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19年2月22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 张 妮

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9522阅 读

好书速递

“最美的书”背后那个“他”
——访书籍设计师周晨

本报记者 胡克非

●《读懂中国》

本书以海外专家

学者的视角，从新时代

中国、中国梦、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

10个方面，系统解读了

发展中的中国，对读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读懂中

国共产党、读懂中国提

供了重要参考。本书既

能拓展读者对发展中

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

的认识，也可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思想启迪。

（解读中国工作室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

年1月出版）

●《呻吟语》

本书是明代著名思

想家吕坤的代表作之一，

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是吕坤积 30

年心血所著的语录体、箴

言体的小品文集。他在

原序中称：“呻吟，病声

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

也。”故以“呻吟语”命名。

全书共分六卷，前三卷为

内篇，后三卷为外篇，共有

数百则含义深刻、富有哲

理的语录笔记。《呻吟语》

是吕坤对宇宙、人性、命运、时事、治道、物理、人情的观察与

思考，充满了哲理、智慧。它不仅能使人看到明代政治、学

术风貌，还可以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

（王国轩 王秀梅 译注 中华书局2018年12月出版）

●“陈舜臣随笔集”

华裔日本历史小说家陈

舜臣（1924—2015）以创造推

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

日本文坛 50 余年，与东野圭

吾同为获得江户川乱步奖、

直木文学奖和推理作家协会

奖的“三冠王”。这套历史随

笔集用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语

言，讲述了日常生活中中日文

化的不同。陈舜臣言及某人

某物，善于将其放在当时的历

史文化背景下，深入思考，给

人耳目一新之感。目前随笔

集已出版《麒麟之志》《1964年的便笺》《桃李章》《随缘护花》《爱唠

叨的幸兵卫》《披蝶而舞》；《雨过天青》《三灯书斋》《仙药与鲸》《东

眺西望》《九点烟记》《史林有声》今年上半年将陆续出版。

（【日】陈舜臣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火星孤儿》

这是一本写给

少 年 人 的 科 幻 小

说。外星文明悄然

降临，世界崩塌在

即 ，人 类 必 须 回

应，最后的希望来

自 一 群 中 国 高 中

生 …… 该 书 作 者

刘 洋 从 校 园 生 活

切入，带领读者陷

入 一 场 匪 夷 所 思

的 科 幻 世 界 。 他

用 神 秘 的 悬 念 牵

引读者，最终以逻辑严谨的科学设定，揭露出

引爆想象的真相。现任教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刘

洋是一名物理学博士。

（刘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拾 音 阁

广西策划创作湘江战役主题报告文学 《故乡》绘就一幅农村“清明上河图”

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

“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近日在德

国莱比锡揭晓，我国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荣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据了

解，在“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推出的近

百年间，先后有 346 种中国图书亮相

莱比锡，其中 20 种图书获奖。此次获

奖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的书籍

设计师周晨已是第二次获此殊荣。

最美的书有多美

作为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

艺术出版中心主任的周晨即是《江苏

老行当百业写真》一书的设计，同时

也是书籍选题的策划者，书稿由长期

关注老行当的摄影家龚为和作家潘

文龙合作完成。老行当，是对社会上

正在消失的各行各业的总称，虽渐行

渐远，却承载着民间的独特智慧和一

代人共同的回忆。《江苏老行当百业

写真》一书外观方正，全书章节题文

均为手写，抖一抖书籍纸张还会掉出

粉来，整个书籍显得有些“土气”。据

周晨介绍，书籍用的纸张是一款过去

从来不曾被应用于书籍主体部分印

刷的包装纸。

这种纸的原材料均为粗料，色调

暗 淡 、手 感 粗 糙 ，上 面 还 有 驳 杂 色

点。“这个感觉对了。”摸到这种纸的

时候，周晨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这

是一部致敬匠心的作品，这些行将消

失的老行当来自民间，朴素而鲜活，

我希望在书籍编排和装帧上能遵循

手工原则，让书籍有民间气味、生活

气息。”周晨表达了他的设计理念，目

前书籍所呈现的效果就是朝这个方

向努力的结果，以形传神，塑造民间

气质，或者说让它显得“土”一点。

为了这种纸，周晨在印刷厂反复

比 较 选 择 ，纸 张 供 应 商 找 遍 各 地 仓

库，才找到够印刷 1500 册的同一批次

的纸张，尽管事先做了印刷测试，但

在批量印刷时还是出了问题，因为这

款“仿古土工纸”原来的需求主要用

于包装，并没有考虑为印刷服务，上

机印刷时导致经常掉粉，印刷途中换

了 14 块橡皮滚子，开机速度也比常规

要慢许多。受到古籍毛装本的启发，

周晨放弃了机械化的装订方式，选择

了 最 传 统 的 装 订 手 段 ，采 用 纸 钉 固

定。“在线装书里，人们都以为是通过

线固定的纸张，而真正发挥功能的是

藏在纸下的纸钉。”为此周晨进行了

自己的实验：搓纸为绳，穿孔插入，灌

胶后敲击固定。

在《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装订

时 ，周 晨 创 造 性 地 选 择 把 纸 钉 露 出

来，使之可以直接被读者所触碰。“过

去我们只是把纸钉当做牢度工具，没

有把它当做一种美来呈现。”周晨说，

“书籍的四边也运用了特殊的手枪钻

钻头，呈现出天然的毛边感，这一手

法是首次使用。这种美和本书所要

传达的主题是贴合的。”

在中国数字文化演变过程中，有

一种叫做“苏州码子”的古代数字系

统，历史上又叫草码、花码、番仔码、

商 码 ，周 晨 曾 在 旧 书 店 淘 到 一 部 稿

本，其目录是用“苏州码子”标识排序

的。“既然是《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

那么用‘苏州码子’的方式作全书的

页码是再好不过的了。”对于周晨来

说 ，设 计 是 天 马 行 空 而 不 是 信 马 由

缰，所有的设计都需要紧扣主题。

这部来自中国、致敬匠心、富有

温度的作品，最终征服了“世界最美

的书”的评委们。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

“ 苏 州 是 个 人 文 气 息 很 浓 的 城

市，我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父亲一辈

子在苏州扇厂工作，而扇厂的托儿所

就在桃花坞地区的唐寅祠，古宅深巷

就是我儿时游戏的地方。”周晨对于

家乡苏州和江南水乡有着深厚情感，

“苏州是一部叙述江南文化的‘书’，

我有幸生活在这部‘书’里，我恰恰也

从事着与书籍制造有关的事，这更让

我乐在其中。”

上世纪末，做了几年挂历年画编

辑的周晨决定向图书业转型，正好有

一套 20 多册旅游类小丛书“苏州文

库”需要找人设计，这就成为周晨的

处女作。他还记得那套书封面设计

很素雅，在书店花花绿绿的旅游图书

货架上显得很抢眼，销售也很不错，

最后还荣获江苏省畅销书奖。

接下来的“忆江南”丛书，周晨继续

采用江南文化元素，将纯正的江南蓝

印花布与民国旧影相结合。这套丛

书成为图书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珍品，

至今在旧书交易网站上价格不菲。

“作为美编，这些年，我或主动或

被动地接触了大量苏州题材乃至江

南区域地方文化的书籍，让我对苏州

的感情更深。”周晨说。随后，充满江

南情怀、苏州基因、浓厚书卷气与别

致典雅格调的《苏州水》《绝版的周

庄》《泰州城脉》《阳澄笔记》《留园印

记》等书陆续出版。“传统文化是一座

富矿，里面到底有多少可供我们书籍

设计所用的智慧，还有待于我们这些

设计师慢慢发掘。”周晨说。

被忽视的书籍设计

“书籍设计是一种文人设计。”在

周晨看来，设计者除了需要掌握必要

的设计原理、装帧工艺、纸张印制等

技术层面的知识外，还要对书稿有深

度理解，这样，书籍设计才可能最大

限度地还原、表现、提升书籍文本的

文化内涵。所以，设计者拿到书稿之

后，应通过阅读原稿及所有的原始资

料，对其作出必要的文化判断。

“书籍设计不是简单的技能劳动

而是创造性劳动。”周晨表示，在书稿

转换为书的过程中，书籍设计者与作

者一样都是创作者，但目前，设计师

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在

出版环节中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缺

乏话语权。

周晨认为，书籍设计不是自娱自

乐，更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有

益于助推出版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除了在设计技术层面的视觉感

受 以 外 ，书 籍 设 计 体 现 了 清 晰 的 编

辑思维、对文本内容的深度把握，成

熟的书籍设计会融入书籍的整体内

容 ，从 而 传 递 出 全 面 精 准 的 表 达 。

这种原创性的劳动会大大提高出版

物 的 质 量 和 内 涵 。 同 时 ，书 籍 设 计

还 是 纸 质 图 书 创 新 的 重 要 力 量 ，随

着 读 图 时 代 的 来 临 ，在 图 文 结 合 的

图书中，书籍设计的作用尤为突出，

对图书体例创新及阅读感受的提升

有新的贡献。

未来，周晨仍然会充分调动各种

表现手法，让书籍呈现有更多可能性。

本报讯 （记者李静）“70 后”作

家余松推出的长篇小说《故乡》，近

日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正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所评

价的那样，这部作品“可以作为一部

详实的社会学参考文本，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它不怪诞，不猎奇，用

极其丰富的细节和几十位农民的形

象生动地为我们创作出了一幅农村

‘清明上河图’”。

作者 借 助 米 村 这 个 微 如 一 粟

之地，展现了中国东北乡村 30 余年

来的变迁。作品着笔于代、陈、张、

段这四家，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样

貌的村民人物，有着近乎白描般的

真 实 和 细 微 。 日 常 生 活 的 简 单 、

松 弛 与 时 代 变 化 的 恢 弘 相 交 织 ，

碰 撞 出 最 为 真 切 的 矛 盾 纠 葛 ，所

有人物的命运都被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本 书 如 同 在 米 粒 上 雕 刻 中 国

当 代 乡 村 的 灵 魂 ，绘 就 了 一 幅 带

着 生 活 热 气 ，以 及 痛 感 与 温 情 的

万 里 长 卷 ，仿 若“一 部 厚 重 的 乡 村

编年史”。

本报讯 （驻广西记者郭凯倩）记

者从 2月 15日召开的广西报告文学重

大题材策划会上了解到，广西作家协

会将在今年 9月之前，组织创作一批报

告文学精品，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讲好长征故事。

据了解，此次会议是广西作协近

年来召开的第一次报告文学创作专

题策划会。会议中，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勇富表示，广西

作家要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

重任，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90 周年等

重大主题，聚焦“一带一路”、脱贫攻

坚、生态文明、民族团结、与东盟合作

交流等现实题材，弘扬时代主旋律，

创作出更多的报告文学精品力作。

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石才夫表

示，广西作协将把湘江战役主题报告

文学创作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纳入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

划（2019—2021）》项目，整合人才、题

材、资源，精准攻关，务求实效，按时

间要求高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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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口气读完龚曙光的散

文集《日子疯长》，书中人物命运的

悲欣交织、故土乡愁的情感宣泄，

带给我酣畅淋漓之感，感动于作者

摘下社会所赋予的面具，回到了童

年的精神原乡，感动于书中每一个

平凡生命活着的不易，感动于中国

乡土社会的坚韧质朴和道义温情。

生活在这个快节奏和多元信

息冲击的时代，人们很难再为一草

一木、一人一事而牵动心弦，这种对

人和事感受的“钝感”，正在让我们

所处的世界变得薄情又无趣。其

实，我们应该对仅有一次的人生经

历深情以待，呼唤对这个世界的“敏

感”和对身边凡人的“多情”，正确看

待每一个生命存在的独特价值。

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生性敏感的

人，“子夜独行，为远处一星未眠的

灯火，我会热泪盈眶；雁阵排空，为

天际一只掉队的孤雁，我会揪心不

安；年节欢宴，为门外一个行乞的叫

花子，我会黯然失神；春花烂漫，为

路旁一个迟萌的草芽，我会欣喜若

狂……”在书中，他笔下深情讲述的

故事主人公，只是一个个平凡的小

人物，有父母、祖父、三婶、大姑、堂

哥等亲人，还有一群有爱有恨、有血

有肉的普通人——小镇上的值更老

人、桥下的叫花子、痴情的青敏、公

社书记韩麻子、裁缝栋师傅、学校

伙夫李伯和金伯、上山下乡插队的

朋友。这些小人物，作为一个个独

立的生命个体，都活出了属于自己

的人生履痕。作者用笔深情地记

述着他们的生命过往，感受着他们

的悲欢离合。

他在回顾三婶40多年的短促生

命时感慨：“我不确定人是否真有灵

魂，但我确定真的人生是埋不掉的，

哪怕像三婶那样普通得如油菜花、

紫云英一般的农妇，只要有爱有恨、

有血有肉地生活过，生命便埋不掉。”

是啊，这样的人生不伟大、不高贵，然

而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世上所有卑微

的生命，不都是如此活着的吗？每个

生命都只能活一次，其苦其甜、其悲

其喜，都是连筋连骨、动情动心的真

实人生，只要在世界上认真努力地活

过，都该赢得尊重。书中的各色人

物，铺开一幅梦溪小镇烟火升腾的生

活画面，对他们而言，活过的日子就

是永恒的存在。

作为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静

下心来认真看看身边的人，这种对

身边凡人的珍视、对亲情友情的怀

恋、对生命本质的感悟显得十分珍

贵，因为它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

那种原始的情感，一种悲天悯人的

朴素情怀。在庸常的日子里多情且

深情地活着，可能是体会生命真谛

的最好活法。

书中小镇上的人们，坚守着四

时农事之常、生老病死之常，但在他

们生命深处所坚守的，更是道德伦

理之常、天地正义之常。一生重然

诺、好面子的祖父，在面对儿子儿媳

婚变时，生怕乡里乡亲戳脊梁骨，努

力维系子女的婚姻。信奉“看菜吃

饭、量体裁衣”的父亲，拖着病体之

躯，用绵密的算计和坚忍的意志积蓄

力量，活到了80多岁，他有教育子女

的独特方式：一是先做人再成才；二

是健康重于学业，意志重于健康；三

是骄儿不孝，棍棒出好人；四是多几

门手艺不如精通一门手艺；五是吃不

穷，穿不穷，没有盘算一世穷。还有

为了救大学生自己背黑锅的梅大伯，

给乡亲们赶工做衣服却不收工钱的

栋师傅，谁家有盖屋造房之事都互相

帮忙的众乡亲。甚至那连跛子猎人

都坚持春天不打猎，因为春天禽要孵

雏、兽要育崽；住在桥下食不果腹的

叫花子，也只抓大的乌龟和鳖吃，不

抓小的。

我能感受到，这些小人物身上

散发着一种“光”，正是这种“光”支

撑着中国农村几千年的文化延续，

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存和发展的内在

精神动力，这便是做人做事的道

义。他们勤劳简朴、善良勇敢、慷慨

大义、扶危济困、孝老爱亲、忠心爱

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社会变革

中依然前行，正是依托这个无比坚

实的民间，正是依托这种绵延不绝

的伟大精神力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变化，把乡村远远地甩在了

后面，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努力在这

个世界奔走，但自己的精神原乡逐

渐远去，绚烂的农事之美和质朴的

生存之道逐渐模糊。正如作者所说：

“村头上少了拿戒尺的彭先生，村道

上少了背药箱的赵郎中，田野上少了

夹包袱在田埂上奔走、在寒冷的晨

风里哈着白白热气的栋师傅……没

了这些熟稔亲切的身影，没了这些

悲喜交集的身世，乡村便少了些定

力和底气，田野便少了些灵性和惆

怅，即使是鲜花烂漫春意荡漾的田

野，也让人觉出几分空寂与疏离

来。”本书的写作是作者与亲人、与

故土的一次促膝长谈，是一次回归

生命本真的精神之旅，是一次追寻

民族文化血脉的苦苦跋涉，其中的心

灵自诉、万物生长、悲欢人情、梨花书

声，虽然是远年旧事，但也是我们所

生活着的广袤土地、所依恋着的乡

土中国。

（龚 曙 光 著《日子疯长》一书

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2018年 7月

出 版）

《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书封及内页细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