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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民

读完著名作家梁衡的散文集《重阳》，我觉

得这是深受毛泽东文风影响的、具有“中国作

风”与“中国气派”的散文集，若要再具体总结其

特点，我以为梁衡的散文也传承了毛泽东的一

些写作手法，具有与之相似的特点。

首先，具有磅礴凌厉的气势。柳树不像松

树那样伟岸，也不如柏树那般坚硬，但在《百年

震柳》一文中，一开头作者就写道：“地震能摧毁

一座山，却不能折断一株柳。”在描写大地震后

柳树开裂的惨状，记述了柳树裂而不倒不死，赞

叹道：“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遇土即根，有水

就长，干旱时就休息，苦熬着等待天雨，但绝不

会轻生去死。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

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

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它木性软，常用来

做案板，刀剁而不裂；枝性柔，立于行道旁，风吹

而不折。它有极强的适应性，适于各种水土、气

候，也能适应突如其来的灾难。美哉大柳，在人

如母，至坚至柔；伟哉大柳，在地如水，无处不

有。唯我大柳，大难不死，百代千秋。”

其次是丰富的知识和用典。我曾惊诧梁衡

先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仍能文思泉涌写出大

量的作品，在了解了他的生活、工作和阅读经历

后方认识到，他不仅有丰富的生活和阅读经历，

而且善于积累和运用。《我的阅读经历》一文中

在回忆自己少儿时期阅读甚或背诵大量古典诗

词经历后，他坦言：“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

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

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

出来。”“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

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象的手法

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

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

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比

如《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一文，是笔者

看到的记述左公柳最为详细最为丰富最有深度

的散文，他从“中国历史上多是来自北方的进

犯，造成北人南渡，无意中将先进文化带到南

方。而左宗棠这次是南人北伐，收复失地，主动

将先进的江南文化推广到了西北。”说起，总结

历史“历来的战争都是一次生态大破坏，而左宗

棠这次是未打仗先栽树，硝烟中植桑棉，惊人地

实现了一次与战争同步的生态大修复。恐怕史

上也仅此一例。”继而分析“左宗棠性格决绝，办

事认真，绝不做李鸿章那样的裱糊匠，虽不能回

天救世，也要救一时、一地之弊。他抬棺西进，

收失地，振颓败，救民生，这在晚清的落日残照

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为一阵东

来的春风悄然度玉门，而那三千里绿柳正是他

春风中飘扬的旗帜。”从北人南渡到南人北伐，

从李鸿章到左宗棠，从历史上“春风不度玉门

关”到近代“三千里绿柳”，文笔贯通古今，涉及

北人、南人、李鸿章、左宗棠、玉门关，大起大合，

捭阖纵横，读时酣畅淋漓，读后受益匪浅。

再次是讽刺与幽默。《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

的讲话》一文中写道：“对这些领导人（领袖）老

百姓怎么看，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当然最大的

是希望他们带领国家、民族富强，这是最基本

的。这就说得深了，通俗一点，就是两条，第一

就是干事。当然在其位总要谋其政，但是希望

能主动干一点有个性的、创造性的事。我们第

一代领导人有个性的创造很多。领袖就是带

头，就是创造。第二是说点新话，领袖首先是思

想领导、思想创新。无论在言在实，都要领风气

之先，不能领风气之旧。”文末写道：“过去我在

新闻出版署工作，管出书，现在自己也写书，和

出版社也熟。出书，特别是领导干部出书，有三

种情况：一是书出了没人看，直接化纸；二是书

出了，人抢着买；三是书还未正式出，人就传看、

传抄，禁不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

者是检验图书的唯一标准。出版不比新闻，图

书不是报纸，不是易碎品。我们搞出版工作的，

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百年计或千年计来看问

题，出一些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书。”善意的

讽刺中不乏幽默，幽默中不乏警示。

著名作家孙犁先生提出要写“中国式散文”，

不仅是对自己散文写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

我国散文美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揭示。如何用“中

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讲好中国故事，梁衡先生的

散文创作，给了很好的示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部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散文集
关键词 散文 中国作风 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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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歌

○祁 智

30年前的早春，我去北方进行了一次采访。

一个 8 岁的小女孩，暑假里爸爸在她和妈妈面前去

世。妈妈患有顽固性类风湿性心脏病，需要住院治疗，但

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医院便帮忙设立了家庭病床。

我见到小女孩，是在半年后，她 9 岁的早春。每天，小

女孩做早饭，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然后喂妈妈吃早饭，狂

奔着去赶公交车；傍晚下公交车，狂奔着回家做晚饭……

小女孩独立支撑家庭的情况，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完全

清楚。后来，三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叔叔从侧面了解了，就暗

地里帮扶她。再后来，学校从一个细节上发现了——班上

收费，同学们交的是整钱，唯独她装了一小塑料袋的零钱。

“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呢？”我问小女孩。

“又不是什么好事，”小女孩笑着说，“每家都有自己的

事，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我能干的。”

我采访了那三位叔叔。他们告诉我，尽一点所能，但他

们很小心，唯恐伤害到孩子。

“搞不好，帮助也会成为伤害。”一位叔叔说。

学校也是如此，小心翼翼，如同呵护一朵被风吹雨打的小花。

30年来，我的眼前总能看见那个瘦弱的小女孩在奔跑

——双臂摆动、双臂垂直、一手压着背上的书包一手划动。

但那次采访之后，我没有主动和小女孩联系过。虽然小女

孩总是面带笑容，我写的报道题目就是《微笑着面对生活》，

但我拿不准，哪怕是一句话，会不会伤害到她。过早失去爸

爸而陷入悲伤的泥沼，不是说跨就能跨过去的。

我不敢主动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怕提起妈妈。我见过

她妈妈，脸色苍白、一头乌发。妈妈久病成医，自己能给自

己输液。她自知活下去很难，但为了不让女儿成为孤儿，她

要拼命活下去。

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考上了家乡的大

学。我为她高兴，暗暗揣度：她没有离开家乡，一定是为了

陪伴妈妈吧？又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毕业

了，要去南方工作。我为她高兴，但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3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始终没有动

笔，就一个原因：不忍心。3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准备写

一部长篇小说，就一个原因：不甘心。30年来，我一直有意

识地采访学校、家庭、孩子。我获得了更多的故事，也在获

取动笔的决心。

我请教一位小学校长，如果一个孩子的家庭发生变故，

学校知道吗？校长说，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问为什

么。校长说，有的家长在第一时间和学校沟通，有的家长会

先瞒着学校，以后再说，也有的家长一直不说。

“为什么隐瞒呢？”我问。“总之……不是好事吧，不想让

更多的人知道，也不想麻烦大家。”校长说，“其实……你我

不也是这样？”

我问：“呃——那孩子在学校怎么办？”“家长主动和我

们沟通的，我们会小心，制订方案；我们如果不知道，真没

有办法。”校长说，“有时候‘疏漏’也是关心。”

“那不会伤害到孩子吗？”我问。校长说：“孩子是单纯

的，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就没有伤害。”“但学校很快就

会知道，”校长又说，“时间一长，什么不知道？”

“知道了怎么办呢？”我有些紧张。“想方设法，和孩子一

起‘过来’。”校长说，“陪伴一段，关注一生。”校长告诉我，

其实学校都有预案，但一旦有事，所有的预案都用不上——

事情发生在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必须有“个案”。

伤口愈合，一般分两种：一种，内里与外表同时愈合；还

有一种，每天把愈合的表面划破，等内里长好，再一起愈

合。后一种很深。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时间。生活总是朝

向希望的。我们有幸参与了孩子的一部分人生，后续的便

是绵长深情的祝福。于是，我决定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

《方一禾，快跑》。小说完稿是凌晨2∶30。我打开门，走到户

外。春寒料峭，暗香浮动。我恍惚是在30年前，披星戴月，

要赶乘北上的绿皮火车。

○倪锈霞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江

南，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胜地，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美丽的自然景观交织，造就

了一方独具韵味的土地。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土

地上，苏州古典园林以其精湛的园艺艺术和深

远的文化内涵，成为江南文化的璀璨明珠。

刘敦桢先生所著《苏州古典园林》一书便是

对苏州古典园林系统研究的典范之作。作为中

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刘敦桢先生与梁思成先

生并称“南刘北梁”，毕生致力于建筑教学及发

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建筑

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1930年刘敦桢

先生加入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

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开展了对中国传

统建筑的研究，并获得了颇多成果。随着研究

深入，刘敦桢先生意识到我国传统园林这一领

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将苏州园林作为一项

重要科研课题。他一边查阅文献，一边对苏州

古典园林作细致的文字记录、摄影和测绘，力求

资料的真实全面与准确无误。这些珍贵的资料

后经整理补充以《苏州古典园林》为名，由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年出版的《苏州古典园林》为底本进行再版。作为

《苏州全书》的一种，《苏州古典园林》沿袭《苏州全

书》的整套风格，古朴的檀棕色织布面料配以典雅

的封面设计，凸显《苏州古典园林》一书的厚重，采

用16开大小，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方便读者翻

阅；以图随文的排版方式，使每一处论述都言之有

物，互相对照，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苏州古典园林

的布局和特色，产生豁然开朗之感。

《苏州古典园林》一书内容洞达透彻，刘敦

桢先生在文中的议论与古人和契而不囿其窠

臼，对造景成功之处，详细说明其原理；对不甚

妥当之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如写假山

路径，“环秀山庄假山上的路线虽然远较狮子林

为短，但由于处理得有变化，形成了深涧绝谷、

峭壁危峰等丰富的境界；狮子林山上虽有十余

条路线、二十余处山洞，但由于处理方式千篇一

律，所以显得单调，缺乏自然之趣”。实例部分

则介绍了十五处苏州名园，有大型园林拙政园、

留园等，小型园林畅园、壶园等，阐述了园林面

积的大小对园林布局、营造方法的影响，如区域

的划分、建筑的多寡、山石的设计、配植的疏密

等。书中200多幅测绘图、800多张照片亦是伟

大部分，其信息量巨大，精确的绘图及专业的摄

影，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州诸园

的情况。翻看此书，不仅从言论中了解到苏州

古典园林美学的“魔力”，从那工整悦目的测绘

图中还感受到先生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那一

笔一画皆入心的魅力。

《苏州古典园林》一书，不仅描述了苏州古典

园林的起源、发展和繁荣，还深入探讨了其独特

的建筑形态和园林设计理念。每一座园林都是

一个故事，都有一段历史，都是园主诗情画意的

体现。宅园合一是苏州古典园林的一大特点，这

种建筑形态的形成，是文人士大夫在“不如作中

隐，隐在留司官”的思想逻辑中，既可享受城市物

质又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种创造。开门拥抱

滚滚红尘，关门则超然世外，身居城市而享有山

林之趣。能工巧匠们运用各种造园技巧，将亭台

阁楼等建筑与水池溪涧、花木山石自然地融合在

一起，“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理想被巧妙实现，

而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更折射出中华文化取法自

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方寸之间，显巧夺天

工之技；浑然天成，融自然山水之趣。

《苏州古典园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韵

味与诗意的园林世界，它不仅是一本介绍园林构

造的书籍，更是一本关于江南文化、关于人文意

趣的宝库。阅读这本书，我们不仅拓展了丰富的

园林美学知识，感受到苏州古典园林的美丽与精

致，更领略到了苏州古典园林所蕴含的深厚文化

内涵和人文精神。将其收入《苏州全书》进行再

版，既是对苏州传世典籍的传承保护，为后世研

究园林美学提供参考和借鉴；也进一步扩大它的

影响力，让更多人感知苏州古典园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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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桢与苏州园林的不解之缘
关键词 刘敦桢 苏州园林 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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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校对工作特点和转变
关键词 校对 特点 转变

○杨 静（科学出版社）

校对工作是图书出版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是

对编辑工作的深耕和补充，是图书质量保障的重要防线。

当前，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下，校对工作在图书出版中

的价值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了。随着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与出版流程再造紧迫性的新形势，校对工作面临着

新的特点和转变。

新形势下校对工作面临的特点

校对媒介呈现电子化特点

校对媒介即校对工作的对象，也就是校样的形式，依赖

于作者提交的稿件形式与图书编校流程的方式，分为纸质

样与电子样。当前，除了少量的影印类图书外，作者提交的

稿件大多都是电子稿件。针对不同的编校流程，校对媒介

不同，如编校工作以作者提交的“齐清定”稿件为原稿，进行

纸样的编辑加工及后续环节，那么校对的媒介即是纸质样，

即以编辑发排稿件和校样为工作起点与对象，主要通过折

校、整理、核红等多轮次地先消灭排版差错、再弥补编辑遗

漏内容差错；相反，如果进行电子稿审读、编辑加工等，那么

校对的媒介即是电子样，不再区分原稿和校样，主要通过比

对、读校、技术整理等方式完成对稿件内容与体例规范的质

量监督。随着数字化发展带来的阅读方式转变与图书编校

流程再造，电子化稿件全流程运作成为一种趋势，校对工作

要尽快适应电子化的校对模式。

校对内容呈现学科交叉与专业细分共存的复杂性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深度融合，使

得产业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

规模集成与重组，不断推动着新技术迭代更新。伴随科学

技术发展和新兴学科领域出现，很多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学

科交叉和专业细分两极化特点。人文社会科学随着科技革

命的发展不断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融合到相关研究中，极

大地拓展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需要多学科协同攻

关，其成果也呈现出与理工科成果相类似的特点。与以上

相对应，相关图书的校对工作便呈现出多学科交叉与专业

细分共存的复杂性特点。

校对效率呈现精准化、高效化特点

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以及科

学研究的交叉化、细分化等特征对图书出版业的巨大影响，

校对工作也随之发生变革。基于科研成果所具有的信息面

宽、数据量大、内容繁杂、专业性强等特点，为提升编校质

量，当前出现了黑马、方正审校和讯飞智能审校、蜜度校对

通等具有检校政治敏感性、逻辑体例、内容相似性、数据运

算、字词符号、易错词等功能的系列审校工具，极大地提升

了校对效率，减少和降低了低价值、重复性劳动，使校对效

率呈现出精准化、高效化的发展态势。

新形势下校对工作面临的转变

校对形式由纸质校对向电子化校对转变

校对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由古代的校雠、校勘演变发

展而来，在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职能

是通过纠正校样差错将图书负载的信息完整、严谨地呈

现。历史上，图书校对形式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实物校对的阶段，时间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个人电脑出

现之前；第二阶段是以纸质校对为主、电子校对为辅的阶

段，时间自20世纪80年代至当前；第三个阶段是以电子化

校对发展、纸质校对逐渐衰退的阶段，从当前阶段开始。

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转变以及新

出版形势下图书出版编校流程再造，图书出版工作流程转变

为以电子化流转为主的特征，加之电子化校对与传统纸质校

对相比具有流程优化、查找便捷、质量把控全面、效率高等优

势，校对形式将逐渐由传统的纸质校对向电子化的校对转变。

校对功能由校异同向校是非转变

校对工作是图书质量保障机制的一道重要防线，其基

本功能是校异同和校是非。校异同，是指将校样与原稿比

对，通过折校发现两者异同，监控排版差错；校是非，是指针

对作者写作或编辑工作过程中遗漏的内容差错，即通过逐

字逐句通读进而发现更多是非问题，最终将一切错误尽可

能消灭在印刷之前。数字化时代，电子化稿件带来原稿和

校样合而为一、不再区分，使传统校对的校异同失去存在基

础、意义弱化，校是非上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主要通过通

读的读校形式分辨更多的是非问题，从而满足以校是非为

目的，达到对内容质量的全面监督把控。

校对人员专业素养由普适性向专业性转变

基于不同学科图书研究内容呈现出的多学科交叉与专

业细分的复杂性特点，对校对人员的知识面及专业素养提

出了更高要求。传统校对工作中校对人员具备的纠正语言

规范错误、错别字、统一对应性、常识性等方面问题的普适

性能力已不能适应当前校对内容需求的要求，还要具备对

相应学科的政治性、导向性、科学性、思想性等方面的专业

性把关能力。由此，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和提升专业校对人

员同对口校样的专业化匹配程度；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提

升专业能力的常态化学习和培养机制，同时还要加强校对

同编辑、质检部门的协同，立足于未来校对人员作为初级质

检人员的目标定位。

校对方式由以人为主向“人+AI”智能化校对模式转变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出版工作提供了

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校对工作作为图书出版流

程中的必要环节需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校对效率和质

量，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校对工作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必须克服以人工校对为主的校对模式存在的效率低、

精准度不够、查找不便捷、重复性劳动等不足，依托AI智能

化赋能，高效化、精准化地提高校对质量。

当前处于信息化大发展的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与

高速传播、数据化与智能化决策等为校对工作提供了数

据收集、分析和应用的手段，大量的数据信息及模型开发

工具被用于校对政治性、常识性等方面问题的判断，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校对智能化。但是由于流程及专业局限

性，信息系统的覆盖范围和深度都有限，并不能完全满足

校对业务对专业细分领域的需要，数据的数字化也难以

做到与业务进展同步，仍然需要结合不同学科进行细分

领域的专业化的智能校对模块建设并集成为跨学科的综

合性智能校对平台。相信不久的将来，“人+AI”智能化校

对模式必将极大地提升校对工作生产力，助力我国出版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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