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凤凰“共同成就、相互成就”
顾建军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K12技术与工程
教育教席主持人，国家中小学通用技术教
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他深耕我国中
小学基础教育研究 30 余年，主编通用技
术、劳动、综合实践、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
国家、地方教材十余套，出版专著20余本，
发表论文 100余篇，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作出了卓越贡献。2017年荣获国际技术与
工程教育协会（ITEEA）卓越贡献奖，入选

“2023江苏教师年度人物”，2024年荣获江
苏省五一劳动奖。

顾建军与凤凰集团结缘于 2000 年的
第八次新课程改革。当时，顾建军开始主
持研制我国第一本《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
准（实验）》，希望有一家出版社能担负起研
发通用技术教材的光荣使命。自此，开始
了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长达 24年的合
作。

多年来，顾建军带领团队与江苏凤凰
教育出版社编辑不断探索、大胆创新，编写
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通用技术
教材。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苏教版通用技
术教材具有良好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苏教
社的品牌，产生巨大影响。此外，顾建军与
凤凰集团旗下苏人社、苏科社、音像社、凤
凰职教、教育发展公司等都有不同程度的
合作。

顾建军用“共同成就、相互成就”这八
个字总结他与凤凰集团多年来的合作，“我
与凤凰集团多年来共同开拓的通用技术教
材、劳动教育教材，都成为该领域全国的范
本，引领了中小学技术学科与劳动教育领
域课程教学的改革。我个人也从合作中获
得了专业化的成长，深化了对教育出版的
理解。”

提升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地
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顾建军始终秉持“真做教育，做真教
育”的理想信念，作为我国中小学技术与工
程教育的开拓者，他先后主持研制普通高
中技术课程标准、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
标准、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课程指南等，
创新性构建了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认识
论与实践论相统一的“双螺旋”课程内容结
构，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不断提升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地位、影响
力和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顾
建军主持的教学成果“面向真实世界的普
通高中技术课程实施体系研究与实践”项
目，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等，学术成果《教育与反贫困》
《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获得省部级
一等奖 2项、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
二等奖 1项等，所主持的中小学通用技术
教材研究基地获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成为该领域国家重要智库。

作为我国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的建设
者，顾建军基于劳动教育领域的长期研究
积累，深度参与了我国新时代劳动教育体
系的建设。主持研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第一部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经历劳动课程实践形
成重要指导，创新性提出“三维四径一贯
通”劳动教育体系理论和“做学悟行”劳动
教育实践范式，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的
建构和我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课程机制
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顾建军还是国际儿童青少年技术与工
程教育的发起者。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中，技术与工程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他呼吁教育工作者以历史的责任感实施教
育改革，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科技
工程人才。2006年，顾建军主持召开我国
首届中小学技术教育领域国际学术会议，
并于 2009 年较早地把国际 STEM教育理
念引入国内，努力促进中小学技术与工程
教育的国际化，先后应邀赴 20多个国家、
地区进行学术交流。2022年，他牵头申报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K12技术与工程教育
教席获国际专家评审通过，这也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在国际上就该领域设立的第一
个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教席。

在顾建军心中，凤凰集团是富有理想追
求、使命担当、教育情怀的出版企业，“这些年
来，凤凰出版了不少精品和传世之作，成绩斐
然，在教育出版领域有独特的贡献。对凤凰
出版人精益求精、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创
新追求、开拓进取的出版干劲，我很佩服。”

顾建军说，新时代的出版业面临着新的
使命和挑战，他祝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赓续
前行，再创辉煌。“未来我会和凤凰集团有更
加紧密、更富有战略性的合作，向着共同的目
标，我们的一切合作都是美好的相遇。”

顾建军：
携手凤凰，领跑我国中小学技术与工程教育

丁帆：
推动江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进步与传播

因《中国乡土小说史论》
结缘凤凰

丁帆是久负盛名的学者、批评家、
作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1979年起，他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
表论文五百余篇，出版论文集十余部；
发表散文随笔两百余篇，出版散文集十
余种；主编教材专著百种。作为当代文
学研究领军人物，他关注文学精神内核
与审美价值，积极参与文学教育普及，
将丰硕研究成果、精深学术观点传授分
享给更广泛的读者。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丁帆和
凤凰集团一直有着密切合作关系，和凤
凰旗下各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逾百本书
籍。合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
丁帆申请获得中国第一批的国家社科
项目，其成果《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就是
在当时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即今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评论界认为，在这
本书中，丁帆将“地方色彩”和“风俗画
面”融合而成的“异域情调”作为衡量与
规范乡土小说的准则，将中国乡土小说
的发展放在世界乡土小说发展的参照
系中进行考察，借助新的视角，建构了
中国乡土小说70年的历史框架。该书
也是中国学术界在该专业领域内引用
率最高的一本书。

《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出版经
历，给丁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三十
几年过去了，该书重版时，他在序言
里，首先提到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的老社长蔡玉洗、老编辑朱建华，“虽
然他们已经去世了，但我很深切地怀
念他们。”

《江苏新文学史》是江苏
文学的宝贵财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不久前出版
的《江苏新文学史》，由丁帆担任总主
编，江苏省内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一批
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编撰。《江苏新文学
史》是梳理研究百年江苏文学文脉的
重要工程，是构建中国文学研究学术
体系的重要探索，也是江苏构筑文艺
精品创作高地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江
苏在全国省域文学史写作中走在了前
列。

该书上起1892年，下讫2019年。
全书凡12编30卷900多万字，共涉及
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其
中，文学思潮与批评编2卷、小说编6卷、
通俗文学编2卷、诗歌编3卷、散文编3
卷、报告文学编2卷、传记文学编2卷、戏
剧影视编4卷、儿童文学编3卷、世界华
文文学编1卷、网络文学编1卷、文学报
刊编1卷。同时，还配套编辑了《江苏新
文学史史料选》40卷。

开阔的学术视野、总体性的梳理和
架构、海量的文学史料、多样的作家选
择、细致的文本分析，是《江苏新文学
史》的显著特点。皇皇巨著，不仅是江
苏文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新文学研
究的重要成果。

“凤凰编辑们的坚持，对
我也是一种鞭策”

丁帆与译林出版社也有过多次合
作，“我本人阅读译林出版社的书，就
有好几百本。写了不下几十篇评论文
章，在国内各个报刊发表。今年，我即
将出版的书评《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
就在译林出版社。”

丁帆还与包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
社在内的凤凰旗下多家出版社有过合
作，那些深夜与编辑团队里的成员们
电话讨论选题、讨论书本内容的经历，
令他十分难忘。丁帆说：“要感谢所有
认真阅读和编辑我的作品的编辑，还
有找出我书中错误、对我的著作提出
宝贵意见的编辑们，要感谢他们。之
所以和凤凰集团有三十多年的合作关
系，就是建立在与各个出版社相互信
任的基础之上。在商品大潮的时代，
凤凰的编辑们的这种坚持，对我也是
一种鞭策。”

2024年 8月，丁帆工作室在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揭牌成立。丁帆与凤
凰的合作，开启新的篇章。丁帆说，凤
凰作为中国一流的出版集团，他希望
凤凰推出更多更好的书，“继续把一流
的好书推向全世界，也希望我自己和
凤凰永远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

出版《捎话》首度与凤凰结缘

刘亮程，现任新疆作协主席，中国作协
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
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1998 年，
《一个人的村庄》横空出世，让刘亮程蜚声
文坛，这部散文集承接中国悠久灿烂的散
文传统，从对日常岁月的诗意感悟通向“人
的本来”，庄严揭示民族生活中素朴的真
理。从《虚土》到《本巴》，他的小说以一种
世界性叙事方式，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的丰
富维度。沉静，博大，深厚，他的文字是自
时间深处发出的文学歌吟，从一棵树的枯
荣领悟生命的永恒，从一只鸟的啼鸣联想
祖先的命运。天地之间，古今之间，生死之
间，他创造了独属于他的梦世界。

以诗人出道，成名于散文，又以小说收
获中国文学最高奖。常有人问刘亮程：是
怎样从一个诗人转变成小说家的？对此，
他回应：“我仅仅是把诗歌写成了小说，把
诗歌意象写成了故事，这是我作为一个诗
人内心的固执，可能也是我的小说和其他
小说不一样的地方。”

刘亮程不屑于去讲一个俗世中的故
事，即使面对的是苍茫时间，他也会写一部
小说，就像《捎话》。这部小说写的是一千
年前西域两个城邦小国之间的信仰之战，
一种信仰要消灭另一种信仰，让敌对方几
千年的信仰改宗。在刘亮程看来，那块土
地上数千年的其他历史都是“小”的，因为
那些历史都只是改朝换代，唯独那场跨越

百年的战争是真正改变人们心灵的，因为
它要消灭的是敌对方的语言。

一部《捎话》，捎来了刘亮程和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的缘分。2018年，刘亮程经朋
友介绍，将这部长篇小说递到了译林出版
社的总编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
连夜看完了我的长篇小说，第二天就给出
了明确答复，要出版这本书。”《捎话》出版
后，译林出版社做了一系列的推荐工作，在
北京开研讨会，并且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
动作品的海外传播。《捎话》英文版、阿拉伯
文版、马其顿文版相继输出，另有多国出版
机构持续关注。这让刘亮程看到了译林出
版社的专业性、敬业精神和综合实力，对译
林产生了巨大的信任。2019年，刘亮程将
全部重要作品的独家版权授予译林出版
社。

2022年初，译林出版社推出刘亮程的
长篇小说《本巴》，以其领衔的“刘亮程作
品”（独家典藏版）也整体面世。这一版本
首次囊括刘亮程全部重要作品，包括代表
作《一个人的村庄》，小说《虚土》《凿空》《捎
话》，唯一访谈随笔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
聊》，2024年年初推出全新散文集《大地上
的家乡》，完整呈现其创作全貌和精神世
界。

《本巴》登顶，凤凰“破局”
小说《本巴》以《江格尔》为背景展开，

塑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
二十五岁的本巴世界。故事的主人公是洪
古尔、赫兰和哈日王三个孩子。搬家家，捉
迷藏，做梦梦，孩子们把残酷的战争生活，
做成好玩的游戏。“孩子出生后可能有一个
阶段难分梦与醒，大人也不知道告诉孩子
晚上做的梦是假的。”刘亮程经常做被人追
赶的噩梦，从少年、青年到中老年，他也时
常在思考梦中的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长
大，在《本巴》的故事中，三场被梦控制的游
戏再现了梦中的追赶、躲藏，“把梦中的危
难在梦中解决，让梦一直做下去，这正是小
说《本巴》的核心。”

2023 年 8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五
部获奖作品揭晓，刘亮程的《本巴》名列其
中。这是江苏出版界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在这个中国原创长篇小说最高荣誉上首次
斩获殊荣，也书写了一段作家和出版社互
相成就的佳话。

在与译林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刘亮
程常感到一家出版社给予一个作家的温
暖。“译林出版社有优秀的编辑团队，他们
能够理解我的作品。我的几部小说《凿空》
《虚土》，尤其是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
版二十多年来，在一个又一个出版社‘流
浪’，最后到了译林出版社，这里成了我和
我的作品的一个‘家’。”

“凤凰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美丽，属于
天空。未来我肯定会与凤凰的译林出版社
有长久的合作，愿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变
老。”

刘亮程：
凤凰属于天空，愿与凤凰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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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文明燃薪，为文化传灯
在第五届凤凰作者年会上，“金凤凰”奖章揭晓，授予著名历史学家、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著名学者、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
帆，著名作家、新疆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顾建军四位名家。他们与凤凰携手同行，共生共融，在人文社
科出版、文学出版、教育出版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白雁 陈曦 姜斯佳 王凡/文 顾炜/摄

几经挫折得窥史学真义
2024年，86岁的张海鹏先生进入中

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已整整60个年头。
青年时期偶入史学之门，几经挫折得窥
史学真义，终成中国近代史大家。

他任《复兴文库》副总主编，400余
篇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在当代中国学
术史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担任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近代史》首席专家，教育部统编高
中历史教材总主编和义务教育历史教科
书编修委员会主任，百年树人；他平生最
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近代
通史》和《台湾史稿》，是中国近代史和台
湾史的奠基性著作，均由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出版，影响深远。

人生重要关头的两次阴差阳错，成
全了张海鹏与中国近代史的缘分。

1939年5月，张海鹏出生于湖北一
个农民家庭。家乡浓厚的革命传统、兄
长投身新四军的经历，给童年的张海鹏
留下深刻印象。1959 年高中毕业时，
喜爱外语和外交的张海鹏前三个志愿
填写的都是外文系。结果录取通知一
来，是第四个志愿：武汉大学历史系。

张海鹏在大学的学年论文做的是秦
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做的是苏美建
交问题。1964年大学毕业时，他原本想
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
的研究生，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通知他，
要他报考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结果考
上了却没能去成，最后被中国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挑走了。此后，他的人生和
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紧密联系在
了一起。

与凤凰几代出版人结缘
2006年，由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

通史》（十卷本）出版，近代史所几代学者
的夙愿得以实现，而这套书的出版也凝结
了凤凰几代出版人的心血和努力。

据张海鹏介绍，从1999年开始，他
在设计《中国近代通史》框架结构的同

时，就已经在物色出版社。“同几家出版
社接触过，不得要领。不久，又有江苏
人民出版社愿意谈谈。与课题组成员
几经比较，最后选择了江苏人民出版
社。”

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能
够占领学术制高点和具有传世价值的
长版书的出版，提出了大众精品和学术
经典的主张。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
长兼总编辑吴源看中了这一重要选题，
爽快应允提供编撰启动经费，双方一拍
即合。2000年8月，张海鹏代表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吴源签订了
出版合同，一切都很顺畅愉快。责编金
长发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来，就去近代史
所探问情况。几乎每个月都有电话，关
键的时候，甚至每个星期、每天都有电
话。

《中国近代通史》只用了七年多的
时间完成编写、出版，史学界普遍认为
是一次很大的成功。2007年，张海鹏
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记者采访
的时候，谈及《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管理
经验，认为课题组与出版社的“双向管
理”，是《中国近代通史》得以顺利编撰、
出版的重要经验。

《中国近代通史》出版之后，张海鹏
个人感觉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总起来
说，时间紧张，磨得不够，还存在着很大
的修订空间。但回过头来想，磨的时间
多长才是够呢？一拖下去，可能就是胡
子工程。”

《中国近代通史》出版时，张海鹏提
出了 10 年后修订再版的希望。2017
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希望获得版权。
江苏人民出版社得到消息后，时任总经
理徐海、副总经理府建明立即赶赴北京
与张海鹏交换意见。张海鹏又组织作者
到南京召开座谈会，明确了修订再版的
要求等事项，确定了大体上10%的修订
比例。大约一年内，各卷作者完成了修
订。从2022年开始，与张海鹏保持密
切联系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现任总编
辑谢山青。刚接任不久的她，非常关心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送审，几次到北京，
传达集团和王保顶社长的关注，抓紧审
查意见的落实，完善编辑出版流程。
2024年1月修订版终于完成出版。

2008年，《台湾简史》编写工作启动，
此时他又想起了吴源，希望在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吴源建议他与凤凰集团旗下
专业从事文史出版的凤凰出版社联系。
凤凰社对这一选题表示欢迎。与张海鹏
经常联系的是陈晓清编辑。双方讨论决
定，在凤凰社开辟“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
史研究中心丛刊”。丛刊的第一本，就是
2010年出版的《台湾简史》，约33万字。
这本简史，随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取得凤
凰社授权，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发行。
《台湾史稿》108万字，在2012年出版。

《台湾史稿》写出了从台湾古代到
现代的台湾历史，勾画出了台湾历史的
轮廓，以一个中国为原则，写出了中国
历史中的台湾史，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论
证了“台独”史观的虚妄，至今仍是一部
最有权威的台湾史学术著作。

“悠悠岁月，如驹过隙，一晃我已
86岁了。”张海鹏说，“我期望还能努力
加餐饭，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心态，
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贡献一点余力。”

张海鹏：
史学大家孜孜不倦，学术出版频添华章

张海鹏、丁帆、刘亮程、顾建军四位名家

致敬作者！
第五届“金凤凰”奖章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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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

《江苏新文学史》

《本巴》 普通高中教科书《通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