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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故宫出版社策划推出
2010 年 《故宫日历》 以来，《故宫日
历》 迄今已经连续出版 13 年。从最
初的 1万册印数，到连续几年销量超
过百万；从单一的普通版，到典藏
版、英文版、青少版、亲子版等“故
宫日历家族”的立体拓展；从一本日
历书，到带动出版界每年五六百种风
格各异的日历书出版风潮……《故宫
日历》适应今天读者的知识、审美和
情感需求，集文物藏品、文化主题与
艺术欣赏于一身，以“国宝日读”的
形式向大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有历史才有底气

故宫图书馆是故宫博物院最早的
组成机构之一，有历代皇家收藏及明
清宫廷刊刻的珍本古籍、精美雕版60
余万册 （件），几乎占据故宫博物院
藏品总数的1/3。

过去的故宫，一直存在着重器
物、轻资料的情形。2003年，时任文
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先生提出“故宫学”概念，强调故宫
作为宫廷文化历史遗存的整体性研
究，而不仅仅将其视为收藏古物的场
所；除书画、器物等珍贵文物外，建
筑构造、典章制度、生活资料等立体
而丰富地构建了紫禁城数百年历史，
都是重要的研究素材。

2009年，郑欣淼建议故宫出版社
考虑再版图书馆藏的旧版 《故宫日
历》。大家这才发现，原来这几本小
而简陋的日历，竟然还是当时大受欢
迎的文化礼品呢！学者俞平伯曾将

《故宫日历》 送给老师周作人，梁实
秋在写给张佛年的信中，提及获赠

《故宫日历》，甚至发现二月二十与五
月二十四日图片有重复，说明他曾从
头至尾细读。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对
藏品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陆续编

纂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和普及读
物。比如学者冯华先生，一面专注内
府书画研究，为《石渠宝笈》这样的
鉴藏巨著做专业索引；一面俯下身
来，为民众编辑一本小小的《故宫日
历》。 1932 到 1936 年 间 ，《故 宫 日
历》共出版五册。日历精选历代书画
和器物图片，封面和日期所用文字，
多集自故宫所藏碑拓，古意盎然。说
明当时的故宫人，已开始根据人们的
审美和阅读需求制作文化创意产品，

对故宫藏品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传播。故宫档案中记
载，“本院刊物特别减价或
者故宫日历销售期间销售
额猛增”，可见 《故宫日
历》也是畅销书呢。

新时代的新思路

为庆祝故宫博物院建
院 85 周年，向老一辈故宫
人致敬，《故宫日历 2010》
选择以 1936 年出版的 1937
年 《故宫日历》 为蓝本重
新 出 版 ， 但 形 式 加 以 创

新：旧版《故宫日历》装帧为铁圈打
孔，用一页撕一张；新版 《故宫日
历》则布面精装烫金，封面采用故宫
红，开本为 48 开。怀旧的内容、庄
重大气的设计、利于阅读和保存的形
式，使之面市即大受欢迎。

获 此 成 功 后 ，
出版社决心重拾出
版日历的传统，做
新时代的 《故宫日
历》。如何取舍、改
造，再造辉煌？

延 续 传 统 才 能
不忘根本，提升创
意 才 能 契 合 时 代 。
经广泛讨论，新的

《故宫日历》 确定基
调：部分保留旧版
日历风貌，延续名
碑集字传统；改黑
白版为彩色，更好
地 呈 现 文 物 之 美 ；
旧 版 《故 宫 日 历》
内容广泛驳杂，年

份个性未得到鲜明表现，而今可用不
同主题组织素材。

经两年尝试，最终确定了以国人
熟知并喜爱的十二生肖作为主题，同
时以生肖延伸的美好寓意或与生肖特
质相关的内容组织全书，做到既有明
显的纪年特色和差异化，又打破了纯
粹生肖文物的单调。宣传上尊重国人
欢庆新年吉祥热闹的传统，陆续推出
了龙年“紫禁龙时空”、蛇年“山水
有清音”、马年“快走踏清秋”、羊年

“美意延祥年”等主题，大主题下每
月组织不同的内容。以猪年日历为
例，民间认为属猪很有福气，而猪又
好饮食爱享受，于是把生肖猪与美食
筵宴相关文物集合在一起，主题定为

“金猪喜贺岁，盛宴长相欢”，内容包
括“金猪拱福”“杯盘流光”“壶觞溢
彩”“合盒如意”等，一派欢乐祥
和、富足美好氛围。

虽然只是一本通俗小书，故宫却
秉持严谨的学术传统，最终确定由曾
负责故宫文物部门的故宫博物院原副
院长陈丽华担任主编，邀请书画部、
器物部、宫廷部等研究员级别专家撰
写内容，以求文字精炼、选材得当。

《故宫日历》 因图文精美、底蕴
深厚及其文化精神，被公众昵称为

“红砖头”“中国最美日历”，连续多年
销量超过100万册。因
生肖文化具有纪念性，
很多读者连年购买收
藏；有读者用 《故宫
日 历》 纪 念 孩 子 出
生；还有读者连续多
年每天在微信朋友圈
发一页日历内容，陪
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为满足不同读者
需求，《故宫日历》 还
推 出 给 老 人 的 福 寿
版、给幼儿的亲子版
等多种版本，其中英
文版更成为中国诸多

驻外使领馆赠送外国友人的新年礼
品，承担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使命。

科技赋能向未来

截 至 2021 年 《故 宫 日 历》 出
版，新版 《故宫日历》 已走过 12 年
历程。随着技术进步和读者日益年轻
化，大众阅读需求和趣味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纸质出版物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同类出版物也异彩纷呈，如不
继续改造提升，审美疲劳是必然的。
12年是一个周期，也是重新出发的一
个契机。苟日新，日日新，不断创新，
才能永葆活力。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封面采自
故宫博物院藏品“清代红色纱绣云纹
飞虎旗”的 2022 年 《故宫日历》 开
始了具有革命性的新一轮调整：形式

上扩大开本，更利于欣
赏、阅读和记事，封面
设计由庄重大气变为生
动活泼的国潮风；内容
上增加七十二物候等知
识介绍，使其更具中国
传统时令色彩；同时，
响应故宫博物院院长王
旭东大力发展“数字故
宫”的倡导，与国内人
工智能企业合作，做了
整体智能化改造和提升。

打开 2022 年虎年新
版《故宫日历》，读者扫
描书中 12 个带有 AR 标
识的二维码，即可体验
增强现实技术给文物藏
品带来的平面文物立体
动态呈现的全新视觉感
受；春节拜年期间，可

利用 AR特效相机技术切入日历中的
虎头帽等文物，让读者用自拍头像和
文物组合生成海报，分享到朋友圈，
为亲友送上独具特色的新春祝福。文
化与科技的融合，让古老的《故宫日
历》焕发了新的生机，开始智慧型发
展，更深地嵌入到人们生活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如何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
取营养，通过不断改造和提升满足当
代文化需求，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命
题。《故宫日历》 用十几年出版历
程，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尝试。相信
融合今天的科技、审美、价值观需
求，一定能找到一条承继传统、开创
美好未来的道路。

（作者为故宫图书馆副馆长、故
宫文化创意研究所副所长）

前不久，当当与易观联合发
布 《2021 中国书房与阅读现状洞
察》，报告数据显示，中国 72.8%
的家庭没有书房，人均书房面积
仅0.65平方米。

城市越大，书房面积越小。
一线城市近九成家庭没有书房，
人均书房面积仅 0.26 平方米。上
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是
全国人均书房面积排名垫底的五
大城市：上海人均书房面积最
低，仅0.23平方米。

拥有一间雅致的书房，供自
己看书、写字、作文章，让心灵
回归自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人生乐事。然而，中国 72.8%的
家庭没有书房，一线城市近九成
家庭没有书房，城市越大，书房
面积越小，这个调查结论让人有
些意外，原来绝大多数家庭还没
有实现“书房自由”。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这并
不奇怪。房价那么贵，少一个书
房，就少一笔经济负担。以目前
的房价水平，在深圳、上海、北
京实现书房自由需要花费七八十
万元。如此高的书房配置成本，
放在四五线城市，都可以购买一
套商品房了！难怪四五线城市的
人均书房面积可以接近 1 平方
米，拥有书房的家庭占比在 35%
以上。

我们从“城市越大，书房面
积越小”反思到的，不该只是房
价高企，书房的诗意难以抵达现
实；更应该思考，城市越大，阅
读人群是否越少。大城市绝大多
数人离“书房自由”很远，但离

“读书自由”很近。事实上，城市
越大，实体书店和公共图书馆也
就越多，图书资源和阅读活动也
就越丰富。上述报告也显示，各
城市年均购书花费从500元到800
元不等，大部分年轻人都能轻松

实现“读书自由”。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扪心自

问：我读书了吗？我们，热爱读
书吗？读书跟有没有书房，其实
没有必然联系。在过去很长时间
里，由于居住条件简陋，普遍没
有书房，许多读书爱好者仍然读
了很多书，因为他们的求知欲旺
盛。然而在居住条件大为好转的
今天，不少人反而缺少读书热
情，即使有多余房间，宁做麻将
房也不当书房。

事实上，对于喜爱阅读者来
说，只要心中有书，哪里都是书
房。上述报告同样显示，通勤、
马桶、睡前、午休、早起和就餐
等所在正成为人们的“第二书
房”；在户外，咖啡厅与书店则成
为人们最心仪的外部阅读场所。
希望“书房难求”不要成为我们
懒于读书的借口。

我3岁识字，4岁看书，不满
5 周岁，家里从厨房到茅厕，从
床头到沙发，到处都摊着我的
书。父亲意识到，该给宝贝女儿
捯饬一间书房了。

他托木匠朋友打造了一口榆
木书橱，和叔父两人一前一后将
新书橱扛到老宅二楼。

父亲心里早早盘算好了，二
楼空置已久，平素又无人搅扰，
环境清幽，最适宜静下心来读
书。新中国成立前，此处曾是祖
父的会客之所，故原本就有一只
圆桌和两张方凳，马马虎虎算得
上一个书房了。在那个房源紧张
的年代，很多同龄小朋友都是和
父母挤一屋而睡；更有甚者，三
代同堂“蜗居”在一个卧室里。
我小小年纪，就能拥有一个独立
的书房，实属不易。

我每天爬上楼去看书，“一入
书房深似海，从此时间是路人”，
一旦捧上了书，便沉浸其中，等
揉眼抬头，夜幕上早已落满星
星。我摸着黑下楼洗漱、上床睡
觉，常为搅扰了家人清梦而不
安。于是央请堂哥把灶间木板门
卸下扛到楼上，当作床板，看得
困极，脑袋一歪，就迷迷糊糊睡
过去了。

到了10岁上，老宅拆迁，我
们一家三口暂居在一套两室一厅
的小户中，正式开启了“书房+
卧室”模式。母亲每每看我躺着
读书，就忍不住絮叨：读书要有
读书的样子，你这样躺着，书没
读好，眼睛倒是先“作”坏了！

可依我看来，读书原本是一
件极其风雅之事，“正襟危坐”未
免太过刻板，“头悬梁、锥刺股”
更是有违人性，大煞风景，我更
喜欢躺在床上读书，趴在床上码
字。父亲见了，心疼又歉疚地
说，等回迁房造好，有三室两厅
大，到时候专门给我闺女布置一
间阔气体面的书房。

其实，我真无所谓书房奢陋
与否。一代文宗白居易的书房

“陋”得出奇。《草堂记》云：“木
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
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
帘纻帏，率称是焉。”翻译成白话
文就是：造房木料只用斧子砍
削，不加油漆彩绘；墙涂泥、阶
用石、窗糊纸、竹做帘、麻布为
帐幕。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
祺一辈子写了那么多好文章，却
从未正面涉笔自己的书房。原
来，上世纪50年代末，汪老先生
一家五口挤住一套小三居室，“一
间 7 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放着
一桌一椅一床，就是老汪头的卧
室兼书房了”。简陋逼仄的空间并
没有遏制他的创作激情，反而激
发了他无穷的想象力。

终于搬入了新居，父亲挑了
最大的一个房间作为我的书房。
沿着三面粉墙，特意做了三架连
壁书橱。中间摆一张实木书桌，
一桌、一椅、一电脑，堪称现代
书房的“标配”。

我端坐在这个正儿八经的敞
亮书房，随手抄起一本书，字里
行间似有小人在跳跃，怎么也沉
不下心来；打开电脑，试图码几
行“心灵鸡汤”，可面对屏幕，头脑
却是一片空白，似中邪般，半个
字也敲打不出。

我从楼下搬来一张钢丝小
床，放置在书房角落，持书躺
下，方缓缓进入状态。

有位书法家朋友，参观我的
新书房后，执意要给书房题字，
让我给书房取个名。踯躅片刻，
我突然想到了老宅隔壁有一座园
林名唤“半园”，以“半”为建筑
风格构筑了半桥、半亭、半廊、
半榭、半桌……世人皆追求完
美，园主人却深谙“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的道理，故“知足而
不求全”，取意为“半”。

我看了眼墙角的钢丝小床，
想起几十年来“一半儿书房、一
半儿卧室”的读书岁月，突然福
至心灵：那就叫“半间”书房吧！

本报电 （单 超） 为了配合全
党、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党
史，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的，当
代中国研究所在深入研究“四史”

的基础上，策划、编写了这套 《百
年风华：中国共产党百年故事新
编》丛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全书围绕“中国共产党立志于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这一宏大历史主题，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选
取 200 个重要事件和人物故事，编
撰成书，分为4册。

全书既有宏大视野，又有微观
描述，史实严谨、语言生动、图
文并茂，用历史事实讲好每一个
故事背后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 的 道
理，冀以增强读者对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的 道 路 自 信 、 理 论 自 信 、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弘扬光荣
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长了翅膀的小老虎双脚踏云而来，两只前爪攀住云彩，瞪着绿色的大眼睛，即便张嘴大吼也萌得不
行……秋风送爽，《故宫日历》也上新啦！2022年虎年新版《故宫日历》开始发售。你可知道，这个系列
的《故宫日历》已经走过了13年历程？

《故宫日历》的前生今世
□ 刘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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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中山传》书写多色彩侨乡《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百年故事新编》出版《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百年故事新编》出版

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2019年8月，以“子
鼠 开 新 业 ， 紫 禁 六 百 年 ” 为 主 题 的 《故 宫 日 历
2020》 发布，故宫三任院长郑欣淼 （中）、单霁翔

（左）、王旭东联袂同贺。

《故宫日历2022》内文页增加了七十二物候内容
本文图片由故宫出版社提供

上图为凸显传统文化国潮风格的 《故宫日历
2022》 封面，中左为 《故宫日历 2021》 内文页，
下右为旧版《故宫日历》内页与封面。

本报电（宗 荷） 由广东作家丘
树宏、黄刚撰写的 《中山传：伟人
故里千年香山》（新星出版社） 是

“丝路百城传”系列丛书之一。中山
古称香山，也是孙中山先生故里。
本书从广东中山的地理根脉、独特
的城市精神、在各领域对中国产生
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在当代中国
改革开放史上的首创奇迹以及当地
民俗风情饮食文化等多方面入手，
系统呈现这个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
城市。因海而生，向海而长。历经
870年，一部城市的山海卷轴徐徐展
开；从岐澳古道、四大百货、华侨
到改革开放，中山市以“海上丝
路”一站，承载起中西政治、思
想、经济、文化交流互鉴的使命。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李炳银对该书评价很高：“我喜欢并
推荐 《中山传》，除因其内容新颖丰
富，还因为作者谋篇构建的精致用
心。每章开头由一首诗歌引出相关
内容，结尾一篇类似散文诗般的优

美文字，既呼应开始，也精彩结
束。这样的交叉表达，使作品游弋
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于事实与
感受之间，各自生发作用，共同产
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