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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风雨，洗净了北京的秋天。
9 月 5 日的首钢园，天蓝树绿，

人来人往。绛红色的高大煤仓、陈
旧斑驳的青灰色烟囱和高塔、低矮
的首钢大食堂等钢铁工业遗迹，给
时尚现代的服贸会增添了别样意味。

9 月 1 日至 5 日，由中共北京市
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发行集团承办
的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在服贸
会首钢园区展区举办，到场观众之
多超出预期。

红色文化沁人心

一位读者亮出自己在主题出版
物展区的“惊喜”发现——刚买的
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 《论把握
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
新发展格局》：“我最近在研究新发
展理念相关内容，正好在图书节上
发现了这本书。”

图书节在“喜迎党的二十大”
主题出版物展区集中展示了 300 种
相关主题出版物，有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多语种版本）、《习近平用
典》 等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图书，还有 《中国
由此改变》《百年大党的关键抉择》

《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火
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中国能
力——抗疫背后的中国之治》 等，
不少图书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医
疗卫生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有一个区域，让观众禁不住上
前“打卡”，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的红色足迹”（博物馆篇） 沉浸式
VR 阅读产品。踩上标记地名的方
块，就像用鼠标按了键，那个地方
的场景会翻上面前的弧形大屏幕，
随着脚的划动，场景不断向前伸
展。产品负责人介绍说，该产品选
取了习近平总书记曾到过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北大红楼、香山革命
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等 5
个红色地标，720度全景拍摄，运用
人工智能和 VR 技术，让观众犹如
身临其境，“该数字内容还包括了丰
富的专业讲解内容以及珍贵图片和
视频素材，观众可聆听一个个革命
故事，唤醒心底的红色记忆”。展出5
天，前来“打卡”体验的观众过千，
其中一半是青少年。

京味传统展魅力

借服贸会契机，图书节
特设传统文化展区，向世界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展览以特色文创产品为
引子，吸引读者在古籍中看
北京，在古人的版画中感受
历史。

踏入展区，《万寿盛典图》在电
子屏上徐徐展开，它以纪实笔法描
绘康熙六十岁寿辰 （1713 年） 之
际，由神武门、西安门、西直门到
畅春园一线街巷张灯结彩、官员百
姓迎接銮驾的盛况。《万寿盛典图》
依据武英殿刻本 《万寿盛典初集》
第四十一、四十二卷刻本整理影
印，中国书店将原刻本 148 幅版刻

首尾相连，不间断地呈现这一长达
50 米的版画巨构。不少观众在 《万
寿盛典图》 展示屏前驻足，找寻着
与今日北京重合的场景。现场陈列
的清康熙年间刊本 《敕建弘慈广济
寺新志》、民国铅印本《北京历史风
土丛书》 以及 《御制圆明园图咏》

《永定河治本计划》等记录北京旧时
风物的典籍、“北京颐和园内景织
锦”，与《万寿盛典图》形成联动。

北京出版集团融数中心策划编
辑王睿告诉记者，集团今年展出的
不仅有图书、期刊、文创，还有数
字 藏 品 ——VR 有 声《兔 儿 爷“ 多
福”》，“多福”山形眉、月牙眼、
三瓣嘴、长耳朵，身披红袍，喜气
洋洋。

北京出版集团多年来致力于北
京文化的发掘，他们发现不少古籍

善本、名家名篇都着重写到“兔儿
爷”。每逢中秋，京城的百姓供奉“兔
儿爷”，后来它又转为中秋的儿童玩
具，已成为北京的文化符号。于是，
北京出版集团和中图云创联合，设计
出“多福”的性格外貌，让它在系列作
品中亲历老北京
的百工行当，以画
面+声音立体塑

造“多福”善
良、勤劳、乐
观的美好品
质。这一虚
拟吉祥物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喜爱。

科技赋能开新篇

图书节“书香京城”展区不仅
有“中国好书”获奖作品和“金融
贸易”“文化艺术”“北京中轴线文
化”板块，还设置了“航天科技”

“碳中和”“元宇宙”等结合时下热
点的专台专架。坐在展区读书的一
位读者说：“平时总看网上提元宇
宙，究竟是什么东西，还得看书才
有准确的认知。”

展区里还有个景点引人注目，
一辆被固定的自行车，面前电子屏

上是北京明媚的街景，高楼、绿
荫、骑行道。工作人员介绍说，踩
动脚踏板，借助 VR 骑行可以“一
站式”打卡北京示范书店。近年
来，北京实体书店建设工作成效显
著，截至2021年底，全市实体书店

超过 2000 家，万
人 拥 有 实 体 书 店
0.93家，位居全国
首位。过去一年，
全 市 举 办 各 类 阅
读活动 3 万余场，
覆盖人群 2000 万
人次。

1 号馆图书节
主 会 场 内 ， 邱 华
栋 、 徐 则 臣 、 陈
善 广 、 杜 文 龙 、
王 山 、 萨 苏 、 石
一 枫 、 张 明 杰 等
名 家 轮 番 做 客

“ 名 家 大 讲 堂 ”，
与 读 者 面 对 面 交
流 分 享“ 中 国 精
神”“文化北京”；
遍 布 全 城 的 分 会
场 也 安 排 了 各 类
线 上 线 下 讲 座 、

新书发布、阅读分享，全市有 155
家实体书店参与“护苗行动”并举
办优惠购书活动。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截至闭
幕，本届图书节直播活动观看量突
破 210 万次，微博新增话题讨论超
过 3000 万次。图书节组委会秘书
长、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王
野霏表示，这是北京国际图书节第
二次与服贸会“联姻”，服贸会因图
书节的融入凸显“文化范儿”，让展
团、客商、观众开启一趟精彩的阅
读之旅；依托服贸会平台，北京国
际图书节“扩圈”又“破圈”，为首
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全民阅读工
作提供精神动能。

2021 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策划
出版一部纪念李大钊的传记作品，
写作任务落在了“阿青”身上。他
在互联网上结识了喜欢研究中共党
史的青年同道“小春”，小春又为
他引荐了一位高人“博士”。

陈 耀 辉 新 作《创 造 青 春 之 中
国 ——走近李大钊》就这样新颖别
致地展开了，不是对资料的平铺直
叙，而是以课堂问答和朋友间相互
讨论的方式讲述史实。作者虚构的
三个人物——阿青、小春和博士，
组成了一个社交圈，既是高雅的沙
龙，又是一个时而欢快时而严肃的
课堂。阿青和小春充满青年人的朝
气和率真，博士则像一位“高人隐
士”，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对
中共党史尤其是李大钊有着深入的
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三人形成了一
种真诚、互动、相亲相敬的学习讨
论氛围。

书中借“博士”之口说：“你要
换一种眼光看李大钊，换一种眼光
看当年的革命家，把他们当作寻常
人，然后从他们走过的道路尤其是
生活中的小事上，细心发现非常之
处，才能‘走近李大钊’。”

由此，我们在悲苦的童年身世
中，走近了李大钊；我们在十年私
塾苦读中，走近了李大钊；我们在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
楼 ”的 铿 锵 诗 句 中 ， 走 近 了 李 大
钊；我们在 《青春》 的壮美宣言和

“青春哲学”中，走近了李大钊；我
们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的使命担当中，走近了李大钊；我
们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中，走近
了李大钊；我们在“先驱好肝胆，
松柏耐岁寒”的舍生取义本色中，
走近了李大钊……

这种崭新的叙述方式，打破了
党史传统讲述模式，反映了革命与
美学相融互见的理念。10多次“对
话”，以时间为线，以事件为纲，
史论结合，情景交融，不但借鉴、
吸收了学术界尤其是党史研究界几
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同
时又有作者自己许多见解和感受，
变“静观”接受为“沉浸”体验，
是体察与感悟，是神往与投入，是
真正意义上的重温与回顾，读罢让
人若临其境，感同身受，使李大钊
的光辉形象真实而鲜活地矗立。

它不但是一部真实而严谨的传
记性作品，同时也具有清新隽永的
散文意味以及相当高的学术参考价
值，是一部沉浸式的党史教科书。
读者徜徉字里行间，总能为之会心
一笑，为之精神一振，为之慷慨激

昂，为之悠然神往。这样的表达，
使行文更为轻灵，更有妙趣，让静
止的文字贯穿在充满形象感的脉络
中，缩短读者与历史事件的时空距
离，方便青少年读者阅读和接受。

李大钊烈士嫡孙李建生在序言
中写道：耀辉同志是美学博士，他
从美学的角度，全新地看待党史资
料，因此他笔下的李大钊烈士，不
仅身份崇高，也不光是就义的英
勇，还有日常中一言一行的美好以
及这些美好言行的由来与根源。让
我觉得，这样的李大钊正是那个重
情义懂得爱的父亲和爷爷，让人情
不自禁地愿意亲近他，让人相信他
是能够实现青春之家庭蓬勃兴盛、
幸福美满的。也让我们这些没有机
会做“大事业”的人，知道如何加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洪流，做
好日常的每一件小事，让自己的一
言一行都有美感，让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更有青春的气象。

让今日之青年看到有着无限魅
力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本书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相伴 32 载的丈夫猝然离世，龙
丽云意识到必须从悲伤中自拔，让
生活“回到平稳状态”。于是她选择
业余进修真菌学的课程，在林间采
集食用菌菇，借此找回生活的乐趣。

2019 年，龙丽云以挪威语写作
并出版了 《寻径林间——关于蘑菇
和 悲 伤》（商 务 印 书 馆 2022 年 引
进），她在前言中写道：“这本书讲
述了两个平行的旅程：一个是外部
的，进入蘑菇的王国；另一个是内
部的，领略内心哀伤的景致。”对于
作者而言，“蘑菇的领地”和“悲伤
的迷宫”都是“陌生的异域”，坚强
的她努力保持开放心态来面对。

身为人类学家的龙丽云，探索
蘑菇世界时也采用了田野考察的视
角。蘑菇爱好者群体成为她非正式

的考察对象：仪式、惯例、标准制定
者……蘑菇采集者的嗅闻仪式让她
印象深刻，很快她就意识到一些“不
成文的规定”，比如不经邀请不能踏
入别人日常采集蘑菇、有所发现的

“自留地”，她还幽默地总结出如何
礼貌规避采集点具体信息的提问。

作者惊讶地了解到，关于蘑菇
的毒性竟然有不同标准。在挪威、
法国、英国，野外指南建议食用的
真菌种类都不同，即使在挪威和瑞
典这两个紧邻的北欧国家，对于丝
膜菌属的认识也差异极大。

在“五十度毒”这章“不是非黑
即白”一节中，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文
化因素——“对潜在毒素的态度”。
另外，嗅闻对蘑菇的鉴别有特殊作
用，但蘑菇权威书上对气味的描述
是初学者难以领悟的“湿面粉”“杏
仁”和“生土豆”气味，她意识到这些

“内部行话”可能需要重新探讨，甚
至考虑组织一场芳香研讨会。

龙丽云对于权威和新手、中心
和边缘性的敏感与她的移民身份及

丧偶状态有关。她是来自马来西亚
的 华 裔 ， 在 挪 威 ， 她 是 Long Litt
Woon。在挪威做交换生时她认识了
艾尔夫，两人相爱、结婚，她 18
岁，他 21 岁，自此开始见证彼此的
人生。两人没有子女，艾尔夫去世
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对自己的寡妇
身份极为迷茫。

采集蘑菇只能在户外进行，这
种开始必须由老师和向导带领才能
进行的活动，对于作者个人生活的
复原和重建至关重要。这项爱好需
要专注于当下，敞开感官充分留意
周遭——蘑菇的形状、色泽和气
味，附近植物的种类，温度和湿
度。作者幽默地创造了一个新词

“蘑流”来形容这种状态，类似于运
动员的“心流”、禅修之人的正念。
对于身心的疗愈，这一点极为关
键，很多饱经创伤的人无法运作他
们的感知系统，难以感到自己是真
正地活着。作者原本非常灵敏的嗅
觉，被悲伤所麻木，在学习和吸收
蘑菇知识的过程中又被激活，“重新

开始感知世界，就像从百年的睡眠
中醒来一样”。总有同伴在侧，也使
得她不致沉溺于悲伤而封闭自我。

龙 丽 云 在 辨 认 菌 种 上 很 有 天
赋，修完培训课程后不到一年就通
过了挪威特有的“蘑菇检测员”认证
考试，之后就可以帮助没有经验的蘑
菇爱好者。她终于获得了人生新目
标，对真菌学的爱好也达到了痴迷
的程度。博物爱好者读到她凭借所
学知识正确分辨菌种、发现个人新
种的难忘时刻，会格外感同身受。
菌类由于其辨识的难度，更大大增
强了采集活动的成就感。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始终不缺
乏勇气、好奇心和开放心态，无论
是参加丧偶互助小组，还是举行派
对，邀请采菇同好各自带一道菌菇
佳肴，甚至采访陌生人，探索被视
为禁忌的裸盖菇致幻作用，都显示
出这些极为可贵的特质。“永远不要
害怕冒险走出你的舒适区”，作者从
人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巴特那里学
到的关于田野调查的重要经验，也
适用于人生遭受重大变故的阶段。

全书感人至深的一幕来自结尾
题为“极乐”的章节，探索蘑菇的领
地和走出悲伤的迷宫，这两段陌生
的旅途终于交汇。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
英美自然文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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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阅读共建“文化大运河”
□ 刘 颖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海河、
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都是从
西向东流的，南北之间缺一条竖的
河，所以去挖大运河。大运河最早
的扬州段叫邗沟，所以现代汉语中
有了一个词叫‘沟通’，有沟才能
通。有人会说为什么不走海？因为
古代没有柴油机、蒸汽机，只能靠
帆利用风力，进了海不知道会被吹
到哪里去。”近日举办的大运河阅
读计划研讨会上，中信美术馆馆
长、“名画里的大运河”项目负责
人曾孜荣谈及大运河时这样说。

历时 4 个月，完成 36 个城市
的阅读接力活动，为 38 个阅读基
地挂牌，推选 96 位大运河阅读推
广人……8 月 30 日，由北京市通州
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大运河沿线
35城文旅部门和合作机构协办、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中心支持的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
闭幕式暨研讨会在京杭大运河书院
举办。36城的专家学者、阅读基地
代表和阅读推广人代表，大运河主
题图书出版机构代表等总计 100 余
人在线上线下参会。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张华在会上致辞：4 月 22 日，
我 们 向 运 河 沿
线 各 兄 弟 城 市
发 出 倡 议 ——

“阅读一本运河
主题图书、行走
一条运河主题路
线、记录一段运
河城市记忆”，将
全民阅读与文化
旅游相结合，通
过线上直播和线
下活动，总计参
与 人 次 超 过
1000 万 。 通 过
今年的活动，已
经基本完成中国
大运河阅读行走
地图，初步建立

了可读、可游、可听、可学的大运河
文化资源库。

浙江省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主任
谢贝妮提出，可以围绕运河的工程
遗产如闸、坝、堤、桥等运河水利遗
存，行宫会馆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
及相关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开
展古桥、古建筑等内容的考古以及
船模拼搭、水利实验室、模型制作等
科学探索活动；还可以围绕运河的
古镇、古村落、古街、古巷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组织读书分享会，开展
音乐、戏剧、美食、风土人情等体验
式活动和艺术赏析，让孩子们深入
研学，了解大运河文化之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
界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大运河阅
读推广人燕海鸣说，大运河不仅是
一种盛世想象，还是关于人群的交
通、交往、交流体系的故事，是遍
布古代华夏大地的个人行走、谋
生、游离经验的叠合。它是典型的
文化记忆，并且拥有多重记忆主
体，既有官方的记忆，也有民间的
记忆，甚至农耕、商贸、宗教、文
学和军事，各方面都有关于大运河
的记忆。他提议建立更包容、更多
元、更多层面的大运河叙述体系。

6 月 19 日，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无锡站，古运河专家
富耀南带领读者坐游船赏运河，分享无锡古运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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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张稚丹）熟悉
的古琴声中，一个男声悠悠低
吟“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柳色新……”9月7日适逢白露节
气，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228家
图书馆共同举办的“经典，予生
活以诗意——‘文津经典诵读’
十周年主题展”在国家图书馆北
区二层开幕。

现场展览的赏析板块，把
推 荐 的 古 诗 词 分 为 劳 作 、 读
书 、 游 历 、 交 友 、 居 家 、 宴

饮、赏玩 7 个单元，比如“读书”
单元有陆游的“六十余年妄学
诗，功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
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赏
玩”单元有郑燮的 《高山幽兰》

“千古幽贞是此花，不求闻达只
烟霞”。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同
样道出人生况味。

“文津经典诵读”是国家图
书馆于2012年8月推出的经典文
化推广项目。10年来，该项目坚
持以“一日一诗一格言”的服务

形式，从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
中累计选出经典诗词、美德格
言共计 7300 余条，短信服务共
发送 1000 万余条，国图微博发
布的#每日经典诵读#阅读量已
超3亿。

9月7日-10月31日，各地公
众可走进身边的参展图书馆，或
关注参展图书馆的线上平台，获
取展览内容，参与互动，在诗词
中度过充实的诗意中秋，领略经
典恒久不衰的魅力。

“文津经典诵读”十年展举办

借助服贸会平台，开启精彩彩阅读之旅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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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园区最醒目的建筑——煤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