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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4 年的著作 《单向度的

人 ： 发 达 工 业 社 会 意 识 形 态 研

究》 中，赫伯特·马尔库塞定义

了“单向度的人”。这类人生活在

发 达 工 业 社 会 ， 只 追 求 物 质 满

足，缺乏精神追求。半个多世纪

之后的今天，随着现代工业、技

术 以 及 信 息 化 的 更 加 迅 猛 发 展 ，

物质经济的极大繁荣和社会分工

的日益精细促进了人们生活的富

足、技能的提高，如何破解“单

向度”，构建高远的精神追求？如

何 寻 求 并 维 系 心 灵 的 平 和 与 安

宁 ？ 或 许 ， 你 可 以 在 朱 永 新 的

《阅读之美》 中找到答案。

《阅读之美》 囊括朱永新关于

阅 读 的 100 句 精 句 和 精 选 的 若 干

阅读小故事，以精神之美、氛围

之美、成长之美、经典之美四大

主题，分类梳理、汇集提炼朱永

新多年来关于阅读的观点、论述

和 行 动 ， 系 统 展 示 了 阅 读 与 个

人 、 社 会 、 民 族 发 展 之 间 的 关

系。画家王绍昌专门为此书创作

了 100 多 幅 精 美 插 图 及 可 拆 卸 的

16 帧 书 签 。 语 画 和 鸣 ， 相 得 益

彰。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在

谈论“阅读之美”，也以精妙形式

展现了阅读对象 （书籍本身） 的

美，更希望读者通过沉浸式阅读

体验切实感受到阅读过程的美。

翻开 《阅读之美》，看到的是

鲜活的人物形象，周国平、冯骥

才 、 陶 行 知 …… 或 是 在 小 学 、 中

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又或是

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这本书的

主角是热爱阅读的所有人；这本

书 的 读 者 ， 可 能 是 少 年 、 青 年 、

中 年 、 老 年 ， 或 是 家 长 、 教 师 、

学生。它不是冗长枯燥的空洞说

教，而是希望通过轻松的文字和

雅 致 的 绘 画 让 你 体 味 到 阅 读 之

美，享受到阅读之乐。

阅 读 的 第 一 重 美 ， 在 于 心 灵 之

绿 洲 。《三 联 生 活 周 刊》 曾 于 2022

年发起一个话题，关于“互联网消

灭 的 40 件 事 情 ”， 发 现 人 们 越 来 越

习惯于碎片化的知识获取方式，例

如 1 分钟解读某某电影、2 分钟读完

《百年孤独》、3 分钟介绍 《红楼梦》

梗概……信息化时代让人们获取知

识易如反掌，也让人在快餐式学习

中浅尝辄止，逐渐对严肃而深刻的

思 考 失 去 耐 心 。 如 何 持 续 提 升 认

知、攀登精神“高地”？最简单易行

的途径是阅读。古人有言：“一日不

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

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朱永新感叹，“在心中种下一本本美

好的书，滋养人们的心灵，哪怕生

活中遇到痛苦的沙漠，也有力量重

新成为绿洲。”阅读之于人，是眼中

世界、亦是心灵家园。《阅读之美》

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无不体现出

阅读在人们心灵上一点一滴构筑出

精神绿洲的神奇力量。

阅 读 的 第 二 重 美 ， 在 于 经 典 的

鞭 策 。 人 类 历 史 有 很 多 精 神 丰 碑 ，

要达到或者超越那些高峰，就要阅

读和思考。伟大的智慧和思想往往

深藏于经典书籍之中，阅读经典的

价值在于，书籍架设起了交流的场

域，使阅读和人精神的汇通变得可

能，从而充盈了个体生命更多的意

义 ， 让 人 不 断 实 践 高 尚 的 人 生 价

值 。《尚 书 · 多 士》 云 ，“ 惟 殷 先

人，有册有典。”泱泱中华上下五千

年浩瀚文明，岁月长河中留下无数

典籍瑰宝，其中镌刻和流淌着中华

民 族 一 脉 相 承 的 精 神 价 值 。 在 书

中，朱永新将经典比作老者、比作

教师。正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源源不

断流传下来的经典，成为一代代人

们可以汲取的精神食粮。经典是人

类文明的精神高光，是个体成长和

社会发展进步的明灯。“阅读不一定

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一定可以拓

展生命的宽度、厚度和高度。人类

精神的阶梯就是随着生生不息的阅

读而不断延伸的。”

阅 读 的 第 三 重 美 ， 在 于 少 年 强

则 国 强 。 书 籍 、 阅 读 之 于 一 个 国

家 、 一 个 民 族 的 重 要 意 义 不 言 而

喻。百年前，梁启超写下 《少年中

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

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

进步则国进步”。在朱永新眼里，可

谓少年阅读强则中国未来强。《阅读

之美》 中着重探讨了关于“儿童阅

读”的认识。少年儿童时期，是一

个 人 激 发 阅 读 兴 趣 、 培 养 阅 读 能

力、形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尤

其是在网络时代对阅读挑战日益严

峻的今天，更加要重视让儿童在需

要阅读的年龄里得到充分阅读的浸

润，“把最美好的书籍给最美丽的童

年”。

孜孜耕耘阅读之美
王春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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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绵延至今，印刷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

文明的进步，也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印刷文化，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互

鉴。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致

力于印刷文化与版权文化的研究，继 《传统的未来：印刷文化十二讲》

后，今年又编著出版了 《世界印刷文化史》。本版邀请他撰文讲述印刷文

化的魅力与传承。

中 华 文 明 源 远 流 长 ，

博 大 精 深 ， 代 代 相 继 ， 为

人 类 文 明 的 辉 煌 谱 写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篇 章 。 今 天 ， 在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进 程 中 ，

观 照 中 华 文 明 的 起 源 与 研

究 ， 从 考 古 学 、 历 史 学 、

人 类 学 、 科 技 史 等 多 个 维

度 构 建 文 明 研 究 的 中 国 话

语，具有重要意义。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 一 直

是 我 国 考 古 学 、 历 史 学 特

别 关 注 的 课 题 ， 也 广 受 国

际学术界的瞩目。“中华文

明 探 源 工 程 ” 由 科 技 部 立

项 ， 国 家 文 物 局 组 织 ，

2002 年 开 始 启 动 预 备 性 研

究 ， 是 对 中 华 文 明 起 源 与

发 展 进 行 综 合 研 究 和 科 学

论 证 的 国 家 级 科 研 项 目 ，

已走过 20 多个春秋。

国 际 学 术 界 曾 以 两 河

流 域 文 明 和 古 埃 及 文 明 的

特 征 ， 将 文 字 、 冶 金 术 和

城 市 视 为 文 明 社 会 的 标

准 ， 称 之 为 “ 文 明 三 要

素”。这一标准远不能适用

于 世 界 各 地 古 老 文 明 的 研

究 。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提

出 进 入 文 明 社 会 标 准 的 中

国 方 案 ： 一 是 生 产 发 展 ，

人 口 增 加 ， 出 现 城 市 ； 二

是 社 会 分 工 ， 社 会 分 化 ，

出 现 阶 级 ； 三 是 出 现 王 权

和 国 家 。 这 是 中 国 学 者 为

世 界 文 明 起 源 研 究 作 出 的

原创性贡献。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通

过 系 列 考 古 实 证 ， 对 中 华

文 明 的 起 源 、 形 成 、 发 展

的 历 史 脉 络 ， 对 中 华 文 明

多 元 一 体 格 局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过 程 ， 对 中 华 文 明 的 特

点 及 其 形 成 原 因 等 ， 都 有

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

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 （文明社会）、四千三

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

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良渚遗址。良渚遗址位

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阡陌相连的稻田，规模浩大的

水利工程，功能齐备的良渚古城，均显示了良渚文化强

大的建设能力和精细化的社会分工。玉钺、玉琮、玉璧

的大量集中出现，是贵族阶层掌握军权、政权和神权的

象 征 。 王 族 、 贵 族 墓 地 的 出 现 ， 代 表 着 社 会 阶 层 分 化

……2019 年 7 月 6 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 《世界遗

产名录》，良渚文化受到世界关注。

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

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

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随着近年来考古文博的

热门，越来越多的中外宾客渴望走近中国，感受中华文

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温度。这种温度来自于裴文中、夏

鼎、张光直、苏秉琦、宿白等考古学家接续奋斗取得的

丰盈收获，来自于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

的 辛 勤 耕 耘 ， 来 自 于 “ 大 胆 想 象 ， 小 心 求 证 ” 的 扎 实

学风。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考 古 、 文 博 领 域 通 识 类 图 书 的 出

版，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向大众读者传播的窗口，促进了

中华文明的传承。近年来，考古学越来越受到关注，相

关图书出版也屡屡掀起热潮，受到读者的喜爱。如东方

出版中心出版的 《万 年 中 国 —— 中 华 文 明 的 起 源 与 形

成》 会 聚 了 当 代 中 国 一 线 考 古 人 对 八 大 核 心 考 古 遗 址

的 真 实 记 录 ， 通 过 对 诸 多 考 古 成 果 的 分 析 ， 勾 勒 出 中

华 农 耕 文 明 、 游 牧 文 明 和 山 林 农 牧 文 明 的 发 展 轨 迹 。

生 活 · 读 书 ·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出 版 的 《了 不 起 的 世 界 文

明——找寻世界十大考古遗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

绍 世 界 十 大 考 古 遗 迹 的 发 现 、 科 研 与 成 果 ， 十 位 “ 走

出 去 ” 的 考 古 学 家 ， 以 中 国 视 角 带 读 者 踏 上 世 界 文 明

之 旅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的 《我 在 考 古 现 场 —— 丝 绸 之 路

考 古 十 讲》 以 考 古 学 家 齐 东 方 先 生 重 走 丝 绸 之 路 的 视

角 ， 透 过 文 物 看 历 史 ， 以 严 谨 的 学 术 、 通 识 的 写 作 让

大 众 “ 亲 临 ” 丝 绸 之 路 的 考 古 现 场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国 家 宝 藏》 为 文 博 类 电 视 节 目 《国 家 宝 藏》

的 同 期 书 ， 以 中 国 九 大 重 要 的 博 物 院 （馆） 镇 馆 之 宝

为 切 入 点 ， 让 沉 默 的 文 物 变 成 叙 述 的 主 体 ， 讲 述 中 华

文 明 的 进 程 ， 勾 勒 中 华 民 族 代 代 相 继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

由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的 《中 国 考 古 学 编 年 史》 是 中 宣 部

“2023 年 主 题 出 版 重 点 出 版 物 ”， 系 统 梳 理 中 国 考 古 学

百 年 发 展 成 就 ， 以 出 土 器 物 的 考 古 发 现 实 录 ， 呈 现 中

华文明的累累硕果和博大精深……

从一万年的文化史，到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伟大的

中华民族一直在阔步前行。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

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

承，以高质量的出版推动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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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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印刷文化史》 是我主持的国家社

会 科 学 基 金 特 别 委 托 课 题 “ 印 本 文 化 研

究”的成果，汇集了课题组成员的集体智慧

和贡献。全书立足于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

史 ， 1400 多 年 的 印 刷 史 ， 分 为 印 刷 起 源 、

雕版印刷、活字魅力、数字印刷、印刷艺术

和印刷文化六章，以高维的视角和全球的视

野，阐释千年世界印刷文化史，并着眼未来

阐述了印刷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

在 课 题 研 究 立 意 与 编 著 此 书 过 程 中 ，

专家学者力求以历史梳理和系统思考，呈

现凝结于物质载体之上的精神内涵。研究

团队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

理 念 ， 并 怀 念 和 铭 记 先 贤 为 印 刷 技 术 进

步、印刷文化凝结所作的历史贡献。

回溯世界文明历史长河，文明传播方式

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

步。文明的传承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技术

的变革助推了文化领域的革新。印刷术被誉

为“人类文明之母”，使文明的种子四处生

发壮大。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

一，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隋唐之

际，印刷术逐渐崛起于历史的地平线上，与

日臻成熟的造纸术结合，开启了我国 1400

多年悠久而辉煌的印刷史。

立足我国来看，印刷术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赓续和远播开辟了全新道路。首

先，印刷术推动先人创造出卷帙浩繁的典

籍善本，大批量、低成本的复制开辟了平

民化、大众化的书籍生产消费历史，让印

本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代代中国人读取传

承先贤智慧，为中华文明的赓续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水。同时，印刷术特有的固定保

真 性 ， 不 仅 杜 绝 了 手 抄 书 籍 时 的 渐 次 讹

变，更以分布式的多复本保存大大降低了

知识湮灭不传的概率。此外，印刷术推动

了中国古籍远播日本、越南等地，带去了

中华名物典章、礼法制度、道德观念等文

化万象。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中国的

印刷术也不断远播到世界各地。

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印刷术经历

了从手工的雕版印刷、活字 印 刷 到 机 械 印

刷 的 发 展 历 程 ； 印 刷 承 载 物 从 早 期 的 纸

张 ， 发 展 为 当 今 的 高 分 子 合 成 物 ， 几 乎

无 所 不 在 、 无 所 不 包 。 印 刷 术 的 发 展 变

化 ， 积 淀 了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 印 刷 品 包

罗 万 象 ， 其 中 蕴 含 的 内 核 正 是 文 化 。 印

刷 文 化 以 标 准 化 批 量 复 制 以 及 文 本 固 定

保 真 为 重 要 特 征 ， 在 横 向 轴 线 上 传 播 文

化 ， 在 纵 向 时 间 上 传 承 文 明 ， 是 全 人 类

共 同 拥 有 的 宝 贵 财 富 。 缤 纷 多 彩 的 印 刷

文 化 搭 起 了 人 类 知 识 传 承 与 创 新 的 桥

梁 ， 加 速 了 文 明 的 交 流 互 鉴 ， 其 触 角 延

伸 至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 始 终 服 务 于 人 类

高效生产与美好生活的追求。

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直面数字

时代，古老的印刷还会陪伴人类继续走向

未 来 吗 ？ 技 术 只 是 手 段 ， 文 化 才 是 追 求 。

相 较 于 狭 义 地 从 印 刷 出 版 物 角 度 去 理 解 ，

如果我们将目光扩展到广义的印刷，那么

映入眼中的景象将大不一样。面对“未来

已来”的数字时代，印刷以主动的姿态和

积极的行动乘上了时代的快车，将人类的

智慧和创造力，同数字技术的涌动迭代紧

密相连，知识重组、媒介融合、全场景智

能化呼之欲出。无版印刷、3D 打印、纳米

印刷、电路印刷、生物打印……诸多专有

名词的背后，是方兴未艾、多元多态的印

刷技术与产业。可以想象，随着 3D 打印、

生物材料打印、计算机扫描技术等进一步

发展，印刷这个古老的词语将会从出版物

印刷、包装印刷等领域再次出发，继续为

文 化 传 播 提 供 重 要 支 持 ， 融 入 生 活 点 滴

之中。

弘扬印刷文化，要在传承厚重精神文化

遗产的同时，敞开胸怀，兼容并包，不断丰富

印刷文化的内涵。牢牢守护印刷推动知识累

积、文明赓续的基因，不断吸纳新技术、开辟

新领域，使其一如既往地承载人类的智慧和创

造力，以技术推动进步，以文化滋养心灵。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印刷文化史》 在

装帧设计和用纸排版上精心设计，力求做

到 图 书 文 质 兼 美 ， 探 索 融 合 了 形 式 与 内

容、传统与现代的阅读与图书模式。在图

书环衬处，由西泠印社刻制的印章与二维

码的融合，邮票与现代印刷技术的相遇为

本书的阅读提供了更丰富的体验。读者扫

描 印 章 处 的 二 维 码 ， 不 仅 可 以 阅 读 文 字 ，

同时还可以实现同作者的交流。

纵观这本近 40 万字的 《世界印刷文化

史》，我们努力以学术化成果和大众化传播

相结合的文风，为探索构建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贡献绵薄之力。加强印刷文化研究

与阐释，生动讲述印刷故事，展现印刷文

化底蕴，期望通过这幅绵延千年的世界印

刷 文 化 长 卷 ， 促 进 印 刷 文 化 的 弘 扬 和 传

承 ， 激 发 更 多 读 者 对 印 刷 文 化 探 寻 和 了

解，共同追寻古人智慧、启迪当下思考。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Z 新知书架

日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历时

多年组织策划的大型项目图书 《中

国考古发掘报告提要》（10 卷 16 册）

在京出版发行。

该项目图书收录了自 1928 年至

2015 年在我国正式出版的考古详报

和考古专业核心期刊登载的考古简

报 13245 种，10 卷 16 册，外加一册

便于读者查阅的索引。收录的考古

发掘报告包括前期的勘察报告、调

查报告、钻探报告、航拍报告、试

掘报告，中期的清理报告、发掘报

告 ， 后 期 的 实 验 报 告 、 整 理 报 告 、

保护报告等，是我国几代考古工作

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认识考

古学术成果的文字凭证。

据介绍，中国文史出版社邀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考

古学家刘庆柱，组织考古业内外人

士 历 时 多 年 潜 心 编 纂 了 这 部 著 作 。

该项目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

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并获得 2024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考古发掘报告提要》 具有

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该项目收录的

考 古 详 报 和 考 古 简 报 ， 都 给 出 作

者、出处 （出版社及出版年、刊物

名称、期数)，述其所在地点、发现

经过、发掘时间、主要发现、重大

价值等，条理清楚，体例得当。二

是该项目是向大众介绍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提高

文物意识的有力举措。所选录报告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

专业性词汇，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讲清楚发现发掘的

时间、地点，发现过程，发掘出什么等，既能满足历

史研究者的需求，也能满足非专业学者需求的基本信

息。三是该项目所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比较注重阅

读趣味，一般人感兴趣的信息会予以收录；比较注重

考证，凡有通过与文献对读并由此得出结论的部分，

大多予以保留；比较注重信息，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相

关学术信息。 （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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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之美》

《世界印刷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