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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赋能”

日历书守正创新
在众多日历书中，《故宫日历》可谓

是既开风气又为师。早在 1933 年，《故

宫日历》便由故宫博物院推出，并以每年

一册的频率连续出版。后来一度中断，

直至 2009 年，故宫博物院以《故宫日历》

1937 年版为蓝本复刻推出新版，拉开了

文化日历书的序幕。日历书市场也藉由

《故宫日历》培育起来：2016 年，日历书开

始呈现井喷式增长，品种数高达 114 种，

这一年也被称为国内的“日历书出版元

年”，该年推出的日历书品种高达114 种，

新增数量达到 2015 年的 200%左右。至

2018 年，日历书出版的品种数量基本稳

定下来，自此朝着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最具热度的日历书是拥有相对稳定

潜在读者群的 IP：或延续品牌机构 IP 的

影响力，或挖掘畅销图书的 IP 价值，或

充实作者 IP 的产品矩阵……在诸多有着

“IP”加持的日历书中，《故宫日历》《敦煌

日历》颇受瞩目，这两部日历书的背后，

是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的 IP 支撑。

2025 年是农历乙巳年，生肖蛇年，适

逢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故宫日

历·2025》将 12 个月分拆为三个主题：首

先是“蛇年”生肖主题，在 1 月份的 31 天

里，通过 31 件蛇文物，展现紫禁城中的

蛇元素。如：蛇与龟组合而成的玄武神

像，象征着北方之神，通常与东方青龙、

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并称为四神像。汉

代将此四神像制作成四神瓦当，玄武纹

瓦当亦在其中；其次是“概览”陈列主

题，出现在日历中 2 月至 9 月的文物，是

从故宫博物院现有珍藏的 186 万余件

（套）文物中精选而出，通过上古瑰宝、

晋唐气韵、盛唐气象、大宋风雅、宋韵流

芳、元明珍赏、明清繁华、清代华章八个

版块一一展示；再次为“百年”建院主

题，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以来，从筚

路蓝缕到盛世琳琅，故宫人全心守护国

宝，传承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

的形象和付出，曾在《我在故宫修文物》

《国家宝藏》等现象级纪录片中有所展

现。11 月至 12 月的日历内容，涵盖古建

的修缮、文物的修复、专题展览的举办、

常设展馆的布置等方面。

今年的《故宫日历》创新点有二：一

是推出《故宫日历》矩阵日历书。除主打

的《故宫日历·2025》外，《故宫日历：书画

版·2025 年》从故宫博物院所藏近 16 万

件（套）书画珍品中，精选近 400 件山水

楼 阁 书 画 作 品 ，时 间 跨 越 唐 代 至 近

代 ，将 泱 泱 中 华 大 江 南 北 的 山 水 形

胜、危楼杰阁、舟车桥梁、文人书斋一

一呈现，其中不乏从未面世或出版的

珍 贵 文 物 ；《故 宫 日 历·2025 年·童 真

版》用“回归童真，寻找经典”的方式，

为小读者揭开故宫博物院藏文物与传

统色彩及二十四节气的秘密。二是与

科技手段相结合，把 AR 技术运用到日

历中，让日历中的文物“活”起来，包括

三维文物展示、书画作品动起来、视频

呈现文物修复前后的效果对比等，给

读者带来全新体验。

漫漫黄沙，大漠孤烟。今年正值敦煌

研究院建院 80 周年，从常书鸿、段文杰、

史苇湘到李其琼、关友惠、樊锦诗……几

代莫高窟人饮冰茹檗，谱写下一曲波澜

壮阔的敦煌乐章。敦煌研究院前辈们的

心血，汇聚于《敦煌日历 2025》。该日历

书收录了295幅实景壁画、70幅专家临摹

复原作品，从神佛护佑、经变故事，到传

统建筑、服饰妆容、世俗生活，收录了大

量难得一见的未开放洞窟与未公开遗珍

素材，从众多角度展现丰富的古代民俗

生活，以及古人纳福驱灾的愿望。每天

一幅敦煌壁画，配有专家深入解读：从新

年纳福的“入新改故，万物同宜”，到入春

踏青的“时候花新，春阳满路”，从炎夏消

暑的“各赐团扇，愿扬仁风”，到隆冬温酒

小酌的“长至初启，佳节应期”。千年前

古人的松弛与浪漫在敦煌日历中娓娓道

来，让人心生温暖与感动。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日历书中收录的 70 幅原壁画的

临摹作品，出自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

等前辈之手，百年莫高精神代代相传，透

过日历书向我们描摹传递那繁华绮丽的

世界。

“文博赋能”

日历书异军突起
在“文旅热”和“文博热”的双重热度

叠加下，今年通过“文博”赋能的日历书

异军突起。

2024 年，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

悟空》在全世界爆火，让人们了解到“地

上文物看山西”的个中真意，山西线下的

文旅、文博彻底出圈。一本立足山西文

物的日历书《山西文物日历 2025 年·壁

画》也趁势而起。该日历书结合了文化

传承、情感寄托和知识普及等多个方面

的优势，将传统节气与壁画、篆刻相结

合，使大自然的运行节奏流转于现代城

市生活中。书中的日期与节气等皆集自

山西碑刻法帖，如《困学纪闻》《唐太宗

晋祠铭》《清奉直大夫武君介仁墓志铭》

等。这种创新设计不仅赋予了日历新的

生命力，也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众所周知，山西文物种类繁多，壁

画、青铜器、彩塑、古建、石窟……山西的

文物不仅展示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也体现了古代 劳 动 人 民 的 智 慧 和

创造力。具有世俗化的气息和个性化

的风格，因此，山西无疑是挖掘文博日

历书出版选题的富矿。事实上，《山西

文物日历 2023 年·壁画》《山西文物日历

2024 年·彩塑》的畅销已见证了“文博

热”的热度，而依托文物衍生的日历书

在今年备受瞩目。

央 视 新 闻 出 品 的《文 博 日 历 2025

年》基于同名新媒体产品开发，从 400 余

件文物中做挑选，每天介绍一件文物，图

文并茂，不仅展示文物的基本信息、功用

和价值，还介绍文物包含的文史知识、自

然科学知识等，集新闻性、知识性、趣味

性、服务性于一体，图文并茂，可读性

强。该书不仅是一本有一定时效性的日

历书，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文博知识工

具书，读者从书中可以查阅全国一两百

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从海报页观文物

之颜值，从文案页品文物背后的故事；兴

之所至，可以在“今日打卡”处记录；扫

码还可实现博物馆一键预约，与心仪的

文物实现线下见面。

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国博日历：二〇

二五·农历乙巳年》以时间为线索，精选

365 件馆藏精品文物，按照年代顺序梳理

编排，每一件文物都经过专家团队的精心

挑选和详细解读，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

可以经文物走进当时的社会生活，在一年

中的每一天都与一件珍贵的文物相遇，感

受历史的脉动。国家博物馆馆藏百万余

件珍贵文物，构筑起展现中华文明永恒魅

力、体现时代价值的文化殿堂。坚持《国

博日历》的编纂出版，不仅是一次次的历

史巡礼，更是文化自信的火种传递。

“特色赋能”

日历书各有所好
在市 场 细 分 、凸 显 差 异 化 趋 势 的

引领下，今年的日历书主题涉及民俗

掌 故 、南 怀 瑾 国 学 、健 康 、萌 宠 等 领

域。主打“特色”赋能，“萝卜白菜，各

有所好”。

《民俗掌故日历 6.0 版（2025）》（以下

简称“6.0科普版”），主体框架为“民俗 科

普 漫画”，一年365天，365个掌故置于案

头，每日一翻，从中不仅感受到中国民俗

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在包罗万象的民俗

生活中，发现众多有趣有料的科学知识

点。“6.0 科普版”最大的特色在于新增了

科普元素，每个民俗条目下面，新增对应

的科普小知识，使民俗掌故和科学普及

有机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源

自生活的各种问题，力求从民俗的角度

探寻科学奥秘，拓宽弘扬中华民俗文化

的渠道。

《南怀瑾国学日历（2025）》是南怀瑾

先生的语录日历，从先生的著述中选取

200 余条语录，主要包含处世之道、家庭

教育、存心立品、节气养生等先生对于入

世做人做事的教诲。在内容呈现上相对

往年风格会更加活泼、接地气。本次日

历主题为“外问南师 内求诸己”，周六周

日为空白笔记形式，方便读者周末闲暇

时光学习“与自己对话”。

日历书有着广泛的老年人群体，健

康类的日历书也颇有拥趸。其中，《华西

医院辟谣小分队健康日历（2025）》是华

西医学大系中一本特别的科普读物，书

稿以日历形式呈现，采用问答的方式对

与医学有关的常见医学谣言、养身保健

误区及日常保健方法做了简明扼要的阐

释。重点介绍了日常保健信息，如对脱

发、口臭、消毒、颈椎保养、健身、肠道消

化等问题作出了科学解答，并提供解决

方案。本书既是一本日历，又是一本医

学科普读物，还可用作日常便签，记录关

键事项和保健知识。

萌宠 已 是 当 代 年 轻 人 线 上 、线 下

关注的热点，今年日历书的萌宠题材包

括熊猫、猫、狗等。《有猫可撸喵呜不停

（2025 日历）》让读者一起云吸全国各地

的萌猫。《今日宜“吸”熊猫》则收录了大

熊猫吃喝玩睡的精彩瞬间，展示了可爱

熊猫慢节奏、没烦恼的生活。

近日阅读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宝

水》，对于来自豫东的我来说，犹如身临其境，这既是一曲

浅吟低唱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之歌，也是一部生动呈现新

时代乡村蝶变的经典作品。在小说作者乔叶的叙述中，

观赏新时代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感知乡村文化生活、人情

世故。

“宝水”是小说中一个村庄的名字。它位于豫北太行

山深处，是一个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

的新型乡村，因为转型而获得了多元力量的参与和支持，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小说紧扣时代脉搏，真实、向

上、美好，无大喜大悲、起伏跌宕，都是平常事平凡人。一

方面突出开发风景区、设立村史馆、经营民宿、打造农家

乐、制作纪念品、借助新媒体宣传推广等乡村振兴这一主

题主线；另一方面又通过风土人情、乡土知识介绍、不同

人物的处事风格和对话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当然，也

没有回避乡村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空壳村、留守老人和留

守儿童等。

主人公是省报记者“地青萍”，一位中年女子，她被严

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城市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

营民宿。小说以“地青萍”的视角，将宝水村村民的日常生

活和人情往来，缓缓展现。透过她的目光，把乡村建设走

向新时代的巨变场景一幕幕呈现。

《宝水》源于生活又高于

生活，整个叙述时间跨度为

一年，讲述了以农家乐餐饮、

住宿等显著提高村民经营性

收入的产业振兴；“外来者”

乡建专家孟胡子、支教实习

大学生和“我”加入的人才振

兴；以设立村史馆、开村晚等

系列文化活动的文化振兴；

以开始注重卫生垃圾处理的

生态振兴。在这个既虚又实

的小小村落里，作者巧妙地将

时代主题融入一系列的“小

事”“小情”中，不仅书写了新

时代新气息的“变”，也书写了

不变中的“常”，那就是乡村延

绵不绝的文化根脉。

王灏

在岁末年初时分，读到韩浩月怀人记事的散文集《在

往事里走动的人》，顿感岁月之流逝显得不那么苍凉，亦或

说苍凉中还有诸多温度。往事的相关影像越明晰，细节的

光越明亮，往事里走动的人则越难忘，甚至被刻骨铭心地

记着。声音、色彩、味道、触感，以及扑面而来、不容躲闪的

整体感觉皆一再提醒着，往事并未走远，往事已然随着生

命辗转至四面八方、跨越春夏秋冬。

书中，我读到韩浩月成长岁月中的若干片段，斑驳、泛

黄又清晰、明亮。在这部散文集中，韩浩月不仅写家人至

亲，也写交情有深有浅、联系或多或少的朋友们。在《曾

和我一起晃荡的少年朋友》中，韩浩月说：“我深切地懂

得，一些男人总是离不开他长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有他熟

悉的生活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也

没有积郁在心的情绪，因为有朋友可以分担。”那些曾经

热闹过的时光，在小小的县城里是不堪记录的一笔，却是

他生命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顾维云、虎子、小强以及四

叔、三叔、六叔、二婶，他们按照命运的旨意排着队，有先

有后地加入韩浩月的命运进行曲中，或是旗帜高扬让韩

浩月追随，或给韩浩月留下恒久的念想，或是互相伤害或

误会过。

不管如何，只要被他写出来的人，都不是匆匆过客，一

定是他生命中的归宿。也许只是若干模糊的、残存的影

像。悲，因为曾经欢愉不再；欣，因为欢愉值得留念。或悲

或欣，都有潜藏的爱意流淌其间。

散文写作境界的提升，绝不能避难就易，绝不能走人

人可行的通衢大道。写散文不难，写好散文不易。近年

来，韩浩月的散文措辞越来越冷静，表述越来越沉着，姿态

越来越独立，文字越来越自我。韩浩月的表述是节制的，

适可而止，哀而不伤，伤而不痛。情感的闸门不轻易打

开，即便打开，也只是打开一道口子，让水流慢慢流淌，

不会形成不可阻挡的气势。或者说，他会理智地按下消

音键，让哭声传出之前即消散于空寂中。他深知过犹不

及，他深知往事当哭必须在痛定之后，他更深知想要写

出往事里的一个个人，不是只有一种路径，而是要不断

打开，不断持续地面对与寻找。对走过一些路、历经过

些许沧桑的人来讲，情感的传递需要的不是亮度，而是

深度。

关乎 往 事 的 写 作 ，是 让 往 事 连 同 与 之 相 关 的 人 复

活 ，它 们 复 活 了 ，沉 寂 、沉 睡 、沉 静 着 的 那 时 的 自 我 同

样被唤醒。如果往事与往事中的人是被动的，那么曾

经 自 我 的 唤 醒 则 是 主 动 的 ，甚 至 是 雀 跃 的 ，那 何 尝 不

是重生呢？

不可忘的是，在往事里

走动的人们，也在故乡里走

动 。 关 于 这 本 书 的 写 作 缘

由，韩浩月说：“我想给亲人

与故乡立一个小传，它不尽

完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美文，力求真实的同时，肯定

也会有些许的疼痛感，但我

不愿意朋友们不敢读它。”许

多时候，因与故乡有关的写

作而疼痛而落泪，何尝不是

一种幸福？既如此，韩浩月

关于故乡、往事、亲人、朋友

的写作就不会停止，午夜梦

回想起过往泪水涟涟之时，

也暗藏着笑意吧。

张家鸿

她曾是一名出境导游，十多年来满

世界飞，工作之余，喜欢逛逛书店买点

旧书；

她也是一位资深驴友，不带团时也

天南海北跑，足迹遍及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突然有一天，她失业了，翻看过去

的朋友圈和照片，内心五味杂陈；

想想过去的诗和远方，翻翻那些年

从世界各地背回来的上千本古旧书。

她决定，开一家古籍书店。

当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家人觉得

她的想法很奇怪，开书店怎么能当饭吃

呢？

但她说，开书店是一种“自救”，能

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终归家人还是支

持了她。

在开书店之前，她先在孔夫子旧书

网开了一家网店，积累点经验；

还专门去了一趟西安，探访当地的

古旧书店；

等一切准备就绪，她开始装修房

子，购买书架，设计牌匾……

2022 年 7 月，她的“君阅籍古旧书

店”开张了。

开业后，她写了一篇自述《失业两

年，我开了一家古籍书店》，一时间刷屏

网络；

很多媒体和新媒体闻风而来，好像

新发现了一处网红现场。

书店开在深圳龙岗区上围老村，这

是一个城中村。

城中村有着城市里少有的烟火气，

餐饮店、五金店、早点摊……外卖骑手

飞驰而过。

小篆体的店招“君阅籍古旧书店”，

乍一看以为是书法教室或是中医门诊；

“室雅何须大 书香不在多”，这妥

妥是一家古旧书店。

店里的古籍，她用塑料套细心地包

裹着，但读者可以自由取出，翻阅；

有很多明清线装古籍、日本得和刻

本以及民国书籍及二手绝版书；

还有粮票、通行证、营业执照、学生

证、工作证……

店里容纳了 2000 多册旧书、600 多

册古籍，以及 1000 多张文献纸品；

因为做导游，她喜欢收集与地理知

识相关的古籍，像光绪戊戌版《海国图

志》等；

她也喜欢收集深圳乡邦文献，像深

圳平湖刘铸伯家族的相关古籍等。

书店目前营收状况不太理想，但她

还是决定“熬下去”；

门可罗雀的时候，叫门口的小孩子

来书店里玩耍，让他们看那些以前的小

玩意儿；

每天在社交平台更新书店的藏本，

处理网上书店的各种订单，有时还到市

集去摆摊……

认真地把眼前的书店开好，成为她

现在生活的全部重心；

慢慢地，她找回了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节奏，店休时还可以去跳个街舞；

收获到了很多此前未曾预料过的

收获，结识了很多古籍文化的同行者；

她叫何君茹；

一个乐观、开朗而执着的女孩；一

个有理想，并坚守信念的女孩；

在深圳城中村开了一家古籍书店，

为城市留一盏读书的灯。

《宝水》：

一曲乡村振兴之歌

日历书：

“年货类”图书的“年年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在往事里走动的人》:

往事里潜藏涌动的爱意

君阅籍：

一个人的古籍书店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新作 述评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之后，我们不自觉地进入“过年”的状态：开始将公历换算成农历，筹备年货，开启春节倒计时，这是国
人独有的时间感觉和文化体验。

过去，人们挑选的“年货”中挂历、日历乃至黄历是必不可少的。与腕上手表、掌中手机中的时与日、年与月不同，它们承载的
“宜忌”“二十四节气”等文化讯息，是国人“时间感觉”的具象化存在。

近些年，愈加火热的“年货类”图书——日历书，更是将一串时间数字赋予了新的文化属性。正如古语所云：“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日历书也是如此，它做到了“年年出、年年新”。

作者(左)与何君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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