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兵

古人建造了许多精美高大的楼阁，引来无数文
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中国十大历史楼阁因
此名扬天下。由翟东强、谢九如撰写的《考古中国：
历史名楼》，尝试从人文视角，解读中国十大名楼的
文化寓意和历史变迁，于古今勾连中，生动呈现出
华夏楼阁艺术的宏大魅力。

这十大名楼为：天一阁、黄鹤楼、钟鼓楼、蓬莱
阁、天心阁、阅江楼、鹳雀楼、滕王阁、大观楼、岳阳
楼。它们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
名楼中有的因藏书丰厚而令人怦然心动，有的因抵
御强敌名闻天下，有的因帝王垂爱声名鹊起，有的

则因神话传说而广为人知，还有的基于文人歌咏传
颂至今……

作者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在厚重的历史典籍
里洞察古今，并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踏足于一座座
沧桑悠远的名楼，深入探究这些楼阁的前世今生。
全书以十座名楼为蓝本，生动摹写出有关楼的历
史、地理、文化故事，在展现这些多彩景观之时，一
并挖掘出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充分展示
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恢宏。

首章从地处江南一隅的藏书楼——天一阁切
入，追溯万卷藏书与百年名楼、浩瀚典籍与传统文
化间的紧密联系。此楼系明代进士范钦的私人藏
书处，位于今浙江宁波，是中国现存年代最古的藏
书楼。范钦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平生喜购书，在各
地做官时广收图书，抄录善本。所藏多为明朝作
家著作、明朝所刻书、明朝地方志及登科录。后经
其子增藏，共聚书四千余种，五万三千余卷，并有
五代至宋元碑帖七百二十余种。藏品中最稀珍的
是明代的地方志和科举录，分别有 271 种和 370
种。它保存了明洪武四年(1371年)首科至万历十
一年(1583年)第五十二科完整无缺的进士登科录，
堪称镇楼之宝。作者简述了该楼修建的缘起，探讨
了这座书阁的建式风格，分享了范钦在收藏各类典
籍时所遭逢的曲折经历。在作者看来，该楼之所以
能荣登十大历史名楼之列，不在于它有多么精巧的
布局，也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的建构，而在于充盈
其间的浓浓书卷气和翰墨馨香。正是得益于这座
阁楼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最终让原本籍籍无名
的江南小楼熠熠生辉，从众多的楼阁里脱颖而出，
成为江南大地上一张显赫的文化名片。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黄鹤楼。这座始建于三
国时代、气势恢宏的名楼，因唐代诗人崔颢登楼所
题《黄鹤楼》而名扬四海。由于历史和战火的原因，
屡建屡修。虽然历代在修葺重建时，有关楼的形
制、样式、风格及工艺，都略有不同，但那些浪漫的
黄鹤楼传说、故人西辞黄鹤楼的缱绻深情、黄鹤一
去不复返的千古怅然，以及日暮乡关何处是的缕缕
乡愁，深深地扣动着人们的心房，成为后世重修重
建它们的根本动因。巍峨挺拔的黄鹤楼，不但吸引
着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更唤起了无
数人对故乡、对友情深沉的眷恋。它更像是一座精
神坐标，把人们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展现出炽热
的家国情怀。

还有因诗词而兴的岳阳楼，这座依偎于八百里
洞庭之畔的名楼，只因北宋年间，诗词大家范仲淹
题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让这座依山傍水的阅
兵楼，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向往的“打卡之地”。诗词
中所表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敢为人先”精神气质的生动写
照。此外，矗立在黄河岸畔的鹳雀楼、有着吉祥如
意之称的滕王阁、祈愿天下太平的钟鼓楼……它们
将人民的美好祝福和对未来的热情期盼，通过楼与
阁的巧妙配置，用气韵生动的建筑语言，讲述着中
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楼阁之美之精之妙难以一一说尽，登上这些
历史楼阁，有看不够的风景，抒不完的咏志，道不
尽的家国情深，还有传颂至今的文明故事。十座
特色鲜明的名楼是缤纷的“文化窗口”，所呈现出
的万千气象，令天下人为之动情，更让世界为美丽
中国而瞩目。

穿越古今的中华名楼

□子安

《这里是中国 3》是“这里是中国”系列的第三
部作品。它是一部地理书，更是历史与现代交织的
诗篇，恍若铺开数千年文明的璀璨长卷，让我们看
到了中华文明最有想象力的创造。书中，星球研究
所通过细腻的笔触与精美绝伦的图片，将中华文明
五千年的沉淀与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延续了
前两部的经典风格，以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图文资
料，为读者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本书开篇以“起源”为序章，让读者仿佛穿越华
夏文明的曙光初现之时。良渚古城的水上之城，二
里头的夏都遗址，三星堆神秘的青铜面具，无不昭
示着古老智慧与现代精神的一脉相承。书中不仅
有对这些遗址的介绍，还通过历史的层叠，引导读
者去思考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从雪域高原的冰川奇观到江南水乡的柔美风
光，从古老村落的历史沉淀到现代都市的蓬勃生
机，每一页都充满了惊喜与感动。这些美景展现出
中国自然之美的多样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智慧与勇气。

本书还深入到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层面，
通过讲述 18个史诗级文明现场的故事，打破对历

史的认知界限，让读者跨越时空的阻隔，感受先民
的智慧与创造。良渚古城的水上生活、二里头的王
朝更迭、三星堆的神秘祭祀……这些生动的场景，
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进入“生长”篇章，作者带我们走进了一座座古
老的城市，从长安到南京，从丽江到徽州，这些城市
的兴衰变迁，犹如一部部鲜活的历史剧本，在纸上
上演。每一章节都是一次时空的穿梭，每一次翻页
都伴随着历史的涛声，让人不禁对曾经的古城心生

敬畏。
“互动”篇章则展现了中华文明在漫长岁月中

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长城不仅是一道物理上
的壁垒，更是文化与文化的界线；大运河既是连接
南北的水路，又是经济与文化的长廊。这些伟大的
构建，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地理面貌，更加深了中华
民族的文化内涵。

最后的“创造”部分，是一曲对中华文明创造力
的赞歌。从巧夺天工的民居到依山而建的梯田，从
古塔的巍峨到秦兵马俑的震撼，每一样都是古人智
慧的结晶。还有圆明园的浪漫，展示出皇家园林的
极致之美，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追求。

用一本书，铺开华夏文明的美丽长卷，去见证
那些让中华文明可见、可感、可知的创造，让我们知
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此外，本书还关注到现代
的发展与变迁。书中通过对长城、大运河、长城、陆
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工程的描绘，展
示了内外部交流互动在促进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
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书在呈现精彩内容的同时，还注重视觉与阅
读体验的结合。书中的每一幅图片都经过精心挑选
与制作，力求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场景与自然风貌。
编排方式上的创新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沉浸
其中，真正做到“让文化活起来，让历史说话”。

中华文明的视觉交响

□罗华宝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皆有其独有的文化印记和文化传承。而当我们尝
试去解读这些印记、传承这些文化时，文物便成为
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之钥。由刘玮与张倩仪编著的
《读懂中国：用文物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一书，恰
似一把引领我们穿越时空的神奇钥匙，开启深入解
读中华文明历史的大门。

本书的作者刘炜是一位考古学者，主编过多部
文物专业工具书，荣获过“国家图书奖”和“国家辞

书奖”；张倩仪是一位资深出版人，曾深入东西丝绸
之路、敦煌、故宫，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著有
诸多涉及文物领域的作品。两人首次合作，精心挑
选千余张高清文物照片，以文物为载体，以历史为
脉络，生动详尽地讲述了中国从原始社会至明清数
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堪称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百
科全书。

书的开篇，作者以原始社会的陶器为起点，引
导读者踏入充满神秘与未知的时代。那些看似粗
陋的陶器，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更蕴含着
原始先民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伴随时代
的变迁，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各具特色的文物相继
涌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成为不同历
史时期的文化标识。

商周时期，青铜器凭借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
工艺，成为当时社会权力的象征。这些青铜器上的
铭文和纹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
体现了古人对宇宙、自然和人生的理解与思索。到
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社
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这也为后续的统一和
繁荣筑牢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时期，各种思想流派
纷纷涌现，百家争鸣盛况空前，为中华文明注入全
新的活力与内涵。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中华文明亦
迎来了新的巅峰。秦兵马俑、汉长城、丝绸之路……
这些文物和遗迹见证了秦汉帝国的辉煌与强盛，反
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在这个时
期，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中华文明开始
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与融合，为中华文明增添
了新的元素与活力。

唐宋时期，唐诗宋词千古流传、瓷器精美绝伦、
书法独步天下……这些文物和艺术品既展示了当
时社会的文化繁荣和艺术成就，又反映了古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这个时期，中华文明以其
独特的魅力和包容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商
人前来学习与交流，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做出
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清时期，中华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
机。但在这个时期，中华文明并未屈服于命运，而
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明清两代在文
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红
楼梦》的传世、四大发明的完善和推广等。这些文
物和成果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和智慧，为后世留
下了宝贵的财富和启示。

阅读过程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书中文物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
宝和珍贵遗产，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力量的
源泉。正如书中所言，中华文明有着独立的黄河、
长江流域文明发源地，但中国文明从未脱离世界文
明而独立发展。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积
极吸引外来文明，又对其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产
生新的发明创造，又反过来影响世界文明。本书无
疑为读者奠定了认识过去、理解现在、洞察未来的
历史文化基础。

（本版图片除作者提供外均来自网络）

千件文物诉说千年传奇

□关益民

中国的汉字不仅
源远，而且流长，是唯
一从古代使用至今的
表意文字体系。它曾
是 人 类 文 化 史 上 的

“谜”，是连通中国与世
界的桥梁，在维系国家
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融
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汉字中国：
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
一书以历史为经、文物
为纬，从汉字的起源、
字形、结构开始，详解
汉字与中华文明相生
相发、相互成就的光辉
历程。

本书收录了全国
45 家 博 物 馆 珍 藏 的
225 件关于汉字的文
物，从古意盎然的甲骨
契刻、青铜铭文，到收
放自如的秦汉竹简、帛
书，再到整饬谨严的刻
本印刷，以及风格多样
的书法作品，每一件都
是精品。书中有时代
久远的在河南舞阳贾
湖遗址出土的刻符龟
甲和河南安阳出土的
商代甲骨；有代表皇皇
周礼的陕西扶风出土
的墙盘、逨鼎，以及见
证秦始皇统一天
下的铜诏版；还有
体现泱泱汉风的
居延汉简、熹平石
经，以及唐宋盛世
的书法大家之作。

早在新石器
时代，我国的先民
在观察自然、改造
自然的过程中发
明 了 结 绳 记 事 。
后来，为了长久地
留存这份记忆，又
在木、石等硬质材
料上刻下遒劲的
线条，这些丰富多
样的刻绘符号，便成了汉字最初的雏形。至
商代，又出现了笔划更为生动的甲骨文，这
些意蕴悠长的文字，刚劲有力地镌刻在一个
个萌态十足的龟背上，呈现出商文明的博大
气象。

到了周朝，古人开始把一个个汉字熔铸
在青铜器上，让儒家文化的礼乐思想，深植
于人们心中。开疆拓土时代，随着秦始皇统
一六国，文字在字体、字形、笔划等方面，进
行了重新规制，六国的文字最终被小篆所替
代，从此，中国的汉字走上了持续创新求变
的道路。至汉代，隶书出现，它将经济发展、
文化自信，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以文字为
载体传播至边塞地区，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
和谐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发展史
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彼时，隶书、楷书、
行书和草书等交相辉映，特别是行书，在魏
晋时期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在中华文
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了唐朝，汉字书写体系日趋完善，楷书
发展为通行至今的汉字正体。到了两宋时期，
凭借造纸术和印刷术，汉字又得以在更广阔的
天地间自由延伸。元明清时代，楷书、行书、草
书各放异彩，共同书写着生生不息的文明气
象。明朝的书法艺术，更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
上有所创新，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在中国
书法史上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纵观世界上的各种文字，都在努力追求
书写上的至善至美，唯有汉字发展出一门独
特的艺术——书法，以其端庄素雅的气度，
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一代代书法
家，笔走游龙，钩沉古今，促进了以汉字为代
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也推
动了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作为一本概述汉字生成史的作品，本书
结合考古和文物研究，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汉
字起源、发展和流变的历程，展现了汉字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是一部看得见、
摸得着的汉字发展史。它在方正之间，以流
畅的笔划、优美的造型、奇巧的构造，于一笔
一划间描摹世间万象，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明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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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步履皆往。亲爱的读者，见字如面。
晨钟暮鼓中，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崭新的篇章

已然翻开。回首往昔，我们于只言片语里积聚时光的
碎片，拼出一年的全景——从哲学思维到文化文明，
从科技创新到经济增长，一字一词一标点，都成为这
一年独特的张力，成为你我生命中无可替代的记忆。

浅浅回眸，那些书目博古通今、意蕴悠长，直抵人心

又充满力量。这种力量记载在典籍上、烙印在文化中、
涌动在血液里。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图文中国史》中
读懂中华五千年历史传递出的超时空智慧；在《典籍里
的中国》中重塑历史人物的鲜活形象；在《置身事内》领
悟城市化、房价、国内外贸易生态现象背后各种要素的
联动。

深深向往，2025 年我们有愿景、有目标，信心倍

增、奋楫争先。我们将继续秉持初心，捕捉时代脉搏，
关注读者需求，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通过品读好
书读懂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赋能书香内蒙古，助
力全民阅读。

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新的一年，让我们以书为伴，逐浪前行、高歌猛进。

——编者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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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文墨美如画

□胡胜盼

农历乙巳，欣逢故宫博物
院建院 100周年，恰《故宫日
历·2025 年》走进人们的视
野，极富纪念意义。

本书既是日历，又是故宫
文物书籍，精选的400余件镇
馆之宝，让读者不去故宫也能
一睹其风貌。本书封面选取
沉稳的土黄色，主图为故宫钦
安殿纸本神像画局部——灵
蛇缠绕在马天君右手所持物
上，富有活力和动感。全书
600余幅文物图片设计精美，
堪比艺术级画册，如汉代双蛇
纹方砖、唐代伏羲女娲像等，
是了解故宫博物院所藏蛇文
物的文化手册。

全书按 12 个月分布主
题，分别为：灵蛇献瑞、上古瑰
宝、晋唐气韵、盛唐气象、大宋
风雅、宋韵流芳、元明珍赏、明
清繁华、清代华章、筚路蓝缕、
匠心守护、盛世琳琅。12个
月组成“金蛇腾万里 百载正
风华”的祥瑞图景。民间俗称
蛇为小龙，人们用蛇元素赋予
文物祥瑞和繁荣的意象。比
如日历选取了一件汉代瓦当，
上面绘制的玄武图由蛇和龟
组成，象征北方之神，有祈福
辟邪之意。

故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创造，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汇聚地之一。故宫
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它身
后的文化底蕴——深远的历
史、厚重的文化、精深的知识、
高雅的艺术。本书经过精准
定位、精心打造，不仅是查询
日期的工具，还成为满足大众
文化需求又兼具实用性的文
化名片。作为有着礼品属性
的工具书，本书在装帧上凸显
精美，从视觉上贴合了读者的
审美标准。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门
类齐全、种类多样是本书的一
大特点，另一特点就是以日历
的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普
及与传播。传统的日历一般
只具有纪年、装饰和商业宣传
等功能中的一种或两种，而本
书将这些传统功用进行了现
代化改造并完美地集于一
身。其成为“网红”胜出的理
由是浓缩了古代历年精髓的
传统日历与博大精深的古典
文化元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次光彩绽放。

本书的畅销也离不开几
代故宫专家的奉献和探索，它
是故宫人在研究、保护、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付出
辛勤劳动后所取得成功成果
的典型案例。书中通过回顾
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史，生动呈
现了一代代故宫人悉心守护
国宝，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无
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另外，本
书还运用了增强现实技术，在
AR的加持下，书中部分文物

“活”了起来。有了“故宫+科
技”，读者将更加直观地通过
立体细节感知古色之美。

截至目前，《故宫日历》已
连续出版 16年，每年的日历
分主题、成系列地呈现故宫博
物院藏品之美，让故宫博物院
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好地走入大众生活中，备受
瞩目与喜爱。这一有着深厚
历史积淀与见证时光变迁的
文化品牌，唤醒了读者们的文
化记忆。

翻阅本书，就像在品味
一桌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化
大餐，充盈着别样的美好。
翻阅本书，在斑斓的文物中
穿梭，遍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感受市井繁华，欣赏古建的
精丽端严，领悟先贤的精神
世界。翻阅本书，伴随新年
的喜庆吉祥，一座散发着文
墨馨香的“故宫”也被一起带
回了家。

◎开卷有益

◎品味

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蔚为壮观。本期
“开卷有益”精选四本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书，与读者共享。

者致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