图书馆协办的 2024 出版发行界图书馆界融合

发展阅读推广论坛在南京举行。

与会专家紧扣“数智化赋能 馆社店融

合”主题，围绕资源建设、阅读推广和融合发

展等话题深入交流，探讨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

服务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不断提升馆社店服务全民阅读能力和水

平，加快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

拥抱新技术 焕发新活力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

消费模式，图书的出版、发行以及营销等，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

基金会原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中国

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著名出版

家、作家聂震宁感到人工智能为出版业和阅读

带来新的活力与可能，如人机协作创作、个性

化的内容定制、智能编辑和校对、智能翻译、

精准营销、多渠道推广、个性化阅读推荐、深

度解读、多媒体、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数字

版权保护、智能监测与预警等。他认为，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阅读形式和丰富的

阅读内容，人机协作将为数智背景下的出版工

作赋能，使阅读变得丰富、高效、便捷，助力

实现“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以

致乐”的阅读目的。出版业应按照纸质出版的

规律，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使传统出版焕发出

新活力。

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雅珊表

示，全国新华书店要深刻把握数智化发展的内

在规律，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推动自身在内容生产、供应链管

理、营销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同时，新华

书店要加强与图书馆、出版社等机构的合作交

流，共同构建数智化阅读生态，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通过数智化赋能，

让新华书店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的重要力量。

当前，图书馆功能和空间打造日趋多样

化。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黄贤金表

示，高校图书馆在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

同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

当下，良好的素养不仅有利于激发拔尖人才的

创新灵感，还有助于形成对科技的社会价值认

同。高校图书馆需要积极发挥全过程、全学

年、全覆盖、全时空的知识服务优势，为兼备

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家国情怀和人类情怀的

高质量人才培养提供高水平的文化育人服务。

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鲍黎钧看

来，当前图书馆、出版社、实体书店发展都遇

到了瓶颈，三方都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面对

新技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各省发行集团在数

字化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

尝试和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介绍道，近

年来，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平台

和引领作用，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组织参观

访问等方式，持续关注行业在数字化背景下的

发展热点难点、新技术和新场景。未来，出版

发行界要迎难而上，积极拓展服务边界、服务

理念，同时拓宽服务方式，改变传统经营模式。

深度融合 纵深发展

当前，馆社店融合发展，合力推动全民阅

读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明认

为，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便承载了信息传播的

功能，当前出版业面临快速转型，数智化不再是

“未来”，而是“已来”。加强数智化建设，推动

出版、发行、图书馆等环节的深度融合，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集内

容创作、编辑加工、出版发行、阅读推广于一体

的智慧阅读平台，实现精准推送、个性化服务，

是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必然选

择。出版发行界和图书馆界应持续推动数智化转

型，实现三方的数据互联互通，开展深度合作，

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

黄书元表示，出版发行界和图书馆界三方长期以

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图书滋养广大读

者。数字化新技术的发展对纸质图书的出版发行

和阅读形成了重大挑战，面对挑战不进则退。出

版发行界和图书馆界三方，应共同探讨如何携手

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阅读生态系统；如何运

用先进技术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探索与学校等

方面紧密合作机制，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关注，

推动阅读文化繁荣等课题。

如何促进馆社店的深度融合？江苏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党委委员、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宋吉述从出版企业的角度阐释了思

路：一是出版企业应加强资源建设，持续打造更

多优秀作品，加强与图书馆和书店的合作，探索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内容的

跨平台、跨终端传播；二是加大对阅读推广的投

入力度，馆社店共同策划和组织各类阅读活动，

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三是积极探索“互联网+

出版”“文化+科技”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

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合。

数智赋能 融合发展
——专家谈出版发行界图书馆界融合发展和阅读推广

本报记者 谢颖

中 华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深 深 吸 引 着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 如

今 ， 我 国 拥 有 世 界

遗 产 59 项 ， 在 这 些

世 界 遗 产 地 ， 可 以

看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外

国 面 孔 ， 他 们 以 好

奇 而 惊 叹 的 目 光 徜

徉 于 中 华 文 明 的 历

史 遗 存 ， 还 原 着 他

们 在 中 华 典 籍 中 了

解 到 的 浩 瀚 、 深

邃 、 博 大 的 中 华

文明。

以 经 典 著 作 的

翻 译 作 为 文 化 交 流

的 窗 口 ， 一 直 书 写

着 中 外 交 流 的 佳

话 。《周 礼》 中 的

“象胥”一词，是指

接 待 四 方 使 者 的 官

员 ， 也 意 指 翻 译 人

员 ； 既 是 官 职 ， 也

代 表 了 一 个 行 业 的

起 源 。 在 古 代 中 国

与 周 边 国 家 的 文 化

翻 译 史 上 ， 玄 奘 的

事 迹 流 传 深 远 。 他

历 时 17 载 取 回 真

经 ， 历 时 20 载 完 成

翻 译 ， 共 翻 译 了

1335 卷，共计 1000

多 万 字 ， 促 进 了 古

代 中 国 与 周 边 国 家

的文化交往。

在 增 强 中 华 文

明 传 播 力 影 响 力

上 ， 国 家 重 大 出 版

工 程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助 推 力 ， 如 《大 中 华 文

库》 等 成 为 中 国 文 化 “ 走 出 去 ” 的 闪 亮

名片。

《大中华文库》 是我国首次采用中外文

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

化典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

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 出版工程 1994 年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立项，全国 40 多家

出版单位先后参与。杨牧之担任 《大中华文

库》 工委会主任、总编辑。截至目前，《大

中华文库》 已开展实施三期工程，从汉英对

照版到多语种对照版，再到“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语言对照版，已出版图书 350 余种，

720 余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

以精选书目、精选翻译、精选印制为原

则，《大中华文库》 保证了准确传递中华文

化精髓，让海外读者获得愉快的阅读体验。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经典性与代表性是

《大 中 华 文 库》 选 取 的 第 一 原 则 。 上 自 先

秦，下至近代，典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

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以及科技等

各个方面。为了尽可能降低翻译对原意的减

损，在精选中外翻译名家及常规的审校外，

还以“信达雅”的标准增加了专门针对译稿

的审读过程。

书脊上方的故宫门环、书脊下方的长城

垛口和封面的黄河壶口瀑布是中国文化的三

个标志。中华文明如长城般巍峨挺立、悠久

绵长；母亲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奔腾

不息则象征着中华文明代代相继；叩开北京

中轴线核心建筑故宫的门环，可以进入典籍

中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以翻译为媒介，中外图书经典互译极大

加 强 了 中 华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力 和 影 响 力 。 如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成果丰硕。在刚

闭幕不久的四川天府书展上，举行了中尼、

中柬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图书签约仪

式，是“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的持续推

进。互译图书涵盖了政治、历史、哲学、文

学等多个领域，有力促进了文化交流。近些

年，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

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图

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图书‘走出去’基

础 书 目 库 ” 等 一 系 列 国 家 翻 译 出 版 扶 持 项

目，为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资金支持。

中华典籍，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铸就一

个个精彩瞬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中 华 文 明 的 传 播 力 和 影 响 力 得 到 了 极 大 提

升 ， 越 来 越 多 的 外 国 年 轻 人 选 择 到 中 国 留

学，选择学习汉语，甚至进阶修习古代汉语

以便更好地阅读中国典籍，了解中华文明的

精髓。我们要以中华典籍为媒介，进一步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

可 爱 、 可 敬 的 中 国 形 象 ， 深 化 文 明 交 流 互

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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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把选编文集的人称为“选家”，做选家

必须要做到博观而约取，博观需要时，约取需要

识，即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深的辨别能力。

古代成功的选集如明朱右选编的《八先生

文集》，虽后来有唐顺之、茅坤的助力，令异代牵

手，“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开始广泛流行；清孙

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被视为唐诗入门读物

的首选，一直影响至今；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定

的古代散文选本《古文观止》，因兼顾思想性与

艺术性，广为人知……以上充分说明，好的选

本，有强大生命力。

什么是好的选本？通过对经典选本的分析、

归纳，我们发现应具备“好作者”“好内容”“好艺

术”这“三好”条件。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教

授所主编的、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所出

版的《人间要好诗》这个选本，就是在“三好”原

则的指导下完成的。

为什么要选好的作者？因为文学作品的大

部分力量来自作者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文辞

本身。《人间要好诗》共选 97 位作者（《诗经》按 1

位 作 者 计 算 、佚 名 的 汉 乐 府 也 按 1 位 作 者 计

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 12 位，唐代 20 位，宋

代 25 位，金、元两代 8 位，明代 8 位，清代 13 位，

近现代 11 位。如屈原、曹植、陶渊明、刘琨、鲍

照、王昌龄、颜真卿、李白、杜甫等。这些作者的

共性是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除此之外还各具

特点和性格，或气节皎然，或轻身重义，或刚正

不阿，或嫉恶如仇，或不拘小节，难以尽列。人品

与作品的统一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选好作者

定是《人间要好诗》在编选之初的工作原则。

为什么一定要选好的内容？主编周文彰在

《人间要好诗》的后记中交代了编选的初衷。目

的是励志，诗词必须具备好的内容。每一首诗之

前都列出了“主题诗句”，如“捐躯赴国难，视死

忽如归”（东汉曹植《白马篇》）；“新松恨不高千

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唐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

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少年辛苦终身

事 ，莫 向 光 阴 惰 寸 功 ”（唐 杜 荀 鹤《题 弟 侄 书

堂》）；“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南

宋陆游《夜泊水村》）；“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

气满乾坤”（元王冕《墨梅》）；“莫厌栖栖，但存耿

耿，得失区区何足哀”（明高启《沁园春·寄内兄

周思谊》）；“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明戚继光《望阙台》）；“白月为心，朱绳比质，生

平自负峨峨”（清王士禄《满庭芳·用坡公韵》）；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近现代瞿

秋白《江南第一燕》）等。全书诗词分为八大主

题，分别是：家国情怀、壮志凌云、诚心正义、明

理修身、安闲自得、好学不倦、拼搏进取、以身报

国，编选者具有精深与客观的辨别力。

为什么所选作品要有好的艺术性？中国古

典文学的追求是“质文并重”，强调内容和形式

的统一和平衡，如此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才能

吸引读者、打动读者、感染读者。孔子在《论语·

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人间要好诗》就是在“质文并

重”的理念指导下，在满足好作者与好内容的前

提下，力求选择具备良好艺术性的诗词作品。不同

的体裁对艺术性的要求不同，五古讲究质朴简洁、

意蕴深厚，七古讲究纵横酣畅、自然和谐，律诗讲

究结构严谨、属对工稳，绝句讲究精炼明了、声韵

优美，婉约词讲究深细缜密、圆润清丽，豪放词讲

究气象恢廓、语词宏博。如北宋程颢的七律《秋

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

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

雄。”诗浅易近人、文情并茂，感慨世事如白驹过

隙、变幻莫测，同时也引导读者对人生观价值观的

思考及探索。支撑律诗的关键是中间两联的对仗，

如大厦之四柱，此诗之对仗极其工稳且流畅自然，

大有“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

之效果。

另外，《人间要好诗》在版面设计上，将每一

首诗的“题目、作者、内容”“主题诗句”“作者简

介”“注释”“赏析”放在前偶后奇连续的两页内，

翻开之后左右如同一版，全部呈现眼前。为了简

约，尽量避免注释与赏析有重复，非常便于读者

阅读。

具备“三好”的《人间要好诗》
褚宝增

论坛现场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