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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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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分享 读

看见音乐的“背面”，看到音乐人的“来处”。
他们是歌者、作词人，他们将歌声遍布中国大地，
用旋律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12个音乐人，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无数别样
生动的人生故事：赵雷登上《歌手》舞台后渴望走
出成名这座“围城”；写过三次《家》的罗大佑决定
不再漂泊；窦唯脱离了世俗却仍被世俗描绘着；摇
滚老炮苏阳致力于向全世界推广民族乐；程璧往
返中日十年，用音乐和诗歌记录下最浪漫朴素的
日常；张浅潜“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
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的东西”……
《鹿港小镇》《那些花儿》《成都》《我想和你

虚度时光》《倒淌河》《理想三旬》是如何诞生
的？时代之声——偶尔振聋发聩，在每个人心
头响起一记重击；偶尔细腻平淡，不声不响淌过
心田……

作者收藏扇面30年，积累颇丰。本书以明
清扇面实物为研究对象，是系统研究明清扇面
书画艺术的鉴藏之作。全书分为两部分：一是
明清用扇概况的论述，从文化的角度，对明清
时期扇面的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鉴藏等作
了深入分析，亦从收藏角度，对扇面配件（扇
骨、纸、签条、扇套、包装）等进行知识普及；二
是图文结合，在实物的基础上，对所藏扇面之
200幅精品一一考释，鉴别释文、印章、题款等，
考证作者（收藏者）、附带小传，分析源流及书
画艺术特点。

推荐理由：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

化之根。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这部《故宫文物南迁》选取了

这座宫殿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

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

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推荐理由：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举世瞩目的发

展，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经

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难

题，可以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

程中的一道“坎”。我国当前面临的“卡脖

子”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从学习追赶向创

新领先转型升级的重要外部因素。

前些日子华为上市新款手机火爆出圈，
顿时引发无数网友关于华为突破5G芯片制
造“卡脖子”的许多想象。“卡脖子”一词便越
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2018年《科技
日报》曾刊文，公布了光刻机、芯片、操作系
统、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等35项我
国被“卡脖子”的尖端技术，引发社会高度关
注和深刻反思。

本书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着重
梳理了科技、资源、交通、规则和平台五大方
面“卡脖子”问题。不过，本书没有仅仅局限
于当下，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将研究视角
投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同时结合国际国内现
状，见招拆招，分门别类地提出破解“卡脖
子”难题的可行性建议。

美国对我们“卡脖子”，许多人印象最深
刻的是高端芯片——我国高端芯片90%需
要进口，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因为美国断供
禁令，销售出现断崖式下跌。此番华为虽然
逆境重生，国内虽然有一些较为突出的芯片
制造企业，但我国在芯片制造产业链方面仍
旧面临多个瓶颈，高端光刻机的缺位首当其
冲，芯片设计软件也是发达国家独占鳌头。

除了芯片，我国机床制造业基础薄弱。
从国内市场看，“全球机床行业的龙头地位
长期被日本、德国、韩国、美国所占据”，而国
内机床龙头企业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近
半数处于亏损状态。而集成电路、操作系
统，以及农作物良种，种猪、种牛等方面亦不
容乐观。

数字经济是下一个经济发展风口，但也
是我国下一个极可能面临“卡脖子”的“洼
地”。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根服务器建设方面
有所突破，但数字经济中仍有许多关键环节
技术被西方掌控。

前几年，“后发优势”一词曾火爆网络，
本书通过科学分析后认为，“后发”并非只
有优势，实际上还有六大劣势，即路径依
赖、修昔底德陷阱、基础不扎实、人才劣
势、资源更稀缺、后发高速悖论。看不清
劣势，追赶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陷入越
追落得越远的困局。

诚然，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卓
有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
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分别为瑞
士、瑞典、美国、英国和荷兰，中国列第14
位。“2000—2020年，日本共有19人获得诺
贝尔奖，这表明日本在原始创新领域已经走
在世界前列”。我国目前仅有两人获得诺贝
尔奖，其中莫言还是获得的文学奖项。

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针对“卡脖
子”清单，本书分类提出了许多建议。综合
来看，除了行业方面的具体建议外，大都还
包括三个方面，即人才、知识产权保护和场
景应用。人才是突破“卡脖子”困境的根

本。华为之所以能被“卡”而不倒，逆境奋进，
“遥遥领先”，雄厚的人才实力是最大的资
本。知识产权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是
一个值得深挖厚植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的建立，社会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助于
激励更多创新。场景应用是一个创造市场的
问题。如大疆无人机在农业方面场景应用最
为突出的可能要数新疆，当地农民用无人机
喷洒农药，大大提高了效率和作业质量。
“卡脖子”并不是被动挨打，在国际分工

越来越细的今天，一条产业链中往往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弱国有时在资源等方面也可能
掌握着得天独厚、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为此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更符合市场博弈交换
规则的思路，即“对于特殊垄断资源或特殊领
域，寻找可以交换的差异‘卡脖子’垄断环节，
以此垄断交换彼垄断，相互制衡”。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卡脖子”并不
可怕，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具有迎难而上的勇
气。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曾遭到西方国家
各种“卡脖子”。“两弹一星”的成功，正是我国
突破封锁取得的重大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
东北后开始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
卵。以史为鉴，为防止日寇劫掠和毁损
故宫文物，故宫文物守护者们毅然做出
文物南迁这个关系到文物命脉存亡的重
大决定。1933 年初，一场故宫文物南迁
的隐秘征途开启……著名作家、故宫博
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的非
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一书，在深入
查找史料、实地走访、与当事人面谈的基
础上，以文学笔法还原了这场时间上跨
越长达 25年、地理上横贯大半个中国的
文物保护大迁徙，带我们重回这段惊心
动魄、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保护文物就是

保护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每
损毁一件文物都意味着传承数千年的文
化在渐渐消失。以易培基、马衡为首的
故宫文物守护者们深知保护故宫文物的
重要意义，但要迁移数以百万计的故宫
文物谈何容易，文物南迁的建议刚被提
出，便遭到诸多人的反对。当故宫文物
南迁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翻滚着
汹涌的反对声浪。幸而，“只要文物在，
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
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的
观点，最终成为主流意见。1933年 2月 6
日，第一批故宫南迁文物借着夜色正式
装车启运，谁都未曾想到这一走就是 25
年。在中国山河破碎的年代里，这趟文

物南迁的隐秘征程是一波三折、危险重重，
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迈进，故宫文物被迫
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分北、南、中三路
迁移，最终分别抵达四川峨眉、贵州安顺和
四川乐山。故宫文物迁移的路线一路伴随
着枪炮声，而最为艰苦的是北路迁移，曾经
历日军轰炸、山路塌方、翻车事故、断水断
炊等困境，但在文物守护者的拼死保护下，
文物未曾丢失一件，可谓世界文物迁移史
上的奇迹。一路走来，故宫文物守护者们
一直传承着历史的温度。

诚如作者祝勇所言，“书生报国，不体现
为轰轰烈烈的出生入死，而体现为长期而艰
辛的坚守与付出。”故宫南迁文物达 19000
多箱，其中有总量达 79338 卷《文渊阁四库

全书》，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
个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有瓷胎薄如蛋壳
的填白脱胎瓷器等易碎易损的国之重宝，
每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文物守护者们穿越千里火线、蹚过激流险
滩，用生命守护着南迁文物的安全。他们
身上有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的细致、严谨和
坚守的精神，为确保文物运输安全，盘点、
造册、封箱……仅文物打包一项工作，就用
了半年。正是这细之又细的准备工作，即便
车辆翻倒，所载的文物也未毁损半分。迁徙
之路漫长、孤寂而窘迫，但他们内心笃定坚
实，忍受着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困难，继续
着自己的学术研究，那志良的学术著作《石
鼓通考》便是在与石鼓为邻的迁徙路上完成
的，他们身上体现着“人在文物在”的报国
精神。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迁文物
从西南后方开启归途。令人未曾想到的是，
这一趟回归之旅，远比想象的要艰难。随着
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重归北平的故宫文物守护者们接到国民
党政府“应变南迁”的命令，他们用一个
“拖”字战术，“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拖到
新中国成立”，而部分故宫文物却未能如此
幸运，南迁目的地转为中国台湾，从此海峡
两隔。从 1933 年南迁的开始，到 1958 年将
重新汇集在南京的南迁文物迁回北京，这场
民族文化抢救行动用时整整25年。

文物本身是会说话的。《故宫文物南迁》
所记录的不仅是一场故宫文物的隐秘征途，
更是中华民族守护民族文脉的壮举，民族精
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平乐县，听着就像一个祥和的古老小
镇。它是作家颜歌虚构的一个故事发生地，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中国千千万万的普
通县城。
《平乐县志》，听着就像是平乐县的地

方志。作为史书体裁的“志”，在古代文
献中很常见，例如《诗经》《尚书》等古籍
中均有出现。在这些文献中，“志”多数情
况下是用来记录事实、事件、经验教训
等，含有追忆、回顾之意。
《平乐县志》是作家颜歌的长篇小说新

作。颜歌写了一个普通县城里一些普普通
通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为何能成为
“志”呢？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陈地菊。陈地菊
出生在川西平原永丰县平乐镇的一户普
通家庭。这个女孩子争气，靠着读书走
出了小镇，但因为某些变故又回到了小
镇，在邮政储蓄银行任柜员，时年 29岁。
这个年纪的小镇姑娘面临的一件大事，
显然就是婚事。这部小说就是围绕着陈
地菊的婚事和婚后生活展开的。

陈地菊不听母亲之言，一意孤行，与
傅丹心匆忙扯证，连婚礼都没有举办。
傅丹心中专毕业，开了家电脑维修行，这
个男人相貌俊朗，对女性温柔体贴，结交
各行各业的人，镇上到处是他的哥们
儿。小两口结婚后，经济拮据，只能寄居
于傅家老两口的房檐下，小两口都希望
好好赚钱，能有自己的住处和更好的生
活。可是，傅丹心掉进了一个陷阱，而这
个陷阱与几十年前的一些旧事、与傅丹
心之父傅祺红大有关联。

这类家族小说，通常写得跌宕起伏、荡
气回肠，但是，《平乐县志》大异其趣，这部
小说的节奏不疾不徐。小说的叙事者视
角，是一个隐形的茶馆说书人。比如，写
陈地菊与傅丹心姻缘的由来，是这么写
的：“说哀怨来叹哀怨，聪明反被机关算。
不问影楼照倩影，何以千里配姻缘。”这类
“三言二拍”式的话本按语，不时出现在行
文之间，既点明了小说描写的是市井俚俗
的百姓生活，又显示了小说的蜀地特征，
加强了“志”的地方色彩，而且，可以用按

语的方式，随时引导读者的视角转移，完成
情节的转换。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实际上是傅祺
红。傅祺红在县志办当副主任许多年，是本
县文化界有名的笔杆子。小说的一条线索，
就是傅祺红数十年如一日不间隔书写的日
记。这些日记并不是一个人内心的思想或
情感的自我表达，它们显示的是一种陈腐
的、老旧的、官僚的腔调，几乎一成不变地记
载一些琐事，而且流露着记载者那种不自觉
的洋洋自得的情态，他认为自己是超然物外
的、对一切都能掌控的旁观者。在行为表现
上，傅祺红也是这么一个人，用父权式的威

压统治着他的家庭，他是爱他的妻儿的，但
他的爱令人窒息。

傅祺红这条线，连接着平乐镇的权力
斗争；陈地菊这条线，连接着市井小民的烟
火日子。两条线交叉，构成了《平乐县
志》。这个城镇不大，见面都是熟人，每一
点事情发生，都仿佛在“说书人”的口口相
传中，传遍县城的角角落落。这样的县城，
它在城镇样态、精神气质，或者说在生活空
间意义上存在的地理、文化、心理上的特
征，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县城里找
到。它们看上去平静无波，但底下暗流涌
动，而颜歌以类似前现代的乡志族谱式的
笔法，巧妙地处理了现代性议题下的“地
方”的问题。

陈地菊所求的，不过是每个普通人都想要
的，不过就是平安喜乐。她对傅丹心动心，起
初的萌芽是因为傅丹心送她回家时，主动付车
费的那点暖心的关照。婚后，她心软了又软，
一次次接受傅丹心的道歉，也不过是想好好过
日子。陈地菊曾经走出过小镇，然后，她回来
了，飞鸟投林，自投罗网，她不过是想要一种简
单的幸福。可是啊……

现在，陈地菊需要再一次走出去了。“陈
地菊一个人往前走，想着自己即将要踏上的
路，要去的地方。她似乎没有听到那尖锐的
悲鸣，心里面依然充满了希望。”这希望里头，
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觉醒，是对假想的“平乐”
生活的决然舍弃。这一次，她需要走得更远、
更远……

《多样的生命：

“影像方舟”的奇妙动物》

【美】乔尔·萨托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2023年7月

“影像方舟”项目创始于2005年，获联合国推
荐，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本书作为影像方
舟系列的全新力作，精选460余种奇特有趣的新
动物，辅以生动形象的文字，适合5岁以上的读者
阅读。

书中用绝美肖像照的方式呈现这些物种真实
的神态，展现出了这颗星球令人震撼不已的物种
多样性和演化之神奇，如形似一泡鸟屎的树蛙、拥
有伪装术的蜥蜴、五彩斑斓的魔花螳螂。

这些动物来自全球各处的动物园或水族馆，
照片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动物的生动神态，文字记
录了动物的濒危状况和生活习性，每一个动物就
像是一个档案，具有特殊记录意义，具备难得一见
的真实性、生动性、趣味性。

《职场胜任力：

职场的关键3年这样做》

杨明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年11月

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和刚进入职场两三
年的新人有着同样的迷茫，读书时不知道为步入
社会做什么准备，面试前不知道机构有什么要求，
初入职场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得到重用。本书作者
杨明担任首席人力资源官多年，专注研究和解决
这部分人群的问题，对症下药、开出良方。

作者擅长以丰富多样、生动有趣的案例和故
事，让读者在具体场景中深入理解问题及其解决
方案的底层逻辑，同时为读者快速适应职场生活，
提供了简便易行的学习工具。

《我们的感官：动物

和人是如何感觉的？》

【法】法拉·凯斯里、【法】米歇尔·西姆、

【法】阿梅莉·法利埃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10月

人也是一种动物，跟其他动物好像没什么不
同。但是我们有猫一样竖直的瞳孔吗？当然没
有！我们的瞳孔像玻璃珠一样圆润。我们有海豚
那样可以听到次声波的耳朵吗？也没有。超声波
和次声波我们都听不到。那为什么动物们有形状
千奇百怪的瞳孔？为什么有的动物可以听到我们
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本书从有趣的角度介绍了动物和人的五种感
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你将会认识近
100种有趣的动物和它们神奇的感官，同时通过
和动物感官的比较，更好地了解我们人类自身。

本书分析了历史上历次大国崛起的案例，以及如

何实现跨越。同时，本书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

通过对“卡脖子”的五个方面——科技“卡脖子”、资源

“卡脖子”、交通“卡脖子”、规则“卡脖子”和平台“卡脖

子”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其他国家的典型经验与教

训，剖析“卡脖子”问题的理论实质，寻求“卡脖子”难题

的破解之道。本书对于如何认识“卡脖子”问题、如何

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创新、如何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

现我国的战略目标，乃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

大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