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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卑斯山割酸模是什么体
验？为何说喜欢独居的仓鼠和番茄
有天性相通之处？旅途中，如何识
别入侵植物白花鬼针草，让女儿过
一把摘花瘾？这些都能在 《花与鸭
嘴兽》中找到答案。

作为一本不那么“科普”的科
普书，植物达人天冬从旅行见闻和
园艺实践着笔，在小说般的叙事
中，呈现出不同寻常的他乡风物。
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生动道出植
物的喜怒哀乐，兼顾知识性、文学
性与趣味性；每章所配彩色插画清

新可爱，让文中“出镜”的动植物
有了具体形象，方便读者了解自然
知识。

作者将生活感悟与花草相结
合，由自己的经历讲到与花草、动
物的故事，赋予花草动物人类的情
感和语气。在他笔下，万物皆有自
己的脾气：花园里的月季、石榴、
牵牛花会相互攀比自己的“伙食”
待遇；啃食喷了橘子皮水的月季，
红蜘蛛们会讨论今日食物的口味不
佳；有个性的驴子会对人类一厢情
愿添进草料的昂贵虫草不屑一顾；

开拓地盘的青年黄鼠狼在争抢战斗
后躺在草地上“惺惺相惜”……在
天冬眼中，动植物虽无法口吐人
言，但也有情感，会对无法改变的
外界条件加以抱怨，会对自身条件
的限制自嘲调侃，甚至会对人类做
出的“错误”操作报以嘲笑。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本
书“更主观，更感性”，与科普相
比，更“想要记录与表达”。从旅
途中的见闻，到生活中的日常情
景、侍弄花草的遭遇，再到久远的
回忆与听来的故事……作者由生活
讲到植物，再由植物讲回到人。

其实，动人的故事不一定需要
多么惊天动地，更未必有繁复或华
丽的辞藻。作者用细致幽默的叙
述，娓娓道来一处处旅行见闻、一

个个生活感悟：辛苦种植的番茄在
即将成熟时被鸟类“袭击”、独自
跑去杭州植物园在初降的夜色中邂
逅白色樱花、去爱丁堡植物园路上
偶遇执着于常青藤的男子、与渐行
渐远的故友交流时蓦然想起悉尼水
族馆中的儒艮……人生中的所行、
所见、所感，融入一个个小故事；
不时宕开一笔的点滴体悟，令人读
来会心一笑。

在这本书中，各有脾性的万物
共同构成了一首隽永的风物诗。正
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或
许对于自然界而言，植物与动物有
着与人类相似的情感。清新幽默的
行文、不失严谨的科普，跟随作者
的文字，读者也进行着一场独特的
旅行。

2 月 24 至 26 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朝阳馆） 里人头攒动，被誉为中国出版业
“风向标”的第 35 届北京图书订货会 （下
称“订货会”） 在这里火热举行。不论是
携孩子前来沐浴书香的学生家长，还是来
京旅游顺路逛逛的外地游客，抑或是守在
手机屏幕前认真观看直播的爱书人，浓浓的
阅读氛围伴随着京城的春风氤氲开来……
往日的行业盛会如今已火爆“出圈”，是大
家的共同感受。

据组委会统计，本届订货会共有 2793
个展台，710 家参展单位，展示了近 40 万
种图书，现场参展和参观人数超 10 万人
次。火热的购书热情，密集的商业洽谈，
深入的同行交流，昭示着出版行业复苏的
前景。

新书好书琳琅满目

订货会不仅是业内人士的一次欢聚，
更是爱书人的一场文化盛宴。短短几天时
间，各大参展出版社将自己的镇社之宝和
最新出版的精品佳作带到展厅现场。亲炙
好书，极大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北京出版集团展区人头攒动，主题图
书展区、融媒体展区、北京文化新地标展
区等 5 大区域巧妙分割，重点展示了 《远
去的白马》《平安批》《北上》《云中记》

《西海固笔记》《心居》《青城》 等精品力
作。《梅兰芳年谱长编》《金墟》《熊猫小
四》《北斗牵着我的手》《伍连德画传》 等
近期面世的图书，也被不少读者拿在手中
翻阅。

文学类图书方面，中国作协“新时代
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
计划”入选作品是各大文艺类出版社向大
家推荐的重点。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带
来了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葛亮的 《燕食
记》，该书从岭南饮食风物着眼，写出了大
湾区的世纪沧桑；魏微的 《烟霞里》 以编
年体形式为 70 后知识女性立传；邵丽的

《金枝 （全本）》从一个小小村庄上周村出
发，是献给中原故土的一曲深情颂歌；徐
坤的 《神圣婚姻》 聚焦新时代青年融入时
代浪潮的抉择与牺牲，充满速度感。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带来了 70后实力派作家乔
叶的新作《宝水》，该书塑造了乡建设计师
孟胡子、基层干部大英等新人形象，是一
部乡村振兴的工笔画和水墨图。湖南文艺
出版社带来了水运宪的《戴花》，该书以工
厂里两代炉工劳模的奋斗史，写出了两代
技术工人身上共同的劳动者精神；中信出
版社带来了李凤群的《月下》，该书以一个
小城女性的情感史，勾勒出城与人的紧密
联结。

作家出版社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的具体承办单位，本次展出了该
计划最新出版成果。其中，关仁山的 《白
洋淀上》 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为背景，讲述了白洋淀王家寨人
立足时代的新生与成长；杨志军的 《雪山
大地》 将目光投向青藏高原，深情回望父
辈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足迹。据了
解，“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名刊名社
拓展计划已于近日启动，首批签约的 11家
知名文学期刊和 17家知名文艺出版社将在
作品刊发、图书出版、宣传发行等方面与
该计划开展深度合作。

订货会现场，多种传记类作品引人注
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带来的 《历史的
厚赠：国家级传统工艺传承人的匠艺之
路》，描摹陶瓷艺术大师夏侯文、竹工艺大
师何福礼、漆艺漆画大师郑修钤等 10位国
家级传统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匠艺之路。
漓江出版社 《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
忆录》 是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刘硕良对
平生的回顾，书中谈到策划出版“获诺贝
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外国文学作品及创
办 《出版广角》 等书刊的情况，是当代翻
译史、文学史、出版社的宝贵记录。现代
出版社带来的 《中国群星闪耀时》 全方位
展现蔡元培、鲁迅、梁漱溟、沈从文、钱
锺书、陈寅恪等大师的真实人生，还原他
们在时代风云中的命运流转与个人选择；

《李叔同传：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寻访
李叔同鲜为人知的人生踪迹和隐秘曲折的
心路历程，力图还原一个真实而有温度的
弘一法师，呈现一代中国人在由传统向现
代转型中的生动侧影。

阅读活动丰富多彩

“ 《父父子子》 比 《人世间》 的格局
要大一些。历史的厚重感也比 《人世间》
更有分量。”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梁晓声
现身订货会现场，为读者分享新作 《父父
子子》 的创作经过。他说：“‘父父子子’
有着一种代代传承、继往开来的含义在
内，传承的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父父
子子》 是梁晓声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该
书以东北高氏、纽约赵氏等 4 个家族四代
人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
代的宏阔时空，创造性地以哈尔滨和纽约
为空间坐标，呈现国人和海外同胞异地同
心的“双城记”。

在订货会现场，全民阅读“红沙发”
系列访谈，各出版社组织的新书发布会、
分享会、直播带货等活动丰富多彩，吸引
了大量观众参与。

浙江文艺出版社展台，江南烟雨与大

漠孤烟交相辉映。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
“茶人四部曲”新书见会面上，精心修订、
装帧一新的“茶人四部曲”首次亮相。该
书包含 《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
为城》《望江南》 4册，地地道道的茶人故
事，塑造出生动鲜活的纸上杭州。浙江文
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表示，《望江南》自
上市以来已销售超 25万册，凸显出纯文学
作品对读者较强的吸引力。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叶舟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
鸿篇巨制 《凉州十八拍》 由浙江文艺出版
社于2022年12月出版，不到一个月即已加
印，并已签订英文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实
现走向海外的第一步。该书总计 134 万
字，呈现出清末民初河西走廊，尤其是凉
州故事的壮怀激烈。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原创之春·湖
南作家专场”新书发布会以“湖南主力作
家集群春天再出发”为主题，共有 6 部讲
述中国故事、描绘时代气象的长篇新作集
中亮相，包括王跃文入选“新时代文学攀
登计划”的 《家山》、阎真的 《如何是
好》、何顿的 《国术》、万宁的 《城堡之
外》、一泓的《孑孓——镇上人城里生存文
本》 等。评论家张莉主编的 《霞光映照之
地：2022年当代散文20家》 和 《比时间更
久：2022 年短篇小说 20 家》，作家纪红建
讲述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报告文学 《彩瓷
帆影》也于订货会期间举行新书首发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
社举行的罗伟章作品分享会上，长篇小说

《谁在敲门》和非虚构作品《凉州叙事》引
发线上读者兴趣，不少网友隔空向嘉宾抛
出问题。长篇小说 《谁在敲门》 入选 《亚
洲周刊》 2021 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当
代》 2021 年度长篇五佳、《长篇小说选刊》
2021长篇小说金榜·领衔作品等多项文学榜
单，《凉山叙事》是一部反映大凉山彝族脱
贫攻坚历程的长篇非虚构文学，寄托了作
者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多维观察和思考。

河南文艺出版社举办的赵大河新书
《燃烧的城堡》分享会邀请作家邱华栋与作
者对谈。邱华栋谈到，《燃烧的城堡》融会
现代主义叙事技法，用文学想象描绘抗日
战争风云下的时空，塑造了难以忘怀的人
物形象。该书讲述了日军入侵云南腾冲
后，这座多山多雨多骨头的城市，如何在
熊熊火焰中凤凰涅槃的故事。

据统计，本届订货会期间举办的文化
活动多达 345 场，极大丰富了读者的阅读
生活。

共话中外版权交流

订货会上，外国来宾的身影引起不少
人关注。在青岛出版集团 《柴可夫斯基四
季音乐绘本》 新书发布暨版权输出仪式
上，中俄艺术家联袂打造的 《柴可夫斯基
四季音乐绘本》 图书版权输出至俄罗斯。
该绘本包括 《金色麦田》《云雀之歌》《梦
飞田野》《林中雪国》 4册，以俄罗斯著名

诗人创作的有关四季的诗歌以及俄罗斯作
曲家柴可夫斯基谱写的 《四季》 钢琴套曲
为基础，邀请包括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欧尼
科夫在内的 4 位中俄顶级插画家绘制，并
由俄罗斯钢琴演奏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配
乐演奏，是一套音乐、文学、绘画多元呈
现的艺术绘本。

近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在“引进
来”与“走出去”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
处。“走出去”方面，新书出版呈上升趋
势，为中文原创图书版权输出提供强大内
容支撑。全国新书首发中心 2022年度新书
市场报告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上市新书共 17万余种，占市场总品
种7.32%，新书出版效率上升至新阶段。

“截至 2022 年底，译林出版社共输出
版权项目603种，与全球40多个国家、130
多家出版机构建立良好业务往来，涉及语
种 36 个。”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介绍。
近年来，该社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
去，将鲁敏、徐风、阿乙等作家的重要作
品输出 30余种外文版，不断提升中国文学
美誉度和影响力。其中，作家鲁敏的 《六
人晚餐》 瑞典文版入选瑞典文化部 2020年
度好书，英文版获 《出版人周刊》 等国际
权威媒体书评推荐，入选英中贸易协会
2022年最佳中国小说首选名单；《此情无法
投递》 英文版由国际出版巨头西蒙与舒斯
特公司出版，获国内外主流媒体深度报道，
塞尔维亚文版荣登当地权威媒体好书榜。

“引进来”方面，有 72 年历史的人民
文学出版社风华正茂，该社的“网格本”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是新中国第一套系
统翻译、出版、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
大型丛书，因其朴素典雅的网格状封面，
被读者冠以“网格本”的爱称。该社重启

“网格本”项目后，截至 2022 年，新“网
格本”系列共出版147种、172册，涉及20
余个国家的百余位外国经典作家。人民文
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认为，尽管该社在外
国文学经典领域深耕多年，但在外国当代
文学领域存在短板。“这些年我们努力引进
外国当代文学作品。去年，安妮·埃尔诺的

《悠悠岁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出版
的中文版在此之后发行了 20万册，取得了
一定成绩。”臧永清在订货会系列活动“阅
读X论坛”上介绍。

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出版机
构相比，年轻的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在外国图书引进方面也颇有作为。果麦
签下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版权后，
利用强大的私域流量进行推广，累计销售
360多万册。“我们每次加印都要向原著的
英国出版方要防伪标签，一次要 30万，过
了一个月又要了 30万，颠覆了英国出版界
对中国出版业的认识。”果麦文化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瞿洪斌介绍。

国际化是订货会的办展方向之一，北
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表示：订货会期间出
版业所展示的成果和韧性，让大家更加从
容自信，看到了书业希望。

提 起 赵 元 任 ， 人
们能够想到的是“中
国语言学之父”“清华
四 大 导 师 ” 等 头 衔 。
赵元任可谓天才，留
学 期 间 ， 他 主 修 数
学，又获哲学博士学
位，毕业后还曾讲授
物理。此外，赵元任
精通7门外语，会讲33
种方言，对音乐乐理
也有很深造诣。

赵 元 任 之 所 以 能
在 诸 多 领 域 成 为 大
家，与他的性格气质
密切相关。常人眼中
艰涩、枯燥的学术研
究，却被赵元任当作
有趣的事业、好玩的
工作。他有一个活泼
而欢动的灵魂，女儿
曾问赵元任，为何要
研究语言学，他的回
答 简 洁 而 出 乎 意 料 ：

“因为好玩儿。”同我
们印象中的“老学究”不同，“好玩儿”这几个字
贯穿了赵元任的一生。他曾写下同音文 《施氏食
狮史》 来反对废除汉字，又用微积分、线性代数
谱曲。而在赵元任诸多兴趣爱好中，摄影是以往
较少被人谈及的。

赵元任酷爱摄影，根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
《杂忆赵家》 中回忆，1937年，赵元任迁抵长沙，
所到之处，他经常举起相机拍摄，以致当地警察
怀疑赵元任是日本间谍。后经友人朱经农出面作
证，才澄清了误会。

而今，赵元任生前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以
“赵元任影记”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分批次整理出
版，首部《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好玩儿的大师》
于2022年问世，其中大多数影像资料首度公开。

《好玩儿的大师》 分为“留学十年”“忙碌的
一年”“环绕地球到中国”“清华国学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流离转徙”“海外萍
踪”7章。以往，我们了解赵元任的生平，多是借
助赵元任生前所记日记和他夫人的回忆文章。如
今，数量丰富的图像资料经过整理出版，立体、
直观地还原出赵元任人生中的重要节点与生活片
段，使我们得以更加具象地了解这位学术大师的
精神气质与传奇人生。

《好玩儿的大师》中的不少图像资料，具有极
高的史料价值。该书侧重于赵元任20世纪20年代
至40年代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及其与中国学人的往
来关系，有助于增强人们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
术史的具体感知。此外，这些珍贵图片对于还原
中国近代史的微观细节也颇有裨益。比如1937至
1938年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元任曾辗转上
海、长沙等地。书中不少照片记录了日机轰炸后
的凄惨景象，可谓日军侵华战争罪行的铁证。又
如，赵元任任职“中研院”史语所期间，出于方
言研究的需要，曾多次参与田野调查，并拍摄了
大量中国乡村生活的画面，这在今天已是难得一
见的宝贵资料。

后人评价赵元任，说他拥有“哲学家的头
脑，音乐家的耳朵，文学家的才气，数学家和物
理学家的思维”，堪称“文艺复兴式的智者”。而
在高深艰涩的学术研究中，他却始终葆有一颗真
诚、有趣的心灵。《论语》 有言：“古之学者为
己，今之学者为人。”《好玩儿的大师》 给我们的
最大启迪或许是，赵元任突出的学术成就，得益
于他能用“玩”的精神在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中全
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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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图书近40万种，参与者超10万人次，北京图书订货会——

中外图书双向交流结硕果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自然与人间的风物诗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山，隐身在森林
里的几何书店艺术感十足。

郭立亮摄 （人民图片）

书店欣赏
▲订货会展台。
陈晓根摄（人民图片）

◀一名工作人员在订
货会现场直播。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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