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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阅 读读 空空 间间
不知朋友们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

初读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是有一定障
碍的，因为看了两行后，思绪就会信马
由缰，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心有沮丧、
失望，更有不甘，于是在百度上敲下
《病隙碎笔》，看了这部文集的一些介
绍，对这部作品有了进一步了解。

所谓碎笔，乃是作者在重病期间，
在医院治疗的间隙断断续续写下的文
章。这些文字看来比较散漫随意，却体
现 了 作 者 的 哲 学 智 慧 。 该 文 集 由 多
“则”组成，而每一则又环环相扣，不
断叩问思想、精神、灵魂等。看过读者
的评价，再来回味作者在碎笔中的所感
所悟，就切实感觉到他的文章思想深
邃、语言凝练、文笔优美且富含哲思。
像很多人说的一样，读史铁生的这段心
灵感悟，要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才能
产生强烈的共鸣。例如他关于“安乐
死”的看法，如果不是生命随时可能走
向终点的人，谁又会去深入思考和研究
呢。由此看来，读《病隙碎笔》，是不
能急功近利地囫囵吞枣，而是要耐下性
子，在心境平稳心无旁骛的情况下，慢
慢地品读。

贾平凹先生不愧为语言大师，其散
文无论是记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从不
用气势去鼓动，而是用平和朴素的语
言，准确生动地表达当时的情绪感悟，
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效果。在
《又上白云山》一文中，贾平凹讲述了
他在时隔25年后故地重游的经历。这是
一篇游记散文，可作者并没有单纯局限
于走马观花、吟诗作赋，而是深入挖掘
景观背后的时事变迁。读这篇文章，能
看到作者对当地民生和社会的关注，也

就突破了游记散文那种小我境界，从而达到主题和立意上的高远。
毕飞宇因小说《推拿》获得“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美誉。而一

篇动人的散文，也应该是以最能打动人的故事来吸引读者。《飞越密西西
比》一文，作者选择将自己第一次驾驶飞机飞越密西西比那惊心动魄的经
历与读者分享。他将驾驶飞机过程中心理和情感的变化描写得很细腻，让
读者在这场突破自我的伟大旅行中，感受到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有挑战和
新意的人生经历要倍加珍惜的道理。

“改革文学”作家蒋子龙是那种能够调侃出轻松，也能创造出快乐的
人。在《世相札记》一文中，他幽默风趣的语言常常令人忍俊不禁，读者
更会为作者见闻之广所叹服。处处留心皆学问，而通过观察形成自己独到
的思考，并且通过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传达给读者，达到启迪人心的效
果，这就是作家的力量。

《浮生自在》收录的16位作家的16篇散文，可谓篇篇精彩，字里行间无
一不彰显着作家独特的思考和体悟。它们犹如陈酿的美酒，随着时代的发展
愈加散发迷人的芬芳，让读者徜徉其中，感受到灵魂深处的自在与安宁。

从传统旧式日历到如今功能多样、款
式丰富的日历书，日历书市场逐年火热起
来。今年，在日历书的销售排行榜中，既有

《故宫日历》《豆瓣电影日历》《物种日历》等
“老牌强队”的身影，也有《敦煌日历》《颐和
园日历》《天坛祈年历》等后起之秀。一本好
的日历书是如何设计出来？如何兼顾日历
书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通过日历书将
文化传播出去？近日，记者采访多位出版者
和设计者，为大家讲讲关于日历书的那些
事。

系统性策划很重要

日历书这一波热潮的开始，无疑要从
《故宫日历》说起。

2010年《故宫日历》以1937年版为蓝本
复刻出版，凭借其深厚的故宫文化内涵、活
化文物艺术的形式以及精美的图书品质，
在日历书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

“这些年，故宫博物院在年轻人
群体中日益受到关注，故宫文创和出
版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获益于
故宫深厚的文化给养，故宫出版社在
大众文化传播和新媒体融合领域取
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故宫日历》正
是在 这 样 的 怀 抱 中 成 长 壮 大 起 来
的。”故宫出版社非遗编辑室主任、

《故宫日历》责编徐海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故宫日历》之所以能火起来，
并带动日历品类图书走向广大读者
和民众，一方面依托故宫 I P，另一方
面也源于其策划的系统性。徐海介
绍，图书策划与编辑大多是点性概
念，没有从点性思维上升到结构性
思维，但是《故宫日历》从一开始就
做了 1 2年的整体规划，确定以十二
生肖作为或隐或显的主题线索，把
生肖的计时功能和文物主题结合起
来，一年一个主题，12年下来就形成
品牌。

这样有主题性的策划，也给后来
者带来启发。例如《敦煌日历》，也是
采 用 每 年 更 换 一 个 主 题 的 方 式 ，
2020年主题为“五台山”，2021年主
题为“观世音”，均通过一个主题来介
绍一类敦煌作品，然后再分专题选取
最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画和敦煌文献，
结合当年游客最想了解的敦煌艺术
内容进行设计。而依托于电影、图书
和音乐评论交流的社交媒体社区“豆
瓣”，则将自己的主题聚焦在电影领
域。已经出版了5年的《豆瓣电影日
历》，每天都会呈现和推荐一部电影，
有优秀国产电影，也有国外佳片，有
经典老电影，也有新上映的电影佳
作。这些电影是从豆瓣60万电影条
目库中提取的，以豆瓣的电影评分为
首要参考标准。

先让文化实用起来

“日历作为古代中国社会人们记
事记日的必备品，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已渐渐失去其
功能。《故宫日历》从传统中汲取元

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新的功能，适合
当代大众的需求。”徐海在分析《故宫日
历》为何受到市场青睐时补充说道。

1 9 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为介绍
故宫藏品，推动文化传播，1 9 3 3 年至
1937年出版《故宫日历》，后因战乱戛然
而止。《故宫日历》从一开始编辑出版，
就已经形成了“国宝日读”的理念，甄选
藏于故宫浩瀚宝藏的文物，每日一张藏
品图片，历代书画、器物交杂穿插。

2010年起，复刻出版的《故宫日历》
在继承原有理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审
美、知识、记事等功能，每张文物图片都
配以短小的文字说明，融古代艺术于现
代生活。在日期页上，还可临摹习字、记
载日记和心情随笔。这些变化都让日历
从传统的、一次性的日用品变为可以收
藏和反复阅读的图书。

“产品开发是基础，用户的选择是
检验的标准，日历书的流行反映出读者
的需求，是要具有文化+产品特性的。”
徐海说。

说到底，不管谁设计、设计什么，日
历首先还是得实用。《敦煌日历》设计
方之一、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
所长赵晓星告诉记者，《敦煌日历》就
是定位于服务敦煌文化爱好者的手帐
日历，在保持风格“最敦煌”、内容“最
准确”、格调“很时尚”的基础上，注重
实用 性 和 趣 味 性 。“ 随 着 生 活 节 奏加
快，现在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都离
不开手帐，手帐是随身携带的，不能太
厚太重。所以，《敦煌日历》比其他日历
书薄，就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赵晓
星说。

在实用 性 上 ，面 向 文 艺 爱 好 者 的
《豆瓣电影日历》也花了很多心思。豆
瓣豆品供应链负责人蔡鑫鑫介绍，《豆
瓣电影日历》在策划之初就不只是一
本日历，更是一本电影推荐指南。今年
的日历书在支架上新增了收纳功能，
使用后可以像书一样存放在书架中一
字排开，成为系列电影经典书籍收藏。
日历背面还增加了书写日记的功能，
特定纸张额外加强了遮蔽度，使得背
面印刷和书页不会影响页面观感。

再将文化传播出去

文化要走进日常生活，才能获得持
久的生命力，日常生活才具有审美化的
载体。当日历书用起来了，所承载的知
识、文化、价值观才能得以传播。

《豆瓣电影日历》每一年都由专业
团队选片，规避掉过于娱乐化或商业化
的院线电影，更多考虑具有思考价值和
长期审美价值的电影。读者可以通过日
历内页上精心选出的电影台词或影评，
了解影片的情感表达或价值观，收获对
生活的启发或思考。

敦煌文化爱好者在使用完一本《敦
煌日历》之后，对敦煌文化中的某一类
壁画和文献内容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
知。如2021年的《敦煌日历》，就收集了
敦煌壁画中的观音单体像、观音经变和
敦煌本《观音经》，实际上等于为读者整
理了一整套敦煌保存的观音资料。

“ 承 载 敦 煌 文 化 和 注 重实用 性是
《敦煌日历》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深入挖
掘敦煌文化，设计出既能呈现敦煌艺术
之美，又能引领当下时尚潮流，同时兼
具实用性的产品是我们的目标。”赵晓
星说。

走过12年的《故宫日历》，如今俨然
成为人们了解和走进故宫的“纸上博物
馆”。读者通过“紫禁城龙时空”“山水有
清音”“快走踏清秋”“美意延祥年”“瑞
兽祝昌隆”“丰年禾黍香”等主题，不仅
对故宫各个门类藏品以及文物背后的
文化内涵有了更多认识，还打开了了解
古代艺术宝藏的一扇窗。

“如今，很多人将购买和赠送《故宫
日历》作为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还有
不少人将《故宫日历》作为收藏品，这
些都赋予这本书满满的生活气息和仪
式感。”徐海说，“这种仪式感陪伴我们
每天的生活，若干年后某一天回头看，
会发现里面承载的是文化和审美，也
是自己的过往。人们通过《故宫日历》，
看 得见文 物 ，看 得见传 统 ，留 得 住 历
史，留得住记忆，留得住美丽。”(郑娜
韩一)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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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日历书：看得见传统，留得住美丽

推荐理由：这是曹禺之女万方
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一种如戏
剧舞台般穿梭时空的家族回忆录。
你和我，所有不同的故事，都被写
进了这一出人生大戏：女儿以毫无
保留姿态直面众说纷纭，寻找一个
你不知道的戏剧大师曹禺。

2020年12月
30日，在中国农
业银行裕安区
支行大别山西
路支行内，几位
市民正在阅读
书刊。大厅里的
ABC形状的书
架上，摆放着各
种书籍，如经典
著 作 、中 国 文
学 、自 然 科 学
等，可供客户在
等候的的时候阅
读休闲。据悉，这
是我市首家农行
营业厅增设的图
书角，为员工和
客户提供了一个
在繁忙业务之余
慢下脚步、享受
静好时光的阅读
空间，一经投用
就得到了大家的
喜爱、好评。

本报记者
王丽/摄

本报讯(张正武 记者 徐
有亭)近日，霍邱县岔路镇举办
附 近几个 乡 镇 镇 志 编 撰 交 流
会，众兴集镇、长集镇、新店
镇、临淮岗乡和彭塔乡等负责
编 撰 的 主 编 和 责 编 参加了 交
流。

大 家 济 济 一 堂 、 畅 所 欲
言，交流并分享了图片剪辑、
文 字 排 版技巧 、 资 料 搜集程
序、方法以及编撰过程中的细
节处理问题。其中，《岔路镇志》
编撰负责人从镇(乡)志的“记住
乡愁、留住乡情”方面，作了精辟
的阐述。镇(乡)志应该把保留乡
土文化记忆，继承传统文化精
华作为重点篇章，挖掘地域文
化精神，实现“让老百姓望得
见山 ， 看 得见水 ，记得 住 乡
愁”的编撰目的。

2020年12月28日起，大别山红色电影展览馆正式对游客开放
了，此馆位于金寨县鄂豫皖红军纪念园内。目前对外开放的有红色
电影主题馆、电影音乐馆和电影纪录片馆。

红色电影主题馆
红色题材故事片，在中国电影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也

是大别山红色电影展览馆最重要的展区。
在革命战争年代，故事片电影在宣传革命、教育人民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故事片电影热情歌颂
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引导人民群众向真向
善向美，更在娱乐生活单一、匮乏的时代，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将艺术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时代发展之中。这些在血
与火的斗争中凝成的红色文化，是故事片馆最突出的内涵。

从历史年代、影片质量、片源资料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故事片
馆重点展示193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生产的百部作品，依据影片内
容所处的时代划分成四个展区：《大浪淘沙》(大革命时期)、《烈
火金刚》(抗日战争时期)、《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期)、《英雄
儿女》(新中国成立之后)。

电影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电影
音乐在推动情节发展、喧染场景气氛、强化人物
情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好的电影主题曲，不但能起到叙事、抒情的
作用，更能引起观众共鸣，产生移情作用，给人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部电影，故事情节可能
因时间久远被淡忘，但一首脸炙人口的主题曲，
却能穿越时空恒久流传。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特定的画面。甚至有些电
影，就是因为电影音乐才被历史留住。

红色电影歌曲讴歌人民、昭示光明、凝聚力
量、鼓舞人心，激励亿万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陶治
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
术享受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无论是歌唱还是聆听，红色电影歌曲都会提
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根据歌曲内容和时间段，音乐馆划分成六个
展区:《夜半歌声》、《义勇军进行曲》、《八月
桂花遍地开》、《我的祖国》、《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词曲作者介绍》。

电影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
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
象，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展现的
电影作品。1905年在北京丰泰照相
馆拍摄的《定军山》，是中国摄制的
第一部纪录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
的诞生。

中国红色题材电影纪录片的
拍摄，始于1930年代。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棚，
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
史价值的电影纪录片。新中国成立
以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
其它电影厂都拍摄了一定数量的
电影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在故事片
放映前加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

电影纪录片涉及范围较广，依
据内容，共分为八个展区 :《东方
红》、《祖国颂》、《东方巨响》、《难忘

的日子》、《红旗漫卷西风》、《把青
春献给祖国》、《愚公移山》、《百年
光影》。

附：开放时间
上午：8:30——— 11:30

下午：14:00——— 17:00(周一全
天闭馆)
来源：金寨微旅游

带带您您回回顾顾经经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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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里有个读书屋

图为市民在办业务之余看书。

荐荐 书书

阎崇年/著
华文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共100讲，分6

个章节，精选200余幅图片，以时
间为线索，将明清600多年历史从
头细细捋来，分别讲述明代故宫、
清代故宫、民国故宫和新中国故宫
四个时期的历史，从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一直到2020年，再现了
故宫整六百年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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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六百年》

《你和我》
万方/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影影视视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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