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名单

《〈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
《乡村国是》

《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
《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

《战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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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山海》
《战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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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记》
《焰火》

《因为爸爸》
《雪山上的达娃》
《陈土豆的红灯笼》

扫二维码，阅读 15 本获奖图
书的作者、主编撰写的入选感言、
创作感悟，看他们是如何“在创新
创造上下功夫，用生动的艺术形
象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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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界 动 态

父亲有一部心爱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
这本书最早由清末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全书16卷，

以青柯亭本为底本，吕湛恩注。此版有插图445幅，均各
配有七绝一首。曾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鸿宝斋等加
以改进翻印。我家的这一本，是1981年由北京中国书店
影印的，分上、中、下3册。

父亲曾说起他买这部书的经过：那是20世纪80年
代初，他偶然在新华书店看到这本书，标价是人民币 5
元。可当时他要用每个月20元左右的工资养活一大家
子人，虽然喜欢也只能放手。几乎每次经过书店，父亲都
要进去看看它。朝思暮想了几个月，终于有一次发工资
后，他下决心买下了这部书。

当然，这部书的确物有所值。书是影印的，竖排，繁
体字。正文是极娟秀的小楷。每篇文章都有插图与配
诗，每个注释几乎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故事，比如说“汉皋
遗佩”等，文中使用到的典故，编者都一一加以详尽说明，
确实丰富，良有趣味。

我与这部书结缘则是10岁那年夏天。一个炎热的
午后，父亲斜倚在床上看《聊斋》，突然叫我过来读《小猎
犬》这一篇，并给我一句句解释。不盈尺的小人，蝗虫大
小的猎犬，在床榻间狩猎跳蚤和臭虫，目睹这一切的故事
主人公悄悄留下了一头小猎犬，却在不经意之间压死了
它………接着又看了《贾儿》《青凤》——真是光怪陆离的
世界！

还记得有天晚上读《绿衣女》这篇，遥想深山古庙之
中，独自攻读的书生邂逅绿衣少女，深夜执手聆听纤细婉
妙的清歌。而结局是，从蛛网上救下那只细腰绿翅的蜂
子之后，它投身砚墨，在纸上划出一个“谢”字，“后遂不复
至”。短短的故事，真是有“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
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韵致。读完
后，小小的我，居然也掩卷怅然良久。

现在想起来，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通过这部小
说，我以后再阅读繁体字书籍就没有障碍了。后来逛书
店时也想买一部《聊斋》，却从未遇到中意的版本。每次
看到简体字、横排，甚至干脆是白话的版本，总觉得如同
陈酿女儿红被冲淡成白开水。

上次回家时，发现父亲仍然在读这部老版本的《聊
斋》，也不知道是第几百遍读了。

突然想起这本书的故事，聊作此文，以纪念父女共享
的温馨往事。 （据人民网 作者：程丽英）

父亲和我的“聊斋”

眼下，实体书店正在应对手机阅读、
网络书店、电子书等带来的挑战，在政策
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迎来新一轮
的转型与发展，逐渐形成“书店+咖啡
店+零售+讲座”等“书店+”的新商业模
式，大量书店走进商业购物中心开设新
店，演绎出不同于传统书店的新业态。

实体书店正在加快转型步伐。2016
年，《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
见》印发，要求加强城乡实体书店网点建
设、推动实体书店与网络融合发展、提升
实体书店信息化标准化水平等，并提出
加强财税和金融扶持、提供创业和培训
服务、简化行政审批管理等政策措施。
2019 年北京持续推动全市实体书店建

设，市级财政将投入1亿元扶持200家实
体书店，同时在全市加快阅读空间、书香
驿站等阅读场所的建设。

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张作珍表示，实
体书店目前面临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和倡导读书的利好大环境。进一步推动
书店经营理念和服务模式创新，老书店
一样可以焕发新的生命力。

转型后，书店不同于传统的“购书”
场所，除了书籍零售，还会提供更多增
值服务：书店里的咖啡店和花店满足
白领放松休闲的需求；安静整洁的阅
读区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定期举办
的学术沙龙和讲座使书店往多元化方向
发展……许多书店成为具有文化属性和

多元体验双重意义的文化生活空间。一
些转型较早的书店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
新地标。

越来越多书店加入到转型升级的浪
潮之中：北京的涵芬书院内部古色古香，
升级后打造全新的复合阅读空间；北京
外文书店在 7 月举办“暑期外语学习类
图书展”，集中展示外语学习类图书和各
级读物，涉及英、法、俄、西、韩等语种，受
到家长和孩子的欢迎。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认为，
在近两年的转型发展当中，实体书店已
经不是一个单纯只卖书的场所。它的经
营模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有的书店与学
术沙龙结合在一起，有的与文创产品的

推广展示结合在一起，还有的与手工制
作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书店越来越变成
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场所。

但转型的过程中也会面临阵痛。业
内人士表示，实体书店在提高自己“颜
值”和功能的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只来

“打卡”参观的游客，图书主业反被忽
略，导致书店人流量和销售量不成正
比。精美的装修、优质的服务能吸引游
客，却未必能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带来
利润。另外，越来越多的书店转型后，
也呈现出新的同质化问题——相似的
装修风格、相似的咖啡店等，也容易让人
产生审美疲劳。

（据《人民日报》作者：黄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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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咖啡店+零售+讲座”等新商业模式逐渐形成书 海 观 潮

实体书店换了新面孔实体书店换了新面孔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日前揭
晓，其中，《〈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等 5 本书获得特别
奖，《主角》等10本书获得优秀作品奖。

15本图书，是出版人向新时代献礼的答卷，也凝聚
着出版人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评选日前揭晓，15本图书获奖

向新时代献礼
讲好中国故事

乡村建设离不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这也是本书在体例上的两条主线。

在文字阐述与图像呈现中，本书的主旨
逐渐清晰——我们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去探
究社会变迁与历史演进，在很多历史瞬间，
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不容忽视；而文化作为人
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只有升华才能构成文
明。我们需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
究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
系与演进机理。

同样，我们不能仅从政治或经济角度简
单地把百年乡建归结为时间递进、派别演绎
与层级覆盖，不能仅止步于让百年乡建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被看见”。而是要以突破
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学科之间，城乡之间，
显性与隐性之间隔膜为前提，立足于大历史、
大社会、大文化，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乡村建设
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探寻能够应用于今天乡
村建设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

我们要在恢宏的历史长河中，厘清中国
社会的内在机理、根本问题与发展方向，不
仅需要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考察，还需要从微
观层面，对不同群体、不同力量推进和操作
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做更为细致、深入的
史料分析与理论研究工作。百年中，“激进”

“破坏”“建设”三者之间并非单纯的“互动”
关系，在三者的关联中，既需要有宏观、中
观、微观的分析框架去考察乡村建设的多元
实践，从路径、方法和手段上辨析其中的时
代局限于不足，同时提炼、借鉴与活用先辈
们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与精华。特别是，
我们需要深层发掘和探究属于中国文化层
面的阻力与张力，为传统文化和国人安身立
命的生活方式、价值认同提供沃土。

由此看来，本书整体性和立体式地探究
中国乡村问题，从文化建构和生态文明角度
重新认识乡村、发现乡村，在乡村建设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意义。

探寻乡村社会发展方向探寻乡村社会发展方向

以图像资料的形式整理呈现百年
乡村建设的历程，对于梳理乡村建设的历
史、中国社会发展脉络，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
多元路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乡村建设百
年图录》就是一部以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研究者为
独特视野，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我国乡村建设基
本脉络的著作。图录从数千幅照片中遴选出自清末实
业家张骞到新世纪乡村建设的珍贵照片近千幅，辅以导
读与详细注释，为读者系统展现了不同时期我国乡村建
设整体面貌。

编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村建设并非
始于常见论述中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物为代
表，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改造实践，而是发
轫于更早的清末民初。中日甲午战争后，社会变革引发
了一场以底层和乡土社会为主要空间的建设性实践。所
涉主体、方式、内容、参与者多样，既有乡村外部知识分子
以“救济乡村”为出发点的实践，也有由乡土社会自发、本
地乡绅指导的“乡村自救”和“社会建设”行动。

如何呈现这 100 多年来乡村建设史，成为本书面临
的首要课题。

在导论部分，编者明确指出，图录编辑出版的初衷在
于：“不满足于常见的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类分析框架，而
应‘跳出乡建看乡建’”，“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乡村建
设的内外环境与基本脉络。”可见，对于百年乡建，编者力
图避免只做史实陈述与罗列，或陷入就事论事，而是希望
在20世纪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打通政派与学科之间、宏
观与微观之间、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与规约，在更为宽
泛的视野中，寻找中国乡村建设特有的演进逻辑与内在
规律。

通过导论，以及“背景与脉络”“萌芽与探路”“兴起与
展开”“群体与多样”“转型与融合”“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

设”“当代实践”“研究与传播”“国际影响”等九
个单元和“尾声隐现之间”部分，编者构

建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建设
历程的基本认知逻辑。

此外，在图录的编辑与梳理
过程中，编者还提出了不少富有

启发意义的观点。

重现百年乡建史

跳出乡建看乡建

翻阅这部厚重的图录，仿佛让我置身于
历史的长河。

1904 年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
翟城村以兴办新式教育、制订村规民约、成
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为内容的自治试
验，1910 年前后张骞在南通兴办的农学
堂、农技讲习所、女子师范学校、幼儿园、养
老院、图书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
各地广泛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试
验，抗战时期各地开展的“救国”动员，延安
地区如火如荼的合作社建设、农业改良、民
众文艺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建设理念
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高效、全面地铺
展，改革开放后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当前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目
标开展的美丽中国建设，都通过珍贵的图
片，一一铺展在我眼前。

不可回避，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我
们遭遇了太多的波折与冲击，也面临着诸
多的障碍与挑战。在现有基础上，运用文
化思维展开深入研究探索，从多学科视角
建构新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对中国乡村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均
有利。

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言，编辑《中国乡
村建设百年图录》，“不是一种‘好人好事’
式的简单罗列，而是，以此为基，打开一部
更加多元立体且充满张力的百年乡村建设
史，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更有现实启示的新
视野”。我衷心希望能以本书的出版为契
机，在新视野中，进一步明确未来中国乡村
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和未来乡村社会发展的
方向。

（据《光明日报》作者：张海英）

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主 编 温铁军 潘家恩
★出版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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