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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航天在诸多领域实现重大
突破。代表人类好奇心制高点的航天，一
直都是一个距离生活很遥远的专业领域，
然而伴随我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航天
领域的热点新闻不仅激发了人们的自豪之
情，也让航天科普阅读成为街头巷尾、线上
线下关注的热点。

悄然升温
少儿科普类图书已超文学类

“三体”“航天”“元宇宙”“人工智能”
“流浪地球”“5G 网络”……近年来，跟科
技、科幻有关的关键词不断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科普热。

有数据显示，自 2020 年以来，少儿科
普类图书在整体市场中的码洋比重超6%，
成人科普图书的码洋比重则在0.5%左右波
动。北京开卷创始人蒋希亮介绍，虽然2021
年少儿图书市场增速明显放缓，但值得一提
的是，少儿科普百科图书码洋比重首次超越

少儿文学类，成为少儿第一大细分类。
据开卷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航天事

业快速发展带动了航天技术主题图书销
售，比如《大宇宙：和爸妈游太空》《嫦娥
探月立体书》《“向太空进发”中国载人航
天科学绘本系列》等，向青少年普及航空
航天技术的图书销售数据亮眼。

销量猛增
科普类图书带旺科学经典著作

航天热悄然升温，航天科普类图书销
量猛增，各大图书馆与航天相关的活动一
票难求……

在诸多航天科普读物中，《中国探月》
和今年 10 月刚刚出版的《嫦娥奔月》等深
受欢迎。目前，天文科普类的书籍除了关
于月球探索之类的图书，一些介绍宇宙等
基本知识的科普书也颇受读者青睐，如《时
间、空间和万物》《中国航空史》等，甚至连
带着《物种起源》这样的科学经典著作也再
次受到关注，而以往特别冷门的航天机械
专业书也有人翻看、购买。

广州购书中心科普读物专柜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与航空航天有关的书都
成了热门书，销量环比出现 2 至 3 倍的
增长。店员表示，最近销售得比较好的
航天科普图书为《放飞神舟：中国首次
载人航天工程纪事》《中国航天员飞天
纪实》等。另外，《百年航空科普丛书》

《向太空的长征》《世界航天运载器大全》

《世界航空发展史》《通向太空之路》等系
列科普图书，都成为读者的关注点。

琳琅满目
航天科普类图书怎么选

面对书架前数以千计的图书，如何快
速选择呢？通常作出决定有 3 个步骤：第
一步是看书名，从挑选概率上，拥有一个好
书名的图书有 50%的概率是本好书；第二
步是看封面，拥有好设计封面的图书有
80%的概率是本好书；第三步是快速翻阅，
通过排版设计，再读上几段文字，几分钟后
就可以判断值不值得借阅和购买。

在航天科普阅读热的当下，不论孩子
是深度航天迷，还是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好
奇者，都可以从阅读航天科普类图书开始
了解并探索整个太空。比如在售的《揭秘
太空》，很适合3岁至6岁的孩子，给孩子梳
理出清晰的知识脉络，让孩子全面认知太
空；畅销的《乐乐趣立体书：我们的太空》包
含26个互动场景，可开启充满想象的太空
之旅；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孩子，可以选择

《DK儿童太空百科全书》。
另外，推荐“带我去月球”系列，这是中

国航天基金会推荐的航天科普读物，是继
《“向太空进发”中国载人航天科学绘本系
列》（《我想去太空》《飞船升空了》《你好！
空间站》）之后，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08 所
隆重推出的又一原创航天科普力作。

（据《广州日报》作者：吴波）

致 青 少 年

书海里探索星辰大海

《风雅大宋》共分为“天下归一”“庆历党争”“熙宁变法”三册，
分别详细解读了宋代开国到统一的过程，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
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等历史名
人的生平与故事，厘清了多年来人们对宋代的一些误解和成见，
令人耳目一新。本书通俗易懂，兼具可读性和学术性，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大众史学著作。

近期，《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大辞典》（简称《大辞
典》）出版。该辞典编纂出版
工作历时6年，500多位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家学
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撰写，31
个省（区、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组织工
作，词条规划和内涵阐释力
求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非
遗总体面貌，反映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保
护非遗的实践经验、理论探
索和突出成就。

《大辞典》立足国家非遗
保护工作框架和学科建设，
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脉

络中，特别是近20年来保护实践和理论积累基础上，探索学术话
语体系建设。《大辞典》以辞典形式对非遗及其保护工作中词语的
意义、内涵、用法加以解释，力求将经验上升为理论。

《大辞典》全书320余万字、收录词条6636条。正文主要涵括
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理论，涵盖基本概念、专业术语。
第二部分是制度机制，包括法律法规、条例和管理办法等。第三
部分是实践活动，包括各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节日展览等。第
四部分是代表性项目，包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
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
统医药，民俗等 10 类词条。第五部分是代表性传承人。这部
分明确了将代表性传承人列为词条的标准：熟练掌握所传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该遗产所属领域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在
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并且在开展传承活动中表现
突出的人。

《大辞典》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非遗及其保护工作的
总体面貌，是对既往非遗保护实践的系统总结。《大辞典》被列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
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国家出
版基金支持。相信这部厚重的辞典不仅能让“内行看门道”，
还能帮助更多普通读者深入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人民日报》作者：章雯）

汇集非遗保护成果的《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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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观 察

2022 年度“最美的书”评选
结果近日在沪揭晓，《大美汉
字》《古地图上的长城》《北桥船
拳》《造园记》等来自全国各地
23 家出版单位的 25 种图书榜
上有名。

谈起书籍装帧艺术，它的定
义早已不止于做个好看的封面，
或是给文本添入插图。拿起一
本书，书籍的各个部分——封
面、护封、函套、环衬、扉次、目
录、版面、插图、字体，要与图书
主题、架构默契融合，才能予人
有温度的“悦读”慢享受。

梳理本年度“最美的书”，不
少作品将传统文化题材融入特
色编排中，令人耳目一新。比
如，《大美汉字》从色调到排版，
无不让读者从视觉和触觉上感
受汉字之美。

“最美的书”注重材质与文
本内容的相得益彰，提升书籍的
人文内涵和阅读温度。比如，非
遗书籍《北桥船拳》从船拳的历
史展开，体例清晰，节奏明朗，书
中 1600 多幅图片尽显叙事的视
觉变化魅力；《鸟语四季》则是将
二十四节气、鸟与中国古诗相结
合，排列方式轻松有趣、随性自
然，犹如二十四节气在一年当中
自然划过。

越来越多出版人和设计师
意识到，互联网触屏时代的到
来，恰恰给了书卷艺术绝佳机
会，有巧思有温度的书籍设计更
有助于精确演绎书的故事，使其
传递出独特气质。

据悉，“最美的书”（原“中国
最美的书”）评选创立于2003年，
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
籍设计年度评选活动，并持续选
送优秀作品参加“世界最美的
书”评选。中国的书籍设计者在
立足本民族文化特质和精髓的
基础上，正融合世界设计潮流，
不断展开创新和探索。

（据《文汇报》作者：许旸）

其他获奖图书

（据光明网）

《鸟语四季》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籍设计：瀚清堂

《豆腐》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籍设计：朱赢椿 小羊 谢磊

《中国童谣翻翻乐》（全十册）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书籍设计：友雅（李让）

《一群马 满天星》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书籍设计：樊响

《再见吧速写》

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书籍设计：曲闵民 蒋茜

《做：中国2021》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书籍设计：PAY2PLAY
《北桥船拳》

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书籍设计：周晨

《漆器文化系列丛书》（三册）

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书籍设计：曲闵民 蒋茜

《造园记》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籍设计：清门引 曹卿云

《铸印——何效义的田野实践》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籍设计：潘焰荣

《大舍2001—2020》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书籍设计：瀚清堂 赵清 朱涛

《乡村与木刻》

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书籍设计：黄扬设计工作室

《唐诗名句类选笺释辑评·天文、地理卷》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书籍设计：XXL Studio 刘晓翔 郑坤

《古地图上的长城》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籍设计：KJ Design Studio
《芥子园画传·全集》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书籍设计：雅昌设计中心·田之友 郭茜倩

《乡关何处——龙湾古建筑保护纪实》

出版社：黄山书社
书籍设计：陈天佑

《坏设计》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书籍设计：顾瀚允

《大美汉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籍设计：周伟伟

《悔琴居札记》

出版社：西泠印社
书籍设计：潘焰荣

《崔健诗歌集》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书籍设计：XYZ Lab
《许宏的考古“方”》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书籍设计：刘运来 徐胜男

《肯特》

出版社：三联书店
书籍设计：青云

《时空针灸学》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书籍设计：张志伟 赵祯 尹岩

《笃行影事》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书籍设计：IDEA·XD 刘清霞

书 林 撷 英

新 书 推 介

书 界 动 态

日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 年
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对全国古籍工作重点方向、重点任务和重点
工程项目作出规划部署。

规划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
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精神，落实全国古籍工作会议要求，立足新
时代古籍事业全局，围绕古籍工作发展目标，聚焦高质量发展，系
统谋划推进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和利用工作。

规划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包括总体要求、推进重大工
程建设、加大古籍抢救保护力度、提高古籍整理研究能力、提升古
籍整理出版水平、统筹古籍数字化建设、促进古籍资源普及推广、
推动经典古籍对外传播、创新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组织实施
等10个部分。附件为遴选出的第一批421个重点出版项目。

编制古籍工作规划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重
要职责，此次发布实施的是古籍小组编制的第8个规划。规划要
求，各地各有关工作部门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切实推进
规划实施，确保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
公布实施

品 读 经 典

在中国古代，《论语》一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的句
式整齐，句子也大多要言不烦，是一部原生态的思想的记录。这
里的“思想”，应当理解为动词，就是孔子一直在思、在想。

举个例子，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
看起来是在讲“人”，实际上是在讲“学”。

蜘蛛生来就会结网，螃蟹生来就会打洞，但人一生下来，似乎
没有什么能力。实际上，上天给了人最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学习
的能力。由此，也就赋予人一个重要的使命——通过学习获得维
持自己生命的能力，获得提升自己生命的能力：把性命提升为生
命，再把生命提升到使命。

孔子在《论语》中有几次讲到“好古”，实际上指的就是爱好传
统文化。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时间，是历史。任何一种现象，任何
一种知识，任何一种事实，如果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历史的积
淀，就不可能成为文化。

“好古”后面接着“敏以求之”。孔子当然足够聪明，但这里主
要讲的是敏捷、勤奋，是毫不懈怠地去求知。孔子为什么能够穿
透纷杂的表象，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本质呢？因为他有两个特
点：第一，好学；第二，勤学。后人品读《论语》，千万不能把孔子的
思想变成结论或训诫，而要变成自己思想的能力、思想的资源和
思想的出发点。这样，才算对得起2000多年前孔门弟子编撰《论
语》的一番苦心。 据《解放日报》

生而知之 敏以求之

近日，2022年度“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揭晓，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洪荒记》一书榜上有名。

《洪荒记》的作者宋耀珍是山西省作家，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该书是一本中国神话故事
集，是作者以当代视角和小说笔法对中国远古
神话的重构，也是对散落在古代典籍和民间的
中国神话和传说的再度整理和重写。书中的
故事原型来源于《山海经》《十洲记》《六朝事迹
编类》《世说新语》《西京杂志》以及《史记》等中
华古代典籍，计30余篇。作者追本溯源，对每
一篇故事的原型广采众长、深入探究，在不违
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发挥诗人的想象力，
运用小说笔法，以实写虚，故事构思精巧，语言
优美、生动，人物形象性格鲜明，是一部思想性
和艺术性均达上乘的神话类文学作品。

据《山西晚报》

晋版图书《洪荒记》
获评2022年度“最美的书”

2022年度“最美的书”揭晓，25种图书获奖

《北桥船拳》

转自《洛阳日报》

▲《乡村与木刻》

◀《崔健诗歌集》

▼《许宏的考古“方”》

《鸟语四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