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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8“世界最美的书”

评选在德国莱比锡揭晓，《园冶注
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和《茶
典》（商务印书馆） 分获“世界最美
的书”银奖、荣誉奖。

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
“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已有近百年历
史，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
的最高荣誉。

茶与园的文化之美

巧的是，今年中国获得“世界
最美的书”奖项的两部作品均属

“古书新作”。
《园冶注释》是中国当代造园学

家陈植为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所著
《园冶》 所做注释本。计成，字无
否，号否道人。他写于 1634 年的

《园冶》，为中国最早、最系统的造
园著作，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中
国造园，以与自然和谐为美。从三
代囿、秦汉苑、魏与六朝的自然山
水园林、唐宋时代全景式写意山水
园林，发展到明清则浓缩自然山
水，以小见大。《园冶》从相地、立
基，谈到栏杆、门窗、墙垣等，其
中铺地、掇山、选石、借景最有心
得，生动阐述了建筑文化与造园艺
术的有机关系，为中国造园艺术之
精华。“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
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
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
不可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
而得体’者也。”不意清代 268 年
间，该书寂然无闻，疑失传。日本
造园界发现推崇后，始引起国内学
术界重视，1932 年由中国营造学社
影印出版。

“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
幽，醉心既是。轩楹高爽，窗户虚
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
漫。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
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
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
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
冶》 文体骈散结合，辞藻华丽优
美，用典暗喻众多，读者除懂古文
之外，还需要丰富的古建和园林知
识。有感于此，上世纪50年代，与
陈俊愉院士、陈从周教授并称“中
国园林三陈”的陈植先生以耄耋之
龄注释《园冶》；并请古建园林专家
刘敦桢、童寯注释建筑名词，杨超
伯校订，刘致平校阅，陈从周审
阅。198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了《园冶注释》，引起巨大反响。

《茶典》，顾名思义，就是与茶有
关的典籍。中国茶叶起于何时，有先
秦、西汉、三国多种说法。茶与文化
挂钩，当属两晋时北朝。时局动荡，
文人雅士渐兴清谈，助兴之物由酒

而茶。唐开元之后，茶道大行，饮茶
穷日竞夜，盛行朝野。《旧唐书·李玉
传》有语“茶为食物，无异米盐”。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茶典》 收
录钦定 《四库全书》 中的 《茶经》

《茶录》《品茶要录》《宣和北苑贡茶
录》《北苑别录》《东溪试茶录》《续
茶经》《煎茶水记》 八种茶学经典，
涉及种茶、采茶、制茶、选茶、煮
茶、品茶及茶器、茶道等各个方
面。又精选了陈洪绶、唐寅、刘松
年、赵原、金农、王蒙、仇英、文
徵明、米芾、苏轼等人的 《品茶
图》《事茗图》《卢仝烹茶图》《陆羽
烹茶图》《玉川先生煎茶图》《煮茶
图》 等历代以“茶”为主题的珍品
书画作为插页，兼具古书与现代工
艺之美，让读者领略茶文化在现代
快节奏生活中的澄明心神之功，更
深刻地领悟中国茶文化。

现代设计重现古风古韵

无论茶还是园，都非生活必需
品，却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将物质升
华为精神，在质朴中体会悠然的精
髓。两书的装帧以现代设计语言，
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园林和茶这两种
中国文化典型元素的精神实质，所
以获得“世界最美”的荣耀。

每年一届的“世界最美的书”
评选，有严格的评判标准，要求书
籍的各个部分——封面、护封、函
套、环衬、扉次、目录、版面、插
图、字体高度和谐，保持一致，构
成一个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整体，
对于材料和印制工艺的每一个细节
处理都非常挑剔。

2017 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在陈植仙逝 28 年后对 《园冶注释》
第二版推出重排本，以明版 《园
冶》 中计成所绘之原图，替换之前
所用营造本重绘的图纸。在张悟静
精心设计下，全书文本繁体竖排，
文字错落有致，富于韵律变化。新
增明清江南园林（拙政园、网师园、留
园）图片以及书法拉页作为隔页，丰

富视觉感受。标题采用中国传统的
木刻体（文字带有印刷墨迹）并做错
位设置，令人追忆往昔岁月。

考虑到古籍阅读特点，正文用
纸选择了柔软的复古轻型纸，翻阅
时手感舒适；插页则使用宣纸印专
色油墨，表现书法和园林的气韵；
封面特种纸似树木纹理，烫梅花风
窗图式，典雅且兼具现代气息；最
后配以复古的瓦楞纸函套，并做了
仿古贴签使其更具古典韵味，整体
气质温文尔雅，较好地体现了中国
古 籍 典 雅 、 沉 静 、 古 拙 的 气 质 。
2017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
评价：该书是一本现代版本的古
书，却洋溢着古风古韵。排版遵照
传统，版面布局节奏富于变化，卷
首页颇为内敛，给现代读者带来丰
富的阅读体验。

2014 年，原大原色原样复制文
津阁本 《四库全书》 的工程在扬州
取得成功，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
版。出于对 《四库全书》 从书籍形
式到文本内容的全面把握，《茶典》
的设计团队提出回到书籍本身，去
欣赏其作为抄本所特有的书法和绘
画的审美价值。

曾获英国、美国、日本等多项
设计奖的 《茶典》 设计师潘焰荣
说：“我对纸张材料的触感较为敏
锐，每款纸张都有它的‘性格’。用
心做好每一件纸媒作品，我觉得是
一种情怀。”

《茶典》内页纸张轻薄，有效减
轻了书籍的重量，切口三面喷青
金，与封面、腰封的色调融为一
体，营造整体效果。内文双色印
刷，数据修复后完美再现文津阁本

《四库全书》 小楷书法和白描手绘，
使读者领略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静
雅古朴之美。封以欧阳询“欧体”
笔画为基础，设计“茶典”两字，
略去所有元素，以简洁手法突出主
题，厚重大气。以封面材料为基础
色，调以专色，从色彩色调上契合

“茶”的主题。舍弃硬皮护封精装书
的传统做法，封面材料轻盈柔软而
富有质感，服帖宜于静心阅读。

《园冶注释》 与 《茶典》 获奖，
是中国出版界连续第 3 年有两部作
品荣膺“世界最美的书”奖项。

据 3 月 8 日 《中国青年报》 报
道：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
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朱永新今年的提案中，“高铁阅读”
成为关键词。

朱永新说：“高铁不仅仅是交通
工具，也是传播文明与文化的载
体。从国际惯例来看，地铁一直是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图书和报刊销
售的主要场所，一些畅销书和有影
响力的报刊，都不会放弃地铁这样
重要的传播渠道。‘高铁时代’，高
铁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目前
高铁上提供的阅读材料十分有限，
质量和数量有待提升，在高铁上借
鉴国际地铁推广阅读的做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朱永新认为，实现“高铁阅
读”具有现实基础。首先，高铁车
厢舒适、卫生，提供了良好的阅读
环境；其次，高铁上的读者群基数
庞大而且相当稳定，高铁动车组
2017 年全年发送 17.13 亿人次，预
计未来每年的客运量将超过30亿人
次；第三，高铁准时准点，时间相
对固定；第四，高铁作为中国的大
动脉、“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大力推进“高铁阅读”
不仅能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也有利
于促进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宣传
推广我国文化，树立国家良好形象。

推进“高铁阅读”带有公益和
市场的双重属性，铁路公司作为国
有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
发挥市场作用，引导已有的阅读基
金支持“高铁阅读”，引入文化机
构、文化企业、互联网公司等社会
力量进行商业运作，探索“高铁阅
读”的 PPP 模式。同时，建设多种
形式的“高铁图书馆”，扩展 12306
网站微信功能，建立高铁数字化阅

读平台，仿效目前已经施行的“订
餐”服务，开通“订书”服务，满
足旅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还
可设立“高铁阅读”读书节或读书
年，开展“高铁图书漂流”等分
享、研讨、评比等活动，让更多乘
客参与到“高铁阅读”中。

任何一项文化工程的实施，都
与文明科技的进步、生活方式的改
变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和愿
景有关。在高铁战略中，科学和技
术硬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随着“高铁”生活方式的出现，对
于文明生活习惯的培养。从这个角
度看，大力提倡“高铁阅读”，是一
项可行的好建议。

加拿大大城市轻轨地铁里，许
多白领手捧书脊上贴着公立图书馆
标记的书。在日本东京，上下班要
花两三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上
班族，利用路上时间读书看报，日
本人均购书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俄罗斯更是公认的“读书民族”，在
地铁里，大部分乘客都捧着书，车
厢里简直成了一个公共阅览室。俄
罗斯人喜欢读文学名著，如 《普希
金文集》 在俄罗斯的发行量已超过
1000 万套，这意味着，每 5 个家庭
就有一套《普希金文集》……

“仓廪实而知礼节”，知礼节的
知借助口传心授，更主要借助阅读
交流。坐在飞驰的平稳高铁上手捧
一本书，该是怎样的一幅“高铁时
代”文化图景！

去年，我国“四纵四横”高铁
网进入全面收官阶段，到 2025 年，
中国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将达到3.8万
公里，形成“八纵八横”的高铁
网。当高铁的轨迹铺入我们居住的
城市，阅读的轨迹能否深入我们的
心灵空间呢？

2018 年是国家图书馆开展两
会服务20周年。为国家立法和决策
服务是国图的重要职能，国图改版
升级原有平台，量身打造“国家图
书馆人大代表服务平台”和“国家
图书馆政协委员服务平台”。政协委
员可在驻地国图服务点领取专制的

“政协委员阅览卡”，通过“中国政
协网”进入服务平台，同时无障碍
使用国图的资源与服务，包括借阅
纸质文献、远程访问数字资源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结合十九
大报告，围绕与经济和社会热点、
焦点问题，国图重点遴选了“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科学规划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高起点、高质量编
制好雄安新区规划”“推动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等23个热点专题收集
文献。同时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防控金融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向深度贫困地区聚
焦发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打赢
蓝天保卫战为重点，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等 6 个专题，以观点摘编的形
式编制了《国家图书馆两会专题文献
信息专报》，通过人大代表服务平台
和政协委员服务平台发布。

此外，国图还派出业务骨干直
接参加会议服务，进入人大、政协
大会秘书处，承担两会服务热线值
班，及时解答代表、委员委托的专
题咨询。国家数字图书馆 APP提供
电子图书、学术期刊、电子报纸、
听书、连环画等资源，为代表委员
提供丰富的在线阅读资源。（小 章）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言：“若
有半点误解，误解便产生幻想，幻
想产生美。”

《语际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
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东亚系终身
人文讲席教授刘禾的一本学术著
作，他曾获美国古根海姆大奖。

《语际书写》立足于语言特别是
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
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试
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为
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通
俗地说，这本书论述的就是语言之
间互译的误解与再创造。

翻译因其局限性，常常显得很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1931 年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耐人寻味：

“正是抒情诗歌深思熟虑的自我封闭
（大 凡 抒 情 诗 都 注 定 有 这 样 的 命
运），使作品的最深远博大的神韵和
宝贵价值无不水乳交融地同它本身
的母语的特征和韵律紧紧相连，甚
至每个字眼的含义和分量都是如
此。卡尔费尔德独树一帜的特色经
过翻译便会变得朦胧晦暗，只有在
瑞典语中才能让人充分领略体会
到。”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是迄今为
止唯一死后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的作家，此前，他一直担任诺贝尔

文学奖委员会常任秘书。
刘禾认为，当概念从一种语言

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
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
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当民
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词汇被
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对这些概念
的认知和界定基本上是与西方原意
偏离的，大都是望文生义的阐释。
同时，概念亦有无法避免的本土化
过程，如个人主义在被翻译、引
述、重复、争论的过程中，取得其
特定的历史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
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
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
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

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
为之间的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
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
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
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

刘禾说：我觉得，问题的复杂
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
国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
么样的差异。我们的困难来自语言
本身的困境，它使我们无法离开有
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
质，离开文化理论去谈文化的本
质，或离开历史叙事去谈历史的真
实。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式的不可
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
历史话语，此外别无选择。因此，
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各
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上
升到理论研究的第一位。不然的
话，知识将永远和我们捉迷藏。

对于语言的相互误解及其无法
互达，该如何解决呢？刘禾说：我
希望跨语言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
申出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
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
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
土化的过程，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
在译体语言的权力结构之内的传
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

本书运用了《红楼梦》、刘三姐
的传说以及老舍、鲁迅、萧红的小
说等大量语言文字材料，为汉语和
其他语言之间的跨语际“认识论”
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解
读线索。通过复原语言实践中各种
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分别考
察了新词语、新概念的兴起、代谢
和在本国语言中发展的过程。

近日，包括《瓷行天下》《瓷上
文化》《瓷耀世界》 3册的 《瓷上世
界》 套书，由江西出版集团旗下江
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套书通过
对中国瓷文化、外销瓷历史及承载
作用的研究，将历史与当代时空交
错，引领读者步入荣耀与坎坷交织
的千年瓷路，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吃饭的碗盘、喝茶喝咖啡的杯

子，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瓷器
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交流
融为一体的器物。早在欧洲掌握制
瓷技术 1000多年前，中国已能制造
相当精美的瓷器，唐宋两朝，国家
制度层面的官窑赋予陶瓷以文化精

神。中国瓷器远销海外，在皇宫、
贵族家中成为被追慕、被观赏的艺
术品。西方努力学习并掌握瓷器生
产技术，将瓷器作为礼品赠给中
国。从明永乐到清宣统，故宫收藏
了1.3万件西洋的瓷器。可以说，丝
绸之路同时也是丝瓷之路，瓷上世
界正是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表征。

由江西省出版集团策划的中国
文化“走出去”大型文化综合项目
——“瓷上世界”项目，包括套
书、电视纪录片、外销瓷研究学
会、外销瓷数据库、外销瓷标准制
定与鉴定、外销瓷展览等，是中央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十三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以
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瓷上世
界》 同名纪录片正在紧张有序地
创作之中。 （张炜煜）

2012 年，出版人赵安民接受派
遣，赴新疆人民出版社挂职。在新疆
8个月，他开启诗思，张开慧眼，捧
回了一块碧莹莹的“新疆玉”，这就
是 《新疆诗稿》（中国书籍出版社）。
诗稿记录了他的新疆行旅和思绪以及
对新疆文明史的诗意解读，努力呈现
出一个立体博奥的新疆。（蔡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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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茗图》（局部） 明唐寅画，手卷，设色纸本，纵 31.1 厘米，横
105.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事茗图》卷后画家自题诗云：“日长
何所事，茗碗自赍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

翻译的误解与再创造
□ 赵艳红

高铁阅读的可行性
□ 许民彤

国家图书馆为两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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