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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成了人们提高生活
品位、寄托文化追求的生活
伴侣

旅游达人、摄影师邱磊是一位爱猫
人士。同时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
好看的日历。“我家每年都会买一本国外
的日历，365 天，全是猫主题。”去国外旅
游时，碰上精美的风景主题月历，他也会
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

邱磊说，他对日历的喜好，完全是由
于他对优秀摄影作品和精湛印刷制作工
艺的追求，二者缺一不可。“国外的日历和
明信片一样，大多使用当地最有代表性的
摄影作品，其中还有很多大师作品。那些
印刷精美的挂历，大多不大，顶多采用 8
开对折，和笔记本差不多大小，既可以欣
赏，又可以在上面记事，观赏和实用价值
都有了。可惜，国内此类日历实在太少。”

邱磊对高质量日历的追求，也是大
众的共同追求。最近有网友征集 2016
年有创意的日历，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积
极响应，其中新版《故宫日历》位列榜
首。从 2009 年推出至今，它的销量连年
翻番，今年推出的 2016 版，首印 20 余万
册不到 1 个月就被抢购一空，创造了一
个日历销售史上的奇迹。

这是一款怎样的日历呢？暗红色的
布纹封面，给人沉稳大气的第一印象，被
读者亲切地称为“红砖头”；翻开日历，每
一页的正面是当天的日期、农历、节气，
背面是一件印制精美的故宫藏品，配以
简明扼要的说明文字。值得一提的是，
每天的日期都采用“碑帖集字”的形式，
一月一循环，天天不同。

说起这本日历的由来，故宫出版社
文化旅游编辑室主任王冠良感触颇深。
她说，2009 年一次给故宫出版社的新编
辑培训时，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
淼提到了民国版的《故宫日历》。一句不
经意的话却让故宫出版人的脑海里闪起
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出版《故
宫日历》呢？

由于是第一年出版，加之已是六七月
份，要出版明年的日历，时间非常紧张。最
重要的，民国日历古朴大气、韵味十足，于是
出版社决定直接复刻，向先贤致敬。经过
反复比较，编辑们发现，1933年出版的第一
本《故宫日历》是由当时的故宫院长易培基
题写的书名和日期，到了1935年，就换成了

“碑帖集字”的形式。最完美的当属1937年
那本，不仅书名，每天的日期都使用的是“碑
帖集字”。“于是，我们决定以1937年这本为
底版进行复刻。排版时完全采取民国原汁
原味的字体和版式，没有使用任何一个电
脑字体，就连朔望日和以前发电报用的韵
目代日都像搬家一样地搬了过来。”

“我是 2008 年来到故宫出版社的。
《故宫日历》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与故宫
出版结缘的开始，对它非常有感情，也倾
注了许多心血。”王冠良感慨道，民国版
的《故宫日历》传达出的是当时故宫人对
文化的那份坚守。当时由于战火的逼
近，环境波谲云诡，故宫文物面临南迁等
重要问题，举办展览让民众参观已是非
常困难。而以日历这样一种形式向民众
展示故宫的馆藏文物，能给大家的日常
生活带去些许文化慰藉和心灵守望。如
此看来，小小日历也算是有了新身份，它
成了人们提高生活品位、寄托文化追求
的生活伴侣。

精耕作 拼细节

日历对印刷质量要求很
高，但定价又必须亲民

2010版《故宫日历》一经推出即大受
市场欢迎，给了故宫出版人极大的信心和
勇气。他们决定连续推出《故宫日历》，也
决定以生肖作为其或隐或显的主题。

“2011年是兔年，从兔子本身的特性
出发，我们一开始决定以玉器作为主题。”
王冠良介绍，“但等打样回来，我们就傻
了，效果太不理想了!”由于是黑白印刷，
完全体现不出玉器温润透亮的光泽和质
感，全部灰成一片。当时时间已经很紧张
了，经过与领导沟通，最后他们还是选择
了线条感较强的书画，题材以仕女、花鸟、
婴戏等以温润文雅见长的内容。在版式
上，取消了与现代生活无关的韵目代日，
增加了节气、物候等内容，这也引发了许
多读者对“七十二候”的不小兴趣。

由于黑白印刷对题材的选取很有限
制，将日历升级为彩印的想法也就提上
了议事日程。但 700 多页的内容，成本
必然会大大提升。“时任文化旅游编辑室
主任的江英老师提出，能不能试试轮转
机。于是我们考察了许多轮转机印刷企
业。因为日历对印刷质量要求很高，但
定价又必须亲民。经过反复测试、调颜
色之后，我们推出了 2012 年版《故宫日

历》，而从黑白到彩色的升级，定价只增
加了 6元钱。”王冠良说。

“由于不同生肖的情况差异，相关文
物和藏品的数量差异很大，因此我们也
从生肖引申出了不同的专题，比如兔年
的仕女画、蛇年的山水画。”故宫出版社
副总编刘辉表示，“明年是猴年，因为猴
子生性活泼的特点，我们就把它引申为
娱乐的主题，如宫廷娱乐、文人的娱乐、
女性娱乐、孩子的娱乐、戏曲、祝寿、音乐
歌舞表演等等。这样做一是主题非常鲜
明，二是可以借此展示许多以往没有呈
现过的文物，尤其是一些风俗画。这些
画作虽然不是美术史上的名作，但具有
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可以让人们
了解更多古人的生活习俗和娱乐方式。”

2016 年《故宫日历》特别邀请了故
宫博物院著名书画专家李湜担任作者，
这也是《故宫日历》首次邀请相关文物专
家撰稿。“作为院里的专家，李湜老师对
藏品非常熟悉，找东西会比我们方便得
多。应该说，2016 版会比我们以前自己
做时更专业。”刘辉说。

“《故宫日历》解说词的语言要求平
实、接地气，或介绍画作背景，或概括其
艺术风格、寓意，都要在 100 字左右的篇
幅内完成，这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此
外，要在故宫 5 万多件书画藏品中，选取
既符合主题，又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画
作，也是一个难题。”李湜表示，从开笔到
完成，共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间所花
心血可以想象。

创意新 巧发挥

通过智力付出，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日历传播文化的功
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
情趣

《故宫日历》火了，被模仿和被盗版
的尴尬也接踵而至。王冠良表示，他们
在网上发现了不少盗版《故宫日历》，印
刷质量看似不差，但翻开有一股油墨的
臭味，细节上也存在粗制滥造的现象。

“对于简单的抄袭模仿行为，我们将诉诸
法律。当然，我们欢迎有创意的模仿，大
家通过智力付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日
历传播文化的功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
增添情趣。”

受到《故宫日历》的启发和影响，越
来越多的创意日历、文化日历出现在人
们的生活中。其中读库《日课》系列一经
推出，就备受读者推崇。《日课》责编杨雪
表示，2010 年，他们在修复一套民国老
课本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简单的文字
中流露出的美感和力度。在推出全套

《共和国教科书》的同时，他们也在考虑，
是否能利用一种新的形式让这些优美的
文字更好地贴近人们的生活。“从 2013

年开始，我们采用一日一课的形式，推出
了《日课》系列日历本，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展现老课本的文化魅力。这样不仅适
合儿童认识世界、记录人生，也更方便大
人温故知新。”

《日课》以春夏秋冬四季为题，分为 4
册。在内容的选编上，与节日、节气、生
活实际紧密贴合。春节时的选文，启发
儿童对新年新岁的认识；清明、端午、七
夕、中秋等传统节日，也有相应的图文展
现前人的过节场景；还有三五句成篇的
小故事，介绍生活常识、讲述农耕之美，
向儿童传授浅显易懂的道理。“竹几上，
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
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简单几句，勾
勒出的场景如在眼前。

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量巨大的全屏
时代，视觉满载和信息超载让读者应接
不暇。《日课》系列借鉴日历的形式，犹如
古代山水画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无
尽的想象与回味空间，让人们每天都能
感受到汉语的亲切和美感。“《日课》系列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大朋友和小朋友的
共同欢迎。由于使用的是繁体字，小朋
友不易辨认，这套书还成了亲子共读的
很好选择。选用的一些黑白线图还能作
为填色图，这是读者给我们这套书开发
出的新功能。”杨雪笑着说。

除了内容上推陈出新，日历在外形
设计上也是极尽创新，已经成为设计师

“拼创意”的舞台。英国一家设计工作室
推出一款基于云计算的乐高日历，用不
同颜色的乐高积木代表正在做的一件事
或一个项目，还可以通过扫描同步到谷
歌日历上；马德里一位设计师设计出一
款“刮刮乐”日历，每过去一天就用硬币
刮去日历上的数字；乌克兰设计师设计
的火柴日历，每过一天，就可以将代表

“昨天”的那根火柴燃烧掉，引发大家对
时间和生命本质的思考。

如果你对这些日历都不满意，那么
就动手制作一款属于自己的日历吧。邱
磊说，他现在与朋友合作，每年都制作一
款属于自己的“猫日历”，用自己在世界
各地拍摄的猫的照片 PS 成不同的场景
和故事。在他的日历里，一只只小猫化
身成“天使”、“时尚大咖”或“厨师”，让人
看了忍俊不禁。“这是很好玩儿的
一件事。”邱磊说。

日历 每天一堂文化课
□ 李 丹

说到日历，许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
是“已经过时了”。爷爷奶奶那一辈经常
使用的“月份牌”，父母那一代家中常备
的挂历，已在生活中渐行渐远。现如今

“80后”“90后”，想要查看日期时第一反
应就是掏手机，各种各样的手机日历已
经替代了纸质日历的功能。

不过近几年，随着创意日历、文化日
历的兴起，日历又悄然回到人们的视野
中来。除了指示日期的基本功能外，这
些设计新颖、印制精良的日历，也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伴侣，发挥了传播
知识和增添趣味的独特功能。

我平时读书有一个标准，不论
是名人大家的扛鼎之作，还是无名
作者的清淡小品，都需要一种舒服
的感觉。就是说，这书必须是清爽
的，让我一接触就心情无限怡然，
神清气爽。

我所说的清爽的书，并不单纯指
书的封面设计以及它的装帧和版式的
美丽悦目。更重要的是书的内容和文
字要干净简洁，凝练优美。书籍的目
的之一就是要向读者传达美的芬芳
——文字的美，情感的美，思想的
美。可以说，美是书籍不可缺少的灵
性，也是一本书的灵魂。

一本清爽的书拿在手里，感觉舒
服畅快了。有了这种舒服的感觉，就
会产生浓郁的阅读欲望，就会聚精会
神地去用心阅读这本书。

我的藏书不是很多，但是，我的
藏书却大多是清爽的书。

藏书和交朋友一样，需要志趣相
投、心有灵犀才行，这和个人的喜好
有很大关系。

我曾经许多次怀着愉悦的心情
阅读清朝大才子袁枚的 《随园诗
话》，这是一本清爽的书。那清雅的
文字，那美好的表达，那简洁的叙
述，有着淡淡的喜悦，又有着淡淡
的妩媚，有着浓郁的情思，又有着
浓郁的文化气息。阅读这样的书，
心中盈满无法言说的舒服和快乐。
尤其是在细雨潇潇的静夜里，泡上
一杯清香袅袅的茶，就着温暖明亮
的灯光，读着这样清爽的书，真是
人生中难得的赏心乐事。

我还喜欢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尺牍小品集。尺牍就是书信，是才
情横溢、风姿楚楚的年轻女子用满
腔情思和不俗的才华渲染而成的文
字。她们的书里洋溢着灵动飞扬的
才情，跃动着幸福的憧憬，那简洁
明快的文字里融合着睿智和哲思，
很耐人寻味。阅读的时候，仿佛与
端庄美丽的红颜知己愉快畅谈，既
愉悦了心情，也获得了审美的满
足，这样清爽的书，真的让我百读
不厌，犹如一束清秋时节的菊花，
其香清远，其韵幽雅。

我还有一套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
的《聊斋志异》，是文言版的。没有
豪华的装帧，没有浓艳的图画，有的
只是淡青色的封面，“聊斋志异”四
个字是黑色的，虽然朴素，却古色古
香，很有韵味。我素来喜欢蒲松龄那
雅丽精练的文字，常常在闲暇的时候
静静阅读。翻开《聊斋志异》，感到
有一抹经典的、怀旧的味道扑面拂
过。由于它不是很厚，也不是很笨
重，因此很适宜随身携带。但是，我
总是舍不得携带它外出，我怕弄坏了
它的书页，更怕一不小心遗失了，会
留下终生的憾恨。我这样的想法有些
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对于深爱
《聊斋志异》的我来说，这书就是我
的无价之宝。

如今，当我闲暇逛书店的时候，
看着琳琅满目的书籍，心里总是感慨
万千。现在的书越来越豪华了，包装
也越来越讲究了。可是，我苦苦寻
觅，却很难找到那些清爽的书了。大
多的时候，我总是在书店里寻找半
天，最后空着手怅然离去。

也许，是我对书的选择过于苛刻
了。但我想，和我一样严格选择书的
人一定很多。读书，也不能太随便
了。这大概和寻找伴侣有点相像，寻
找伴侣能随便吗？回答当然是否定
的：不能。读书能随便吗？我当然也
要肯定回答：不能。真的不能。

书就类似于人。清爽的书，就是
干净清雅、气质风度都动人心弦的那
些人。而那些只注重豪华包装而且一
味媚俗的书籍，则如浓妆艳抹、俗气
矫情的女子，不仅弄巧成拙，而且让
人厌烦。

我想，不论是选择读书还是选择
交朋友，如果要让人选择的话，大多
数人是会选择清爽的那一类的。

愿世上多些清爽之书。

清爽之书

□ 王吴军

书籍的目的之一就是

要向读者传达美的芬芳

——文字的美，情感的美，

思想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