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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
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做好古籍工作，
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
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龙江的老牌出版
社，延续着保护龙江文化的使命，早于 2015年
就着手策划《黑龙江区域史抢救性保护研究》
一书，2021年该书初稿完成，2022年入选国家
出版基金项目。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黑龙江区域文明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具有
这些突出特性。《黑龙江区域史抢救性保护
研究》这套书以黑龙江地域历史和文化文明
特征为核心，对黑龙江区域历史研究资料进
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弥补了黑龙江历史
文化研究的缺失，让读者领略了这片黑土地
上的先民们创造的独具特色的历史画卷，唤
起了人们的历史文明记忆，激发起热爱家
乡、热爱祖国的情怀。

全书共六卷。《古代黑龙江地区与中原
地区的联系》，详细说明古代黑龙江地区各
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的关系，指出并反驳了外
国研究者对黑龙江古代民族问题上的两种
错误观点，证明了自古以来黑龙江地区就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黑龙江流人

问题研究》对黑龙江流人简史、重要流人及
其业绩、站人文化等做了评介及论述。《俄罗
斯文化在黑龙江》对俄侨文化在黑龙江地
区、苏联文化在黑龙江地区、苏联解体后的
中俄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阐述俄
罗斯文化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为
我国尤其是黑龙江省制定 21 世纪的对俄政
策，开展中俄文化交流提供借鉴和参考。《黑
龙江少数民族古籍研究》以黑龙江少数民族
古籍形成背景、过程、版本、内容为对象，梳
理了现存的民族古籍，系统分析所含史料，
为科学保护、利用黑龙江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资源提供帮助。《黑龙江世居民族文献书目》
著录黑龙江地区世居民族文献图书目录，共
收录黑龙江世居民族文献、古代民族文献、
非民族类地方文献书目共 3888 条。《黑龙江
地方文献整理举隅》收录《〈库页岛志略〉校
注》《庚子交涉隅录》《庚子俄难》等七种边务
文献，进行点校或注释。以领土丧失、外敌
窥伺，乃至大举入侵的文献史实，揭示清廷
的腐败、民族的苦难，敬告世人铭记历史，勿
忘国耻。

笔者有幸成为本套丛书之一《黑龙江
流人问题研究》一书的责任编辑，参与了整
个项目制作的过程，在被其内容之全之深

所震撼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策划一部
好作品的不易。古代黑龙江的社会群体主
要是流人、流民与清末的移民。流人，作为
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为祖国边疆的保卫
与开发、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流人文化的创
建与传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该书在流
人问题的研究上体现了突破和创新，具体
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体现在史料的搜寻与
运用上——流人家谱与流人档案史料的增
加。其次，是一些流人的相关文献的增加，
包含黑龙江流人诗集、零星诗篇。再次，对

“黑龙江流人研究的现实意义”的评述有所
突破，这对黑龙江区域史抢救保护研究具
有特殊意义。

《黑龙江区域史抢救性保护研究》丛书的
一大特色就是资料翔实，学术性强。真实是
史料作品的命脉，作品通过对民族、流人、边
防与外事问题的研究及其载体历史文献的搜
集、整理、研究，忠于历史，忠于事实。让读者
意识到了当前黑龙江区域史研究中的重点、
特点及亮点，意识到了对黑龙江历史文化载
体的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已刻不容缓。唤
醒更多人加入到抢救性保护或研究的项目
中，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书写黑土地上的
读《黑龙江区域史抢救性保护研究》

□肖嘉慧

《黑龙江区域史抢救性保
护研究》/李兴盛等/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2022年12月

如今，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
仿佛离开了它，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我们依赖
手机获取信息、沟通联络、娱乐消遣，几乎每一刻
都离不开这个小小的屏幕。然而，这份过度依赖，
却让我们的心灵逐渐陷入了一片荒芜之地。风沙
漫天，孤寂如影随形，我们急需一股神秘而强大的
力量，在这片荒芜中播撒希望的种子，使之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这股力量，便是阅读。

阅读，恰似在心灵的土壤中播种树木，每一
本书都是一颗蕴含着无限可能的种子，深深植
根于心田，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即便置身于贫
瘠 的 沙 漠 ，我 们 也 能 因 阅 读 构 筑 起 生 命 的
绿洲。

宋代文豪欧阳修，出身贫寒，却以荻草为
笔，沙地为纸，勤学不辍，广泛涉猎各类书籍。
每一本书都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使他终成一代文学宗师，文采飞扬，名垂青史。
阅读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更磨砺了他的意志，
使他在逆境中仍不失希望，勇往直前。

现代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求学之路上，深受
《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熏陶。在异国他乡
的实验室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总会翻开那
些泛黄的书页，让古人的智慧成为他心灵的慰
藉。杨振宁曾言：“中国文化的熏陶，对我日后
的科研事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阅读，为他构
筑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在科学的征途上步
履稳健，越走越远。

阅读的力量，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成长与成
才上，更在于它能够促进心灵的成熟与坚韧。
唐代诗人杜甫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阅读，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汲取智慧，学会以
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当我们
在书页间游历不同的世界，体验各异的人生，我
们的心灵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宽广与深邃。无论
是《红楼梦》中复杂的人性纠葛，还是《悲惨世
界》中深刻的社会批判，每一本书都像一面镜
子，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让我们在反思中
成长，在成长中成熟。

一本好书就像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纪
实文学家柳田邦男在 57 岁那年经历了丧子之
痛，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崩塌。然而，在绝望的深
渊中，一本宫泽贤治的《风之又三郎》图画书，让
他发现了直击心灵的力量，从此致力于推广“大
人也要读图画书”的理念。在人生的低谷，一本
好书往往能成为我们最坚实的依靠，让我们暂
时忘却现实的痛苦，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美好
之中，在无形中给予我们力量，教会我们如何在
困境中寻找出路，如何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
曙光。

阅读，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对前人智慧
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写道：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让
我们的内心变得丰富而强大，让我们在平凡的
生活中也能展现出非凡的气质。这种气质，是
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赋予的，它源自内心的充
实与平静，是对生活最深刻的理解与感悟。当
我们翻开《论语》，聆听孔子的教诲，仿佛穿越了
千年的时光，与先贤对话；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
的戏剧，感受那些复杂而深刻的人性，仿佛置身
于文艺复兴的辉煌时代。每一次阅读，都是一
次文化的旅行，让我们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
前行。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会因为忙碌
而忽略阅读的价值。但请铭记，无论生活多么喧
嚣，都要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片净土，用来播种
那些能够滋养我们灵魂的书籍。我们可以尝试
每天抽出半小时的时间，远离手机、电视等电子
产品的干扰，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当我们沉浸在
书海中时，会发现那些曾经困扰我们的烦恼逐渐
消散，内心变得宁静而充实。

阅读，如同种树，我们播下的不仅是种子，更
是希望、美好与未来。在书海中畅游，我们的心
灵在文字间茁壮成长。最终，我们会发现，自己
已经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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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形象建构的媒介责任与策略
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郑敏/中国
戏剧出版社/2023年10月

塑造龙江形象塑造龙江形象 贡献媒体力量贡献媒体力量
读《区域形象建构的媒介责任与策略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赵一潇赵一潇

近日，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周边传播研
究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
郑敏的新书《区域形象建构的媒介责任与策略
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由中国戏剧出版
社出版。该书聚焦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时代背景，从黑龙江形象媒介建构的角度入
手，通过黑龙江区域内外大众媒体在黑龙江形
象建构中发挥的重要社会责任，推进黑龙江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经济形态演
变、文明变迁与朝代更迭，黑龙江在向前发展
的同时，也时时经历辉煌与挫折，黑龙江形象
在历史发展的波峰与波谷间跌岩起伏。本书
以黑龙江省为例，重点分析其区域形象的嬗变
历程、特征、影响，探讨区域内外的大众媒介在
黑龙江形象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深层动因。

本世纪以来，黑龙江区域内各级、各类媒
介在发挥基本功能、客观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
基础上，自觉提升区域媒介形象的社会责任意
识逐渐加强，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活动逐步增
多，手段日益丰富，为黑龙江形象改善奠定了
基础。

与大型的形象宣传活动相比，媒介日常
的内容设置、栏目建设对区域形象的影响力
更为持久，在受众中的渗透力更强。各类媒
体的传播特点与优势不同，在形象建构方面
也各有所长。大致说来，纸质媒体长于展示

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更具权威性和可信度；
影视媒体长于展示风光景致、区域面貌、大型
活动，更为形象生动，受众基础更为广泛；网
络媒体长于引导舆论，及时快捷，受众平均年
龄较低等。结合各自所长，各类媒体对黑龙
江形象建构各有建树，涌现了一批精品。本
书全面总结黑龙江区域内的大众媒体履行社
会责任，在黑龙江形象建构方面所作出的努
力，作者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作为
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经验、规律以及存在的问
题。

当前，黑龙江正处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关键时期。大众媒体应该肩负起重要的社
会责任和使命，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性机遇
期，再塑黑龙江形象。在黑龙江形象建构与传
播过程中，仅仅依靠扩大宣传力度或者频繁开
展大型媒介活动远远不够，大众媒介应当在此
基础上更进一步，即在完善媒介制度的基础
上，以更科学的传播理念和更积极的传播策
略，服务于黑龙江形象的再次跨越，最终实现
崇高的社会责任。

大众媒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如何
有效塑造区域形象，是一个现实、重要而复杂
的问题。本书紧扣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以黑龙江为例探究区域
形象建构中的媒介责任与策略，旨在探寻规
律，对区域形象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贡献力量。

《故园惊梦》/贾珺 /湖南美术出
版社/2022年11月

古典园林的
读《故园惊梦》

□黎江毅

诗意
画卷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
自己的“故园”，寄托着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无
论身在何方都能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温暖和安
宁。读完贾珺的《故园惊梦》，我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人生何处不故园，只要心中有情，处处
皆可成家园。

千百年来，中国园林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无数文人墨客诗意栖居园林之中，将生
活艺术化，又将艺术生活化。清中叶书画家
钱咏认为：“园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
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驻足其中，方称名
园。”园林是静态的，多样化的文人活动为园
林注入了动态因素，动静相合，形成了中国独
特的园林文化。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写道：“近
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
这些“剩技”遍布于园林，人们习惯在园中读
书、弹琴、品茶、赏鉴古董、饲养禽畜、赏玩花
鸟。看腻了高楼大厦的现代人，同样渴望与
自然同居，陶醉在古色古香的曲廊亭榭。对
于我们而言，要想融入这样的古人生活，可以
静下心来阅读一本好书，找到心灵的洗礼和
精神的共鸣。我正是带着这样的期待去翻开

《故园惊梦》，不经意间，打开了解中国文明的
一扇窗，从先秦的高台厚榭到六朝的山庄田
园，从唐宋的风雅端丽到明清的曲折婉约，不
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到园林中去。《故园惊
梦》全书共五章，从“宫苑奇观”到“北地烟

云”，从“南国风月”到“赏花品石”，再到“四
时节令”，全书通过爬梳文献、实地考察、复原
想象，并配以大量园林摄影、建筑平面图、古
画等，每一章都如一幅精美的画卷，生动再现
了古代名园的景观。贾珺以其深厚的学术功
底和敏锐的审美眼光，讲述了那些掩藏在园
林背后的精彩故事，引领读者穿越时空，漫步
于中国古典园林的诗意画卷之中，感受那份
跨越千年的宁静与美好。书中对园林的描绘
细腻入微，无论是亭台楼阁的布局，还是假山
池沼的布置，让人仿佛亲眼见到了那些早已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园林胜景，感受到了那
份穿越时空的震撼。

每一座园林都仿佛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诉说着古人的悲欢离合与情感寄托，我最感
兴趣的是上林苑。我曾到过西安南郊的长安
区，有一次路过陕师大南校区，远远看到院内

“上林体育馆”的醒目大字，体育馆东西南北
皆对称，四面呈现为“凹”字，突出的四角墙壁
让人感受到一种先秦勇士的力量之美。这里
旧为汉代帝王游玩、打猎的风景园林，脚下的
土地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古典园林——上
林苑。上林苑本是战国时期的一座旧苑，汉
武帝继位后，在长安城西扩建成为规模大得
惊人的皇家园林。上林苑的气势磅礴惊艳后
人，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

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
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
态。”短短几句，就把汉代最大的皇家园林上
林苑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得以窥见
千年之前的风景。这段历史也被写入了《故
园惊梦》，贾珺触景生情，认为上林苑即使早
已化作废墟一片，历经千年风雨，时至今日仍
旧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唏嘘不已。

《故园惊梦》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古典园
林的著作，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在书中，我
仿佛看到了自己心中的那片故园。它或许不
是一座真实的园林，可能是一座城市的某个
角落，可能是一个人的陪伴与关怀，也可能是
一种精神的寄托与追求，但在我心中却有着
无法替代的位置。我们告别故园、远离故乡，
踏上异乡征途，当我感到疲惫或迷茫时，只要
闭上眼睛，就能回到那片故园，感受到来自心
底的宁静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