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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买一本日历书，已经
成 为 迎 接 新 年 的 重 要 仪 式 。 伴 随
2025 年的到来，日历书再度冲上各
大电商平台热卖榜。国宝日历、诗
词日历、国画日历、电影日历、科
普日历⋯⋯各种题材、各具特色的
日历书琳琅满目，其中既有老牌 IP
系列，也有创意新品。经过十几年
的发展，日历书市场从最初的“一
枝独秀”发展成“百花齐放”，逐渐
迈向品牌化、精品化。选一本心仪
的日历书，为每一天增添意趣与价
值 ， 寄 托 着 人 们 对 新 一 年 的 美 好
愿景。

“一年看尽千年风景”

翻看 2025 年日历书品类，文博
类 日 历 书 热 度 依 旧 名 列 前 茅 。 以

《故宫日历》《国博日历》《敦煌日
历》《殷墟日历》 等为代表的文博类
日历书，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
续的品牌影响力，持续热销。

2025 年是乙巳蛇年，适逢故宫
博物院建院 100 周年，故宫博物院
推 出 《故 宫 日 历 ： 书 画 版 ·2025
年》，从院藏近 16 万件 （套） 书画
珍品中，精选近 400 件山水楼阁书
画作品，将泱泱中华大江南北的山
水形胜、危楼杰阁、舟车桥梁、文
人书斋一一呈现纸端，其中不乏从
未面世或出版的珍贵文物。在某电
商平台上，《故宫日历·书画版·
2025 年》 已售逾 15 万册。除了书画
版外，《故宫日历》 普通版、汉英对
照版、童真版也很受欢迎。

2025 年 《国 博 日 历》 精 选 了
365 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精品文
物，集文物之珍，将五千多年中华

文明带到读者身边。内容上，2025
年 《国博日历》 将文物按照时间线
性铺陈展示，收录观众较为关注的、
入选七年级历史教材和国博馆藏禁
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形式上也有所
创新，函套采用亚克力打造，色调
为喜庆的中国红，并以馆藏四羊青
铜方尊的轮廓做镂空开窗，借鉴中
国传统书籍封装方式上方开口，可
兼为花瓶、笔筒之用，集装饰与收
纳功能于一身，别有情致。

今年，殷墟博物馆首次推出商
文明主题日历 《殷墟日历 2025》，其
中编选近 300 件殷墟出土的文物，
有部分更是首次亮相于大众视野，
极具文化价值。日历设计以青铜器
为蓝本，将青铜艺术的独特魅力融
入其中，精准再现了“国之重器”
的厚重质感。翻开日历，从青铜美
玉到展现能工巧匠智慧的各类工艺
品，仿若一幅生动的商代社会画卷
在眼前徐徐展开。

“这本日历像一座‘微型纸上殷
墟博物馆’，让大家欣赏到承载着古
老历史的精美图案，感受文物中所蕴
含的厚重历史。”殷墟博物馆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欢迎大
家带上《殷墟日历 2025》打卡殷墟。”

正如有网友购买文博日历书后
留言：“一年下来，看尽千年风景”，
文博类日历书的火爆，一方面源于
历史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得益于
精美设计。如 《故宫日历》《国博日
历》《敦煌日历》 等，不仅精选古代
书画、器物、壁画的图片，以铜版
纸等全彩印刷，还采用镂空、凹凸、
烫金、刷边等多种工艺，印制精良，
审美意蕴更加丰富。此外，科技的
应用也给日历书带来“扩容”。如

《故宫日历：书画版·2025 年》 扫码

可听专家音频讲解。其每月选取 1
件绘画珍品，由专家撰写介绍并特
别录制音频，将作品的题材、技法、
书画家的生平、艺术特色娓娓道来。

“有趣灵魂的相遇”

文博之外，以电影、文学、书
画等为主题的文艺范日历书，也是
深受消费者青睐的品类。

备受影迷期待的 《豆瓣电影日
历 2025》，今年在设计上保持了其独
特的艺术风格，依旧每天为用户推
荐一部豆瓣高分电影，并奉上经典
剧 照 和 台 词 。 此 次 日 历 还 增 设 了

“虫洞”设计，让用户在日历支架上
发现隐藏的小惊喜——一个小孔洞
可以窥探到背面的创意彩蛋，大大
提升了日历的趣味性与互动性。

中国博大精深的诗词文化，也
为日历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创
意。《每日一首古诗词 2025》《2025
年给孩子的诗词日历》《岁时记诗画
日 历 2025》《2025 每 日 好 词 好 句》

《跟着诗词去旅行日历》 等，既有古
典诗词，也有当代诗文，诗画结合，
诗 旅 结 合 ， 满 足 了 不 同 年 龄 层 的
需求。

一本日历书，可以是纸上博物
馆，可以是知识掌中宝，也可以是
心灵加油站。《红楼梦日历 2025》 遴
选 80 余道红楼美食，对应书中情
节，按时令编排，为读者奉上一席
华美丰盛的飨宴；《陪你读书日历》
精选 52 本经典名著，一周一本，承
包 你 一 整 年 的 书 单 ；《知 乎 好 问
2025》 从 8 亿条答问中精选 300 多个
优质文案，丰富知识的同时，让每
一天充满新的期待；《自律打卡计划
日历》 除了日期、节气等信息，还
设有记事栏、总结栏，便于每天给
自己定个小目标，“每日一撕”的同
时还能“日有所思”⋯⋯文化创意
与日历产品的巧妙结合，被读者视
作“有趣灵魂的相遇”，演绎着新的
日历文化。

“日历原本是标记时间、规划时
间的备忘录。如今，各式各样日历
书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加
载了文化、教育等功能，拓展了日
历书的内涵与外延。”中央文化和旅
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
为，未来随着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
的不断增加和文创产业的不断发展，
文创日历产品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前景。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4 年 12 月 20 日起，16 集海洋文
化系列短视频 《听见这片海》 播出，
与广大观众见面。节目由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中共福
建省委宣传部共同指导，福建省广播
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出
品，是国家广电总局 2023—2024 年度
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项目。

《听见这片海》 首开国内电视界对
中国，尤其是对福建海洋文学钩沉、
整理和集中呈现的先河。福建拥有丰
厚的海洋文化资源，从中国现代作家
冰心、“海洋诗人”蔡其矫、朦胧诗派
代表人物舒婷等，到以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汤养宗为代表的“闽东诗派”和

“东山诗群”，再到新生代刚获得“郁
达夫小说奖”的年轻作家龚万莹等，
都从福建的海中获得了各自的生命体
悟，并以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形式，
对“这片海”进行了描摹。此外，当
代作家汪曾祺、诗人海子，中国台湾
诗人余光中、杨牧和音乐人胡德夫等
人的作品，都在“这片海”中有着精
到 的 表 达 和 极 具 个 性 的 呈 现 。 打 开

《听见这片海》，或在诗中徜徉，或入
小说里沉醉，或于散文中品味，也可
以在音乐中与海共鸣。

《听见这片海》 以体裁多样的海洋
文学为媒介，打造一本视觉化的海洋

文化读本，但它却不仅仅是一部“海
洋风光片”。电视创作者探索将海洋文
学与现实生活相融合，通过对时代题
材深入挖掘，聚焦福建沿海人民生活，
提炼出日常的“非常”亮点，与大众
分享生活美学、人生哲思。此中，可
见新时代福建人民“活优富美”、两岸
融合发展的各种生活图景，以“海”

的多重景象叠加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
福建篇章。

这里可以看到生命的海：出生于
宁德霞浦的诗人汤养宗，自小看到乡
人于汹涌诡谲的浪涛中讨生活、搏出
路，他将大海视作自己的生命精神原
乡，并投以极为殷勤、真挚的热望。这里
可以看到劳动的海：面对镜头，泉州山

腰盐场东海工区第四单元队长庄秀清
以简朴却坚实的语言，道出一辈子制
盐的酸甜苦辣。这里可以看到历史的
海：漳州东山岛代笔人黄镇国几十年
来，代写两岸家书 800 封，见证了两
岸一个个家庭的愁与盼、泪与欢笑。这
里还有诗意的海、歌唱的海、鲜甜的海、
经济的海……海边人的生活各种各样，
但无不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努力着，
散发着微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为了传递海洋文学的意蕴，展现
海的声音的深邃魅力，创作团队邀请
主持人陈鲁豫和电影 《长安三万里》
中李白的配音演员凌振赫担当“声音
出演”。他们温柔平和、饱满浓烈的音
质，共同演绎出了“这片海”或沉静、或
温柔、或辽阔、或深邃、或壮烈的性情。
此外，节目还特别注重对于海的各种声
音的捕捉和呈现。除了浪潮之声，海边
的市集之声、劳作之声、歌唱之声，都被
悉心网罗、收集，交织呈现出“这片
海”的壮阔与浩瀚，海边人坚韧不拔、
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

海的尽头是什么？《听见这片海》
给出了答案：“海的尽头是我”。从文学
作品出发，抵达每一个生动的人，是这
部 系 列 短 视 频 所 要 表 达 的 核 心 ——

“这片海”不只有风光，不只有文学，
还有生活，还有人生。

本报电 （黄敬惟、吴帅）
日前，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
县 的 潘 天 寿 艺 术 中 心 开 馆 ，

“高峰意识”潘天寿、潘公凯
艺术研究展及“腕底春深桃李
华”等系列展览也同步揭幕。
活动还包括潘天寿故居参观、
座谈会、雅集等系列子活动，
汇集全国美术界学者专家 130
余 名 ， 共 同 开 展 书 画 艺 术
交流。

潘天寿，浙江宁海人，原
名天授，是中国 20 世纪杰出
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理论家
和诗人，也是近现代中国画四
大家、现代中国画教学奠基人
之一。

潘天寿艺术中心坐落于宁
海新城市中心天明湖畔，整体
呈“荷花”造型，由潘天寿次
子、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潘公凯主持设计，总占地面积
约 40 亩，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
米。该中心下设潘天寿美术
馆、潘公凯艺术馆和县少儿图
书馆，集艺术收藏、展览展
示、交流研究、教育培训于一
体 ， 是 当 地 文 化 艺 术 的 新
地标。

潘天寿美术馆内，《国色
年 年 岁 岁 春 图》《秋 酣 南 国
图》 等 44 件潘天寿真迹亮相
首展。其中，现藏于宁海县文
物保护管理所的 《耕罢图》 和
杭州潘天寿纪念馆的 《夏塘水
牛图》 两幅作品并列展陈。这
两幅水牛图自 2017 年后再次
合璧展出，成为此次展览一大
亮点。曾于 2016 年 G20 杭州
峰会期间，在中国美术学院展
出的 《朱荷图轴》 此番也亮相
首展。

故乡的山山水水“养育”
了潘天寿独特的刚毅气质，他
笔墨精悍、个性鲜明，这种

“刚强之气”也贯穿于他的作
品与艺术生涯之中。

“潘天寿对故乡宁海有着
深厚的情怀，这在他的大多诗
文画作中，都有着深刻的体
现。”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
念馆馆长陈永怡说，“潘天寿
的诗文画作很多是家乡的一草
一木一石一景，水牛、蜘蛛网等
题材也大多源于他在乡野中的
生活经历。”

此次同步揭幕的“腕底春
深桃李华”展中，展出了朱颖
人、吴永良、童中焘、张立
辰、姜宝林 5 位艺术家的 85 件
书画作品。“潘老曾两度担任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他曾自谦
地称自己为‘教书匠’，认为
画画只是副业。而这 5 位艺术
家都是深受其艺术和精神影响

的‘后辈’、学生。”陈永怡
说，“这也更体现了潘老及其
艺术成就的历史性、当代性和
世界性。”

有专家认为，潘天寿的
“高峰意识”，是一种纵观全局
的思维，即站在绘画史的高度
上，思考自己的作品，以纵横
的宏观视野看待中国画的整体
性发展。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
待世界，是百年来中国艺术家
们所面临的不变命题。”潘公
凯说，“潘天寿艺术中心通过
呈现一个案例，聚焦几代人在
百年间的艺术实践，来深刻思
考当今中国的文化、艺术该如
何继续向前发展。这也正是潘
天 寿 艺 术 中 心 存 在 的 重 要
意义。”

活动现场，潘公凯向宁海
捐赠 《一团荷气》《野塘白莲
图》《高松雪霁图》《古藤迎春
图》 等 4 幅中国画作品及观念
艺术作品—— 《坐忘之舟》。

依 托 1700 多 年 建 县 史 ，
宁海孕育了厚重的诗书文化。
近年来，宁海以文化振兴为引
领，不断挖掘城市内涵，今年
以来举办书画展览近 200 次。
据悉，宁海将以潘天寿艺术中
心开馆为契机，继续推动文创
产业化运作，同时依托少儿图
书馆，做好美育熏陶。

本报电 （文纳） 近日，由
当代世界出版社主办的“中外
青年文化行”系列活动在北京
拉开序幕。与会嘉宾一同参观
了北京中轴线文化特展。展览
通过新老摄影作品、文字说
明、实物展示等形式，生动展
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沿革、
建筑布局、空间形态和历史文
化价值，让参观者深刻感受到
了北京中轴线的独特魅力。

特展还设置了中轴线传统
文化交流区和体验区，中外青
年在这里亲身体验到了书法、

国画等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
同时，掐丝珐琅、脸谱彩绘、
雨燕风筝制作等中国传统艺术
的表演和展示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据了解，“中外青年文化
行”系列活动为期 1 个月，包
括历史文化展、传统文化体
验、文化讲座、读书分享会和
文创市集等活动，旨在为中外
青年搭建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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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外青年体验书
法。 当代世界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