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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散佚海外的经典、建设数字化资源库

让中医古籍“活起来”“用起来”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8月2日，“医典重光

——珍版海外中医古籍善本丛书”及数字化资源

库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

教授王琦，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王伟，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陈立新，丛书总主编郑金

生、张志斌，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编辑杜贤、副总编

辑杨晋、副总经理宋秀全等专家、领导，以及线上

线下500余位专家教授出席活动。国医大师李佃

贵、“医典重光”项目顾问文树德（Paul Ulrich

Unschuld）视频致辞。

“医典重光”丛书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课题“日本现存中国散佚古医籍的研究”，科

技部课题“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

与整理研究”，搜寻散佚海外的、国内失传的古

医籍、失传的珍稀版本。丛书提供古医籍的影

印、繁体及简体校点 3 个版本，并进行数字化转

化，做到古籍原本图像和电子文本关联对照，

中医古籍内容的全文检索，任意字可检，繁简

互检。

王琦指出，3 个版本和数字化资源库的建

设，把传统与现代结合，把古籍和数字化结合，

这种做法和思考以及缜密设计非常符合时代的

需求。李佃贵表示，这次海外回归的 60 种中医

古籍都是散佚海外的经典，具有很高的版本价

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期待为中

医药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陈立新认为，

丛书的发行以及数字化资源库广泛应用，对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

信，以及更广泛地促进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交

流互鉴，推动中医药高质量的国际传播和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杜贤强调，把海外的中医古籍数字化，实现

影印融合、繁简对照、纸数融合，是中医古籍整理

历史上的创新创造，实现了中医古籍的活起来、

动起来、用起来、讲起来、传起来和火起来。首发

式后，与会专家围绕中医数字化、古籍整理、中医

药国际传播等作了专题报告。 （张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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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百上千优秀滇

版图书的代表图书，云南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极命

草木——曾孝濂和他的博

物画》（以下简称《极命草

木》），以其展现出来的设

计之美、印制之美、图画之

美和生命之美，完美融合

内容与形式，高度呈现自

然和生命，已经成为一本

当之无愧的双效书。2022

年 5 月首版后 1 月内即售

罄，重印也马上售空，至今

累计已6次印刷，销售码洋

达470多万，受到了读者的

厚爱和市场的认可。

好的图书来自好的作

者，好的作者要创作好的

内容，好的内容必须深研

读者的需求，读者的需求

则源于对精神生活中真善

美的无限追求，而对真善

美的无限追求则赋予了出

版工作不竭动力和广阔天

地。仔细研究这本书，找

寻 其 成 功 规 律 ，不 难 发

现，读者追捧的不仅仅是

这本书，更是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的

该书作者曾孝濂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种精

神。《极命草木》的成功还让我们发现，出版方

在出版了一本书的同时，更是再现一种精神，

因为无数读者在这本“把人美哭”的科普画册

的震撼之下，已然从作者曾孝濂身上感受到了

激励我们、鼓舞我们、温暖我们的一种历久弥

新的精神。

这是一种热爱生命的精神。作者历经60

余年，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画出草木的全部生

命，以生命的张力展现生命的美，以生命的美

唤起人们对世间一切生命尤其是草木生命的

关心和热爱，认同生命，亲近生命，爱惜自然，

保护环境，共同守护好地球这唯一的家园，这

属于所有草木鸟兽（不仅仅属于人类）的家园。

这是一种高度自律的精神。作者只要有

时间，只要拿得起笔，只要能够画画，那就去

画。不是在画画，就是在准备画画，天天如此，

月月如此，经年累月，笔墨不辍，无怨无悔，只

为普及植物科学，追求艺术真理，传播草木之

美。画画对于他来说就如同吃饭、喝水和呼

吸，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必需品，而他现

在最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时间画画。

这是一种匠石运金的精神。作者几十年

如一日，“一条路走到黑”，把大国工匠精神发

挥在植物画这一片小天地，小题大做，小中见

大，细致描绘，精准呈现，精益求精，苦心孤诣，

尽情释放了植物这一片生命的大天地，也充分

挖掘了自己在植物画上的潜能和天赋。

这是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几十年科学

绘画的过程中，作者在承上启下、博采众长的

基础上，能够做到不落窠臼，推陈出新，巧妙地

把艺术形式融入其中，不断创新技法，不断创

新形式，以自己独特的画风和不拘一格的特

点，不仅仅展示了植物的客观形态，更多地则

是着力于把植物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来，让它

们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这是一种珍惜光阴的精神。作者享受孤

独，不爱交际，不凑热闹，总是争分夺秒，抓紧

学习，汲汲于艺术，孜孜于画画。至今耄耋之

年，仍每天坚持 8~9 小时画画，奋力与时间赛

跑，不求别的，只求争取画出更多更好的作

品，让人们认识更多的植物，更多的生命，更

多的美。

一本书就是一位智者。每一本书的作者

都在自己的书里展现出了自己毕生的智慧，这

本《极命草木》不仅展现草木的生命之美，也展

现了作者自己的毕生之精神。作为国内乃至

国际植物画巨匠，曾老以美到极致的植物画之

美谆谆告诉读者，告诉与草木一样的所有人，

我们有命草木亦有命，我们不只要做自然的旁

观者，更要融入自然，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珍

惜生命，欣赏生命，感恩生命。

《极命草木》已成为常销书，问世2年来，一

直如细水长流般行销图书市场，收藏价值有目

共睹。它以其极高的科学性、知识性和艺术

性，成为滇版图书中的精品力作。

今年的夏天有点长，三伏40天。本期专题，征集一波才华横溢、灵魂有趣，善于抵抗炎热夏天的编辑，晒一晒他们的消暑好物。看看大家如

何在夏季工作、休闲时间，实现自我调节、清凉头脑，自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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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孙 珏

● 新书发布厅

在办公室或家里，安排了哪些清新脱俗的消暑好物？

齐 蕾（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科普组编辑）

对我来说，可能是鲜切花吧。自从知道在“买菜”

APP上花10块钱左右就能买一束漂亮、新鲜、应季的

鲜切花后，我沉迷其中，难以自拔。每天下班，在滚滚

热浪中回家，自身能量眼见着“枯萎”，花瓶里的花却

兀自欢呼着绽放，这时的我总有过去猛吸两口的冲

动，妄图把花的生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在这么热的

天气里，除了空调，可能很难有其他东西能让我们觉

得真的凉快了，但不妨碍它们的存在可以改变我们对

某些客观事物的观感，获得心灵上的支持和抚慰。

有一天，我买了一束睡莲，按照养护说明，要剥去

花苞外面包裹着的绿色萼片。那是我第一次买睡莲，

于是，当我轻轻剥开萼片后，惊讶地看到它露出了深

深的紫色中又带着些深蓝色的花瓣，颜色之美丽和神

秘，令人惊叹。

睡莲是夏天的花，通常盛开在阳光普照的池塘。

是不是只有夏日的高温，才能催生出如此浓丽的颜色

呢？高温是人的烦恼，但可能是很多植物期待已久的

盛宴吧……这么一想，就觉得，嗯，夏天好像也没有那

么难熬，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黎佳琪（译林出版社世界文学中心营销编辑）

应对炎炎夏日，我的消暑好物是绿萝（0元购）+大

海壁纸（0元换），主打一个“意念消暑大法”。

绿色和蓝色是夏天的颜色，它们会让我想起大片

的森林以及向我奔腾而来的浪花，这两种无一不在我

的夏天里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萝，这盆无须花费便能

拥有的时尚单品，不仅给工位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

绿意，感觉更是在悄无声息间滤去了室内的燥热与尘

埃。眼睛累了，还可以看它放松放松。

大海的壁纸，则是我电脑屏幕上的避暑胜地。一

打开电脑，眼前展开的是一望无际的蔚蓝，涌动的海

面与远处的天空连成一线。坐在工位上，仿佛能感受

到海风吹拂脸庞，听到海浪轻拍岸边。这份视觉上的

清凉，让我的内心得以平静，“暑气”自然消散。

张雨婷（禹田文化长青藤文学组编辑）

我给自己准备的一份消暑降“燥”三件套：小绿

植、冷泡茶，还有一条小鱼。之前在家里养过向日葵，

看着只有两毫米长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茎秆在日后

竟然长到一米多。虽然没能等到花开，但种花的过程

让我觉得很奇妙，那是一种既期待又必须忘记期待的

感觉，把心提起来又得自己将它放下，很像一次次在

手动降“燥”。

办公室里不好养向日葵，我换了更好养活、不占

地方的草，长得太长就随时剪掉。去年做了近视眼

矫正手术，偶尔抬头看看小绿草，正好可以放松放松

眼睛。

冰美式虽好，但考虑到要控制咖啡因摄入，有薄

荷成分的冷泡茶是个不错的选择。午休之后，喝上一

大口，舌头冰麻麻的，头脑也跟着清醒了许多。

至于小鱼的来历，是之前趁午休，和同事一起去

单位附近的花鸟鱼虫市场闲逛，带回的。前一段时间

它生了不少小鱼，原本分给同事后还给它留下了几个

小伙伴，谁知道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只剩下了它一

个。听着它独享小鱼缸时游来游去泛起的水声，燥热

感也褪去了一点点。

霍佳林（北京时代华语营销经理）

夏日办公室“牛马”必备好物——菊花茶。本该

喝奶茶的年纪提前过上了养生生活，暑热难耐看谁都

不顺眼，又敢怒不敢言，来点菊花败败火吧。

胡 佳（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生活美食分社编辑）

今年入伏以后确实太热了，而且湿度极高，每天

都像住在蒸笼里一样，不过我们编辑部的女生们可丝

毫没有被酷暑打扰。作为热爱生活、注重养生的生活

书编辑，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从容应对“苦夏”。

长期坐办公室的女性编辑大多体寒，所以我们办

公室很少开空调，大家也从来不喝冷饮。在办公室的

茶水区，大家拿来了各种养生茶共享。从立夏到入伏

这段时间，大家早上会冲一杯暖暖的姜枣茶，排出体

内寒气。清热排毒、生津止渴的竹蔗茅根雪梨茶最适

合在炎热的午后降火气，除燥润肺。

西晒的窗户让热爱养花种草的小伙伴用绿植装

饰了起来，为炎炎夏日里的办公室带来一片清凉。

出版社工会还贴心地为大家发放了各种防暑降

温好物，用清凉湿巾擦一擦，马上神清气爽。

曹 楠（蒲蒲兰营销编辑）

如何应对夏天的“热”，脑海里一下想到的就是

“心静自然凉”，可能上学的时候总能听到吧。

绿色的键盘，绿色的小风扇，还有绿色的MINI音

箱……看到我的桌面就会感觉到凉爽吧 ！

风扇是今年我入手的公司新文创，并不是因为

它是绿的，哈哈，还是功能上比较吸引我，小巧便捷、

续航持久、静音，还可以挂包上，对于爱忘东西的人

来说，太友好了。 （下转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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