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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北京洋溢着盎然生机。近日，笔者来到位于
北京市昌平区的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电力智能传感技术
实验室，见到了传感所特聘青年专家陈艺征博士。

这天，陈艺征的工作是测试一款传感器的性能。只
见他拿起一个外观呈金属银色、小巧光滑的圆柱形传感
器，将其放入标准试验箱里。与此同时，旁边的电脑屏
幕上开始不断闪动着光谱数据。

“这个小圆柱体是位移传感器，能够测量距离和位
移。”陈艺征向笔者解释说，“别看传感器的个头小，功
能却很强大。我们的电网系统就像一张大网，覆盖千家
万户。传感器就像电网的‘眼睛’，如果出现细微的管
廊缝隙宽度变化、抽蓄电站坝体变形、输电塔金属构件
连接处位移等情况，它能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保障供电
安全。”

讲起传感器，陈艺征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说：“实
验室里的研究成果，终究是要落到实际应用中去解决实
际问题，才能发挥更大价值。”

2022 年初，陈艺征加入国网智研院传感所，带来多
年积累的科研经验和创新技术。目前，他主要利用光学
敏感器件进行传感器基础技术研究，针对光学器件的需
求，研发新型的材料和工艺。

比如，一款需要强电环境下使用的传感器，要求所
有的器件既不能含有金属等导体材料，又要具有较好的
化学稳定性。陈艺征带领团队经过近一年半的打磨，最
终使用3D打印陶瓷材料和蒸发镀膜等技术，使光学器件
可靠运行。

对待工作，陈艺征总是精益求精。带领团队反复测

试传感器的性能和适用性，是他的工作常态。温度、震
动、电磁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他都会进行严格模拟。
有时连续测量，需要坚守在实验室测试台旁彻夜不眠，
但陈艺征乐在其中：“只有经过反复的测试和优化，才能
保证传感器实际应用的高精度、高可靠度。”

今年，在进行国网新源公司丰宁抽水蓄能电站的监
测项目时，陈艺征和团队面临更大挑战。团队要对大型
三维坝体变形进行监测，包括位移、应变、沉降等关键
指标，全方位评价坝体结构的健康状况。抽水蓄能电站
环境复杂，陈艺征带领一支3个人的小团队埋头苦干，从

传感器本体材料、光学组件优化到机械结构改良，一步
步解决技术难题。

大家都说陈艺征是“点子王”。但陈艺征自己说：
“做科研，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改进。”

自己能独当一面后，陈艺征更重视培养年轻力量。
他鼓励团队成员亲自动手，从设计到安装，每个步骤都
要亲身实践。“尤其是传感器部分，至少是从头到尾精确
到每个器件都要自己做一遍。这样，一旦出现复杂的现
场故障，就能够直接发现问题所在，对症下药，避免做
无用功。”

这份严谨的科研态
度，令团队里的年轻人
心生敬佩。同组的年轻
工程师觉得，在陈艺征
的帮助下，“大家的心更
齐了，劲儿更足了，团
队战斗力嗖嗖提升”。

青年专家陈艺征：

“做科研，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
李 贞 方梓妍

旧书铺“安身立命”

1952 年 11 月，为加强古籍收集、保护以及整理工作，
国营古旧书店——中国书店成立，专门管理和经营北京古旧
书业务。如今，中国书店是全国最大的古旧书实体店，不仅
销售、出版、整理古籍和传统文化类图书，还为国家公藏单
位提供珍稀古籍资料，为各类图书馆和藏家修复善本，为国
家抢救性地回购海外珍贵古籍。

踏入书店北区一层，浓郁的书香与古建筑特有的古朴气
息交织。木质书架厚厚的横板，经过岁月的洗礼，已被书籍
压得微微弯曲。书架上文史艺术新书、线装古籍、绝版旧书
应有尽有。读者们在这些书架前驻足，轻轻翻阅书籍。

“中国书店坚持‘以店为媒，以书会友’，与文人学者以
及普通读者结下书缘之情。”中国书店董事长张东晓说，历
史学家阎崇年、书画家启功、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等都与中国
书店感情深厚。

阎崇年称中国书店为“良师益友”。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阎崇年对中华书局 1965 年出版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该书售价 18元，当年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他需要积攒几个月的钱才能购买这本书。于是，
阎崇年请求店员刘书合，在书只剩一本时通知自己。当得
知只剩下最后一本时，阎崇年积攒的购书款还差3元，需等
3天发薪后才能凑齐购买，刘书合毫不犹豫地答应为他保留
3天，直到他攒够钱将书带走。

启功曾称，旧书铺是其学术生涯的“安身立命之所”，
这旧书铺便是如今的中国书店。启功说：“因为咱们教书
的，先得念书，要念书，就得买书。”这旧书铺不仅为启功
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更是他自学成才的重要场所。书店
里的老师傅不仅是他购书的向导，更在他年轻时给予了宝贵
的建议和帮助。

1984 年的一天，民俗专家赵书匆匆赶往中国书店，希
望能查阅《红楼梦》中的相关民俗描述。

“老师傅，我不买这套书，只是想查看一下资料，可以
借我看一下吗？”赵书向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店员说道，老店
员二话没说，便登上梯子，将放置在高层的书籍取下。赵书
仔细翻阅书籍，找到了一段相关记载，阅读过后便将书还给
店员。老店员不仅没有怨言，还主动询问赵书的研究方向，
并表示愿意为他留意相关的书籍。不久后，老店员为赵书找
到了由清代民间艺人绘制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这是我
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赵书感叹道。依据此书中的“踢球
图”，赵书编写了竞赛规则，并搜集了其他书籍中关于体育
游戏的材料，推动了“踢石球”项目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的亮相。

中国书店与读者之间的情感纽带，深厚而坚固，正如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蓝天野所言：“有这样一间书店，是读
书人之幸，也是城市之幸。我们需要一块净地，一个静思默
想的思想之所，而中国书店，正可实现别样的诗意栖居。”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
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中国书店琉
璃厂店的墙上条幅，写着 《文赋》 中的词句，表达了文学
创作应推陈出新的理想，也契合中国书店追求“旧书新
知”的努力。

“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

近日，以“书香京城悦读春天”为主题的北京书市在朝
阳公园举办，中国书店也参与其中。书市内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首届全国古旧书展销年会，读者漫步于一个个摆满书籍
的展棚之间，尽享淘书之乐。

“旧书不厌百回读”，中国书店琉璃厂店经理刘易臣认
为，古旧书经过时间的沉淀，有着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
中国书店不仅抢救和回收古籍旧书，而且通过展出与宣传这
些古籍、名著，让古旧书的概念更多地深入到读者中去，让
更多人领略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北京书市主题展览区的展柜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书
店收藏的两个《红楼梦》版本——清乾隆年间的程甲本和程
乙本，这两个最早以木活字印刷形式流传的 《红楼梦》 版
本，吸引众多读者驻足。

9年前，这两个版本的《红楼梦》首次在中国书店雁翅
楼店亮相，其品相之佳令人惊喜。尽管历经岁月流逝，但书
页完整，且无一破损。如今，它们再次在书市上亮相，继续
吸引着众多读者的目光。

发掘和保护古代典籍，努力抢救和保护珍贵善本古籍是
中国书店的核心业务。

一次，一位藏书人的地下室被雨水倒灌，古旧书籍大多
都被雨水浸湿。中国书店的古籍修复专家经过一年的精心修
复，通过化冻、除霉等细致的工序，让这些珍贵的古籍终于

重获新生。当修复完成的古籍被交还到藏书人手中时，他的
喜悦难以言表。

中国书店旗下“肄雅堂”的古籍修复技艺，被誉为古籍
历史文献的“续命汤”，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目录。在徐晓静等人的传承下，为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
以及众多学术研究机构、藏家、学者修复了数以万计的珍贵
古籍善本。

在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墙上的虎皮宣纸泛着自然光
泽，桌上那从清末传下来的锤书石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库
房书柜里珍藏的书籍纸张有上百年的历史，诉说着无尽的
故事。

徐晓静，这位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已
经在这里修复了数千本古籍。她说：“古籍修复就像一个媒
介，带我穿越了时空，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张东晓告诉笔者，“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是中国
书店的发展理念。旧书的回收，是中国书店经营业务之一，
也是一种出版资源的绿色循环再利用。

一位老人在临终前叮嘱子女，把多年的藏书交由中国书
店回收：“我的很多藏书都来自中国书店，中国书店也会为
我的藏书找到一个归宿，将书籍传递给同样热爱书籍的人。”

对于收回的古旧书，中国书店会对其进行消毒、分类、
集配，形成不同的产品线。有较高版本价值、出版价值、文
化价值的古旧书，书店还会对其进行整理出版，旨在更好地
保护和传承其承载的传统文化。

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对中国书店在古旧书保护方面取得
的显著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赋诗：“寻书忘岁月，人
莫笑蹉跎，但满邺侯架，宁辞辛苦多。”并特意将此诗题写
条幅：“壬寅冬日戏改邵康节诗一绝，以谢中国书店诸同志
之辛勤劳动。”

让海外古籍重回故乡

6张长桌，每张桌子上都铺着红色丝绒桌布，整齐摆放
着一摞摞的古书典籍，等待有缘人到访。红色实木的墙壁上
用鎏金大字写着“中国书店”，两旁暗红色的墙壁上写着

“发展、繁荣、传承、弘扬”。会场庄重大气，散发着书卷气
和笔墨香，这便是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现场。

张东晓告诉笔者，中国书店坚持“一核两翼三驱动”的
发展模式，即以古旧书全产业链业务为核心，以出版和拍卖
业务为两翼，发挥资源驱动、科技驱动和国际合作驱动优
势。作为两翼之一的拍卖，是中国书店非常重要的一项业务
活动，不仅关乎书店营收，更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

刘易臣说，中国书店为探索转型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在做好传统拍卖的基础上，还拓展了网络拍卖。通过网络，
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读者也能跨越地理距离，一睹中国书店
拍卖时的精彩。

在线上，古籍爱好者可以通过“北京海王村网络拍卖小
程序”与线下门店进行同步拍卖，每场拍卖都吸引了上千人
在线观看。在小程序中，拍品的详情被一一注明，拍卖结束
后，拍品的信息以及成交价格被保留，以便参考记录。

在中国书店的拍卖经历是拍卖师彭震尧的重要记忆，他
写作的书籍《拍书偶记——我与中国书店拍卖三十年》记录
了古籍拍卖的精彩故事。

让散落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重回故乡，是每一名中国书店
员工的心愿。拍卖，是实现图书回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
书店与国际合作、走向海外的桥梁。

2017 年，中国书店在来自日本的一本拍卖目录上，看
到了一套明代天启年间的古籍《筹海图编》。《筹海图编》明
确记载大量史料，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中国书店当即
决定，买下这本古籍。如今，《筹海图编》和其他从海外回
购的古籍，一起被珍藏在中国书店。

为顺应时代的浪潮，中国书店也开创了许多独具特色的
文创产品。在刘易臣看来，“技艺是传统的，观念是时尚的”。

2022 年，中国书店制作的木版水印版画——新版兔儿
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常见的泥塑兔儿爷，一般都是金盔
金甲、身骑猛虎的武士模样。中国书店融合中国传统风格与
工笔细腻的技法，最终呈现出一个时尚的兔儿爷——撸老虎、
拿手机，睁着可爱的大眼睛，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神仙形象栩栩
如生。这个新版兔儿爷，蕴含着更符合现代审美的生活情趣。

中国书店自主开发的“片羽存真”文创产品，取自书店
历年抢救和保护的古籍碎片、散页，借助传统古籍修复技
艺，融入“拼贴”等时尚元素，形成了可装饰、可展观、可
把玩的文创产品。破碎的古籍零页被装裱在相框中，有的上
面还留有朱批点校，合成了独一无二的记忆。

既有趣又独特，既传统又新潮，这就是中国书店打造文创
产品的匠心。从“新”出发、向“新”而行，将“旧书”与“新知”融
合，张东晓希望，“让古籍走出来、让文字走出来，让大家看到
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岳泌蓉参与采写）

中国书店

以店为媒 以书会友
严 冰 朱嘉乐 李欣然

北京市西城区和平门外，一条有着300余年
历史的琉璃厂文化街坐落于此。走到文化街的中
心位置，一棵参天古槐映入眼帘，在繁茂枝叶的
掩映下，郭沫若题写的“中国书店”金字招牌映
入眼帘，两座石狮子守护着一座红窗黛瓦的建

筑，这便是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日前，商务部公布最新认定的一批中华老字号

名单，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赫然在列。自1952
年创立至今，中国书店始终坚守着保护与传承传统
文化的使命，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熠熠生辉。

▼“片羽存真”文
创产品。 朱嘉乐摄

▼“片羽存真”文
创产品。 朱嘉乐摄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一层图书展陈。

（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国书店提供）（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国书店提供）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

▲古籍修复。▲古籍修复。

▲中国书店制作的木版水
印版画——新版兔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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