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汴京的一天》《洛水寻仙》出版

古代名画变身现代绘本

用 “排队几小时， 看画几分
钟” 来形容每次观看画展的经历
再恰当不过了。该从哪儿看起？画
中的山水 、花鸟 、鱼虫 、人物到底
有什么关系？具体讲了什么？画中
的小细节有什么内涵？ 大部分观
者对这些问题都一知半解， 甚至
一无所知。 中国名画绘本《汴京的
一天》《洛水寻仙》 正是为了让每
一个孩子看懂中国画而诞生的。

本书由资深艺术推广人 、中
信美术馆执行馆长曾孜荣先生

编著 ， 新经典文化·爱心树童书
出版 ， 隶属 “中国名画绘本 ”系
列。 “中国名画绘本”系列既传承
古典文化 ， 又贴近当代儿童 ，形
式新颖 ，风格独特 ，为原创绘本
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用别开生面
的方式 ，让孩子发现中国画中的
趣味和美好。

《汴京的一天 》描述的是 “中
国第一长卷画 ”《清明上河图 》中
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长 5 米多，
画中有上百个人物，数十个场景：
“京城郊外的早晨冷清而宁静。 一
支运货的骡队走过田野上的小

路。 ”“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在
路上嘶鸣狂奔……一个孩子吓坏
了，跌跌撞撞地扑向大人怀里。 ”
“高大的虹桥上行人如织，桥下船
只往来” ……从宁静的清晨郊外
开始， 这本书带我们在北宋都城
汴京中徜徉一天， 身临其境地感
受九百多年前的市井生活， 感受
画中的热闹与繁华、冲突与危机。

《洛水寻仙》则是中国画鼻祖
顾恺之 《洛神赋图 》中的故事 ，这
幅画被称为欣赏长卷中国画的最

佳开端， 描述了曹植与洛水女神
偶然相遇、互相爱慕，最终却不得
不分离的美丽神话。 除了主角曹
植与洛神，画中还出现了女娲、双
头神兽等。 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
解人物和情节， 该书在故事开始
前设置了 “人物介绍 ”，不仅为读
者提供了阅读本书必要的知识储

备， 也让整个故事文本条理更加
清晰。

长卷中国画就如同是古代的

绘本，欣赏的第一步可以从“画的
是什么开始”。 作者曾孜荣以讲故
事的方式创作了“中国名画绘本”

系列，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
通过简单的观察理解画中的人

物 、情节 、故事 ，画中的细节也更
容易理解和吸收。

据该书责编邢培健介绍 ，为
了把古代长卷中国画完美地转换

成孩子易于阅读和欣赏的绘本 ，
“中国名画绘本” 在情节分割、图
画布局、 遣词造句等方面可谓做
足了功夫。 以《洛水寻仙》为例，为
了让孩子更容易理解画中的故

事，编著者把画面分成了十段，对
应了故事发展的十个情节： 水边
休息 、一见钟情 、顾盼生姿 、两情
相悦、众神赞颂等，在画面上的恰
当位置切割，既不影响画面完整，
又准确分割了情节。 书中文字写
得简洁易懂，引导孩子关注图画，
从图画中获得自己独特的感受 ，
同时也很注重文学性， 优美而富
有诗意，与图画相得益彰。

（据新华网）

作者：（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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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中信出
版社

本书作者综

合了近 20 年科学
家与商业对于“习
惯学” 的研究，分
三部分探讨了个

人的习惯、成功组
织的习惯以及社

会群体的习惯，作
者都希格认为，只
要掌握“习惯回路”，学习观察生活中的暗示与
奖赏， 找到能获得成就感的正确的惯常行为，
无论个人、企业，还是社会群体，都能改变根深
蒂固的习惯。 学会利用“习惯的力量”，就能让
人生与事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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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哲学的后楼梯》
作者：（德）魏

施德

出版：后浪文
化·民主与建设出
版社

本书从哲学

家的生平轶事出

发，用幽默有趣的
方式介绍了 34 位
哲学家的哲学思

想。 本书经由“后
楼梯”，穿堂入室，
呈现的不是正襟

危坐的教科书知识， 而是随性真实的伟大心
灵。作者像与老朋友聊天那样，不拘一格，开怀
畅谈，将他有关哲学的所思、所想娓娓道来，使
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入哲学的殿堂，
感受哲学的魅力。

《习惯的力量》

《伦敦一家人》
作者 ： （英 ）

布里格斯

出版：中信出
版社

本书主人公

是作者父母———
贵妇人的侍女艾

瑟尔与送奶工欧

内 斯 特 ， 他 们

1928 年 一 见 钟
情 ，1934 年迎来
了 儿 子 降 生 ，
1971 年二人相继离世（相隔不到 1 个月）。 布
里格斯以独特的连环漫画形式讲述了艾瑟尔

与欧内斯特的故事：他们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
的种种重大历史时刻，这是一份满怀深情的诚
挚献礼，献给一对平凡夫妇，以及他们生活的
那个不平凡的时代。 （综 合）

埃及不止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在英国学者、翻译家、亚非古

代史权威专家乔治·罗林森所著
的 《古埃及史 》中 ，对古埃及人的
起源、语言、人种、宗教及内政、对
外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而在与世界的联系来说 ，公
元前 3100 年左右时美尼斯统一
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 ，标志着
古埃及文明开始对世界特别是

对其周边地区发挥重要的影响

力———古埃及文明对后世的古

希腊 、古罗马 、犹太等文明的产
生影响深远。 而今天古埃及文明
更为世人所熟悉的 ，是法老们的
陵寝 ， 即巨大的金字塔以及神
庙、方尖碑。 当然，古埃及的医学
体系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其显著 ，
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

体系。
而众所周知的是， 古埃及文

明形成之后， 从美尼斯国王统一
上下埃及开始， 一共经历了早王
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

第二中间期、新王国、后期埃及等
7 个时期、31 个王朝的统治，在十
八王朝时达到鼎盛。 当然，鼎盛时
期的古埃及留给世界的不仅有巨

大的金字塔， 还有围绕金字塔的
种种附会的传说以及传奇。

众多的考古资料现在依然留

存于埃及的已经不多， 多半流失
于海外。 古埃及和现代埃及之间，
能够产生关系的唯有地理位置上

的联系， 但文明之间早已产生巨
大的隔裂！ 直到让·弗郎索瓦·商
博良，在 1822 年宣布了对埃及象
形文字的解读发现， 古埃及文明
才为世人所开始了解。 如果没有
考古发现， 古埃及文明不过就是
一个传说而已———仅仅有金字

塔、 狮身人面像以及木乃伊是远
远不够的！

包括古埃及文明在内， 古巴
比伦和古印度文明其实也存在类

似的情况———因为很早之前就毁

于战争、自然灾害，与其后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割裂———由于未能

形成传承关系， 所以给研究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这与中
国形成了根本不同 。 虽然 “三皇
五帝 ”至今仍然只是传说 ，夏文
明及其是否为信史依然缺乏更

为确凿的考古资料支撑 ， 但商 、
周两代以来 ，特别是有确切纪年
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以
来 ，相比古埃及 、古巴比伦和古
印度 ，中国的历史资料堪称浩如
烟海。 可见，文明不仅需要创造，
更需要继承 。 再发达的文明 ，如
果只是昙花一现或者停留于孤芳

自赏的地步， 就很难具备什么更
大的价值和意义。 而湮没于历史
长河中的古埃及文明，更需要的，
就是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信赖
考古资料作出进一步的明晰———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乔治·罗林森
所著的《古埃及史》应该只是一个
良好的开始。

（星 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