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书社
重新书写齐国史，讲好中国故事

■王 路（齐鲁书社社长）

公元前 126 年，20 岁的司马迁

为撰写《史记》而壮游天下，他自鲁

适齐，观齐风遗韵后，感而叹之：“桓

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

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

也。”由是，泱泱齐风成了古往今来

人们回望、评价齐国、齐文化的代名

词。如果把视域放大，从世界文明

史的角度来考量，以稷下学宫为代

表的齐文化囊括先秦十家九流，推

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迎来了中华

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人类“轴

心时代”三大文明之一。尤其是齐

文化蕴含的开放、包容、民本、务实、

创新的鲜明特质，更具有跨越历史

的传承价值。

2023年初，山东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白玉刚到山东出版集团调研

工作时，对围绕齐文化与稷下学宫

开展选题策划与出版，提出了明确

的方向和要求。齐鲁书社充分发挥

多年致力于齐文化相关文献、研究

性专著出版的资源优势，贯彻落实

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

起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谋划开发齐

文化选题，尝试以大众喜闻乐见的

历史小说的形式，重新书写齐国史，

讲好中国故事。

选题方向明确后，约请合适的

作者就成了事情的关键。要想创作

好“大齐”系列历史小说，作者必须

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较

为丰富的历史小说创作经验，以及

更为重要的——对题材的认可与创

作热情。这几项条件对标下来，济

南市作协主席张鸿福便进入我们的

选择视野，成了撰写这个题材的不

二人选。他的家乡莱芜，是齐国鲁

国的边境要地，齐长城第一关“青

石关”即由此地穿过。张鸿福曾在

莱芜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工作多年，

熟稔齐地的风土人情，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的地方史志资料；在历史小

说创作方面，他经验丰富，著作等

身，其创作的近代历史名臣系列，

叫好又叫座；更为重要的是，齐国

史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创作

领域。于是，一部以会盟天下、稷

下学宫、失国复疆和河海汇流为四

部曲、皇皇 200 万言的“大齐”系列

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版计划一拍即

合，顺利启动。

张鸿福的历史小说创作，有其

鲜明特点：以详尽的资料占有与实

地考察为基础，追求历史宏大叙事

与细节描写的完美结合。为创作

本丛书的第一部《会盟天下》，他先

后搜集、阅读了400余种相关图书，

充分熟悉掌握齐国史相关材料。

2023 年 3 月，我们联络临淄文博部

门，约请作者一起赴临淄古都实地

考察，淄水牛山、管仲墓、古车马博

物馆、稷下学宫考古发掘现场等代

表性遗址都一一走遍。考察结束

后，又安排作者与齐文化研究专家

马国庆深入交流。该书中的两个

重要人物——管仲的红颜知己婧

姑娘、冶铁工匠吕冶子，就在本次

考察过程中逐渐成形，并鲜明起

来。定稿后的阅读体验表明，这两

个人物对于串联全书主要情节、丰

满齐桓公管仲的人物形象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作品的一

大亮点。

对于“大齐”系列历史小说的策

划出版，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

作协、山东出版集团等上级部门和

单位都非常重视。全书定稿后，在

上述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齐鲁

书社于2024年5月举办了《大齐·会

盟天下》改稿会。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

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

黄发有；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兼山东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申维龙；山东省委宣传部

出版管理处处长翟晨灼等出席会

议，给予该书较高评价，认为该书

角度新异，语言典雅，人物塑造非

常成功，让人有一口气读完的阅

读欲望，是一部难得的精品佳作。

同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也就小

说的人物关系、情节演进等提出了

中肯的建议。

2024 年 7 月、第 32 届书博会举

办之际，张鸿福充分吸收各位专家

建议，三易其稿、精心创作的“大

齐”系列历史小说开篇之作《会盟

天下》正式出版面世。后续，我们

将积极推进其余三部曲的出版，并

从文化“走出去”以及影视剧制作

等角度进行融合创新开发，力争构

建立体、丰富、精彩的“大齐”历史

小说“世界”。

（下转第16版）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以跨界融合探索科普出版无限可能

■赵 猛（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公众对前

沿科技的兴趣日益浓厚，但往往受限

于专业知识的门槛，难以深入了解。

我们意识到，科普工作任重道远，需

要不断创新和突破。科幻作品在激

发公众想象力和探索欲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这让我们萌生了将科幻与科

普跨界融合的想法，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将前沿科技知识以更加生动有

趣、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给公众。《触

手可及的未来科技——科学家与科

幻作家的跨时空碰撞》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诞生的。

该书的策划灵感，部分来源于

当时正在进行的“科幻作品中的十

大未来科技”评选项目。这个项目

由中国科幻研究院等机构发起，旨

在探索下一个时代的重要科技想

象。于是，我们决定以这十大科技

为框架，邀请科学家和科幻作家共

同参与，打造一本具有前瞻性和趣

味性的科普读物。令人欣慰的是，

《触手可及的未来科技——科学家

与科幻作家的跨时空碰撞》在科普

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入选 2024

年4月“中国好书”。这是对我们工

作的鼓舞，也让我们坚定了为公众

带来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科普内

容的信心。

《触手可及的未来科技——科

学家与科幻作家的跨时空碰撞》一

书的内容涵盖了当今最前沿的科技

领域，包括太空电梯、脑机接口、纳

米机器人、赛博空间、生物计算机、

人体冬眠、机械外骨骼、戴森球、量

子计算机等。我们邀请了众多顶尖

科学家和研究员，对这些科技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和展望。

例如，太空电梯这一章节由清华

大学化学工程系博士生导师魏飞撰

写相关内容。魏飞团队在碳纳米管

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他

们的研究为实现太空电梯的梦想提

供了可能。通过魏飞的解读，读者不

仅了解了太空电梯的原理和构造，还

对其未来的应用前景有了更加清晰

的认识。

在脑机接口这一章节中，清华大

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的洪波为

读者进行解析。洪波团队与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合作研发了首例无

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系统及其体内

机手术。他们的技术采用了半侵入

式微创技术，不损伤脑细胞且能永久

性工作，为脑机接口的安全性提供了

有力保障。通过洪波的讲解，读者对

脑机接口的安全性、伦理问题以及未

来应用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除了科学家的解读外，我们还

邀请了多位科幻作家，让他们从文

学的角度对未来科技进行想象和描

绘。科幻作家的加入，使得这本书

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想象

力和创造力。

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的跨时空对

话，将前沿科技知识与科幻想象巧

妙结合，这种创新性的内容呈现方

式，打破了传统科普读物的单一性

和枯燥性，使得科技知识更加生动

有趣，易于被公众接受和理解，对提

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大有裨益。公众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前科技的发

展趋势和未来方向，无疑将激发更

多人对科技的兴趣和热情。越来越

多的人因为对科技的热爱而积极地

参与到科研和创新活动中去，为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是我们科普出版者最感欣慰和自

豪的事。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

一声”。在这科普的春天里，希望

《触手可及的未来科技——科学家

与科幻作家的跨时空碰撞》能唤起

更多读者的科技憧憬，也带动更多

优质科普图书的出版。科普的道

路还很长，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

耕耘。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持开

放、创新的精神，不断寻求与更多

领域的专家和创作者合作，探索

科普出版的新形式、新方法，让科

技知识以更加多元、更加生动的

方式走进公众生活，推动科普事业

的蓬勃发展。

152024年7月26日 星期五 第2959、2960期合刊

本版编辑：张馨宇
E-mail：912929228@qq.com

排版：姚志英

（上接第14版）

《雪线上的奔布

拉——我给孔繁森当

翻译》是一部深情回

忆 与 真 实 记 录 交 织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

1979 年，国家抽调一

批干部到西藏工作，

时 任 聊 城 地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的 孔 繁 森

欣 然 赴 藏 。 通 过 孔

繁 森 在 西 藏 的 第 一

任 秘 书 兼 翻 译 阿 旺

曲尼的深情回忆，告

诉 我 们 他 与 孔 繁 森

在 岗 巴 县 共 同 度 过

的日日夜夜，感受他

们 携 手 藏 族 干 部 群

众 改 变 岗 巴 面 貌 的

艰 辛 历 程 。 孔 繁 森

的入藏事迹，不仅呈

现 出 孔 繁 森 与 藏 族

同胞同甘共苦、共克

时艰的精神风貌，更

展 现 了 在 党 的 领 导

下，民族团结和共同

发展的深远意义，是

激 励 后 人 的 宝 贵 精

神财富。

2024年是对口援

藏 30 周年。作为一

个出版人，我意识到

策 划 一 本 关 于 这 个

主题的书，以展现在

党的领导下，西藏在

经济、社会 、文 化 等

方 面 取 得 的 显 著 进

步 和 成 就 ，表 达 民

族 团 结 的 重 要 性 和

对 援 藏 工 作 的 肯

定 ，是 我 的 责 任 。

凑 巧 的 是 ，时 任 山

东 省 第 六 批 援 藏 干

部 中 心 管 理 组 党 委

副书记、副领队、日

喀 则 地 委 组 织 部 副

部 长 杨 国 莹 提 出 了

一个相关的选题，并

与 山 东 省 报 告 文 学

学 会 会 长 逄 春 阶 一

起组织材料、筹备创作后，将该

选题报给我社。

我 看 到 该 选 题 很 受 感 动 。

2024 年也是新中国“最美奋斗

者”、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因

公殉职 30 周年。这个选题深入

挖掘了孔繁森首次入藏事迹，并

以孔繁森在岗巴的第一任翻译

阿旺曲尼的第一视角写孔繁森，

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这无

疑更能够触动人心，让读者在文

字间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温

暖与力量。为保证该书的真实

性、准确性，并进一步丰富书稿

内容，我立刻组织了主创团队，

包括杨国莹、逄春阶、《大众日

报》高级记者杨润勤等人。团队

于 2023 年赴西藏实地采访，在多

方共同努力下，先后六易其稿，

这部沉甸甸的“文学报告”才告

完成。回顾整个过程，我的内心

依然充满感动和感激，久久不能

平静。

实地采访，保证图书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为了全面、客观地

呈现孔繁森的生平事迹，创作团

队翻阅了阿旺曲尼大量的读书

笔记、讲话稿、个人总结、演讲视

频、新闻报道等，了解阿旺曲尼

的 生 活 习 惯 和 处 事 风 格 。 随

后，他们赴西藏拉萨、日喀则、

岗 巴 等 地 实 地 采 访 ，用 心 、用

情、用力贴近孔繁森和阿旺曲

尼。他们先后采访了阿旺曲尼

的同事次旦、多杰布、单桑等，

还特别采访了孔繁森在阿里时

的秘书李玉建。创作团队在岗

巴还与阿旺曲尼的妻子尼玛、儿

子次仁多吉、女儿公

吉进行长谈，并实地

察 看 了 孔 繁 森 和 阿

旺曲尼工作、生活的

地方，寻访了孔繁森

主 持 修 建 的 查 筑 水

塘，还在岗巴县昌龙

乡 采 访 了 与 孔 繁 森

结 下 深 厚 友 谊 的 原

昌 龙 公 社 书 记 格 热

的女儿确吉……孔繁

森 和 阿 旺 曲 尼 的 故

事，深深地打动了创

作团队。

用文学手法表现

援藏干部的感人事

迹。根据采访结果，

团队成员认真讨论作

品主题、结构、角度、

语 言 风 格 等 呈 现 方

式，确定了以孔繁森

同志的真实经历为主

线，通过他身边的人、

事、物来展开故事情

节的结构方式。由杨

润勤负责写出初稿，

逄春阶、杨国莹负责

修改、统筹，田霁春

也 参 与 了 资 料 搜

集 。 他 们 不 搞 资 料

堆 砌 ，不 搞 事 迹 罗

列，反复提炼、挖掘、

整合，力求细节接地

气、情节冒热气、故

事有烟火气，做到文

字 有 温度、有筋骨。

而在这个过程中，编

辑团队与作者团队一

直保持密切沟通，不

断提出修改建议，核

实订正历史事实。

深入挖掘人物

的时代价值和精神

内涵。孔 繁 森 的 事

迹 在 不 同 时 代 被 不

断 书 写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谱 系

中 的 经 典 篇 章 。 他

不 仅 要 克 服 高 原 反

应、面临恶劣的气候条件等，还

要在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

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部作品

真实记录孔繁森与藏族同胞同

甘共苦、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

突出反映他身上鲜明的时代特

色。他把忠诚和信仰，铭刻在

离天空最近的地方——西藏高

原，为当地建设持续贡献智慧

和力量。

搜集老照片，让人物和历史

变得鲜活。为了使书中的人物和

事件更加鲜活，我们费尽心思，想

尽办法从多个渠道搜集相关照

片，包括“1980 年孔繁森在岗巴县

委、县政府大院门前”“西藏民主

改革前的岗巴县城全景”“孔繁森

帮助农牧民收割青稞”等珍贵的

图片资料。这些照片不仅增加了

读者的阅读体验，还让历史事件

或情节更加真实可信，增强了读

者的代入感和沉浸感。

多方联动，共同打造出版精

品。收到初稿后，我与西藏人民出

版社联系，对方看过稿件后认为这

个选题很有意义，又恰逢2024年对

口援藏30周年，出版此书既有历史

意义又有时代特色。两家出版社

的领导协商后一致同意联合出版

此书，分别为汉语版和藏语版。西

藏人民出版社非常重视和大力支

持，派了专门的藏语翻译与我们对

接，此外还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的高度认可。

让温暖的故事流传四方，让

英雄的形象矗立在我们的心头，

让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发光

发热！

【
正
在
读
】

杨大卫：《雪线上的奔布拉——我给孔繁森当翻译》是一

部深情回忆与真实记录交织的长篇报告文学，通过孔繁森

在西藏的第一任秘书兼翻译阿旺曲尼的深情回忆，为读者

展现了他与孔繁森在岗巴县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感受他们

携手藏族干部群众改变岗巴面貌的艰辛历程。光荣在于平

淡，艰巨在于漫长，该书反映了孔繁森首次入藏事迹，不仅

展现了孔繁森与藏族同胞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

更深刻揭示了这种精神作为老西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精

神内涵。

赵 猛：《触手可及的未来科技——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的跨

时空碰撞》全书分为10部分，包含太空电梯、脑机接口、纳米机器

人、人体冬眠、量子计算机等，每部分先介绍科幻作品中未来科技

出现的场景，然后邀请在这些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一线科学家，

针对这些即将涌现或已经涌现的、改变人类命运的未来科技的科

学基础进行理性分析，将科幻想象与科学家深入浅出的分析解释

完美融合，是科技与艺术、科幻创作者与科技工作者的一次奇妙

结合，让读者可以看到“硬核科技”领域中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

经验。

王 路：《大齐·会盟天下》主要描写春

秋首霸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对内采取

革新强国战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深

刻变革，富民、富国、强兵；对外采取尊王攘夷

战略，惩暴烈、御外侵，扶弱济困。在会盟的

过程中，他有意识地推进诸侯各国的文化融

合，使中华文明增强了吸引力和多元性。齐

桓公及齐国因此获得巨大声誉和地位，终于

成就春秋首霸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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