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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6版

网红非遗：
如何从红一阵到一直红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支持的2018非遗品牌大会在广州召

开，与会代表总结和分享了近些年非遗品

牌保护的生动实践，试图为网红非遗寻求

长久生存之路。

文化时评

文化一线

□ 史竞男

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

出版商参展，展出中外精品图书30

多万种；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

5678项，同比增长7.9%；举办1000

多场文化活动，吸引30万人次进场

参观……

为期5天的第25届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

日前落下帷幕。本届图博会以“打造

世界一流书展”为目标，聚焦中外出

版合作前沿议题，充分开展文化交流

与合作，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

了积极贡献。

“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

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图书；北京出版集团

携2000余种出版物亮相，其中《中关

村创业史话》《中国道路的历史与走

向》等图书受到关注……

作为十九大胜利召开后的第一

届图博会，本届图博会集中展示了一

批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主题图书，

并举办了改革开放40周年精品出版

物展，重点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

版业取得的成果。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我们印象深

刻。”刚刚获得第12届“中华图书特

殊贡献奖”的摩洛哥作家法塔拉·瓦

拉卢说，他的著作《中国与我们》已在

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和法国出版，希

望让世界上更多读者了解中国故事。

中国著名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

《古船》输出波兰文版，山东教育出版

社与波兰学术对话出版社在现场举

行了签约仪式。波兰出版人安德鲁

说，希望以此书为开端，出版更多优

秀的中国作家作品，将博大精深的中

国文化展现给波兰读者。

图博会上，来自国内外众多出版

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面对面的

对话交流。中国作家余华围绕“故事

沟通世界”这一主题，与30国汉学家

对话；中国作家网驻站作家新作分享

会上，周大新、乔叶和网络作家“孑与

2”与读者交流。

在2018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

上，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人

齐聚一堂，共商新时代出版业国际化

的新路径。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

事长邬书林说：“我们倡导更多国际

出版合作，出版更多跨文明对话的优

秀图书，让中国出版的精品力作传播

得更广更远。”

用好“家门口”走出去平台

图博会自1986年创办至今，已

跃居世界第二大书展，成为我国重要

的国际版权贸易平台。本届图博会

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出版企业，如企

鹅兰登、施普林格、麦克米伦等出版

公司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

5天来，达成各类版权输出合作

出版意向和协议3610项，同比增长

11.3%；达成引进意向和协议2068

项，引进输出比为1：1.7。众多中外

展商收获满满，国际出版合作亮点

频出。

图博会期间，举办了中南传媒援

南苏丹教育项目教材交付仪式。这

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援外项目，为“世

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量身打造国家教

育体系。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湘表

示，援南苏丹教育项目是响应国家号

召，将“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走出去

战略紧密结合、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

创新之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探索，更

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新世界出版社现场展示了近40

种中国图书海外编辑部的合作成果，

如《中国共产党如何反腐败？》的英文

版、《中国梦，谁的梦？》的印地文版、

韩文版、法文版、英文版、日文版、阿

文版等。

“图博会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合

作的平台作用不断突显。”新世界出

版社总编辑张海鸥介绍，目前，新世

界出版社已在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中国图书海外编辑部10家，有

数十种中国主题图书合作出版项目

在海外落地，并进入当地主流发行

渠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

英文版电子书也在图博会上亮相，今

年7月已通过掌阅等数字平台面向

全球发布。掌阅创始人张凌云说，掌

阅正在把一些优质中文内容，根据海

外用户喜好翻译成多国语言进行推

广。未来，将继续沿“一带一路”的方

向，积极推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

交流。

打造全民阅读文化盛宴

与图博会同期同地举办的北京

国际图书节，为读者献上了一场全民

阅读的盛宴。

王蒙、贾平凹、陆天明、麦家、刘

慈欣、曹文轩、唐家三少、瑞秋·乔伊

斯等国内外知名作家，参加多场文学

交流活动，点燃了读者的阅读热情。

与此同时，AR、VR、全息投影、

3D投影、大屏互动、人工智能……图

书与科技的融合，成为图书节的一大

亮点，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中国出版业

与时俱进的铿锵步伐。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国

内外著名运河专家和画家共同策划，

通过立体化地对运河故事进行深度

挖掘和整合，《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数

字影像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

光。这一展览利用流媒体、虚拟成像

以及三维立体成像等技术，把画中掌

故、人文地理制作成数字影像动画，

描绘出明朝运河通州段的景象，让观

众可以身临其境般感受穿越时空的

魅力。

随“蛟龙号”入海深潜，登“辽宁

舰”尽看战机军舰，乘“天宫一号”遨

游浩瀚星空……在数字科技融合图

书展区，观众可以凭借虚拟现实VR

技术，感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科

技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一位负

责人表示，图博会已经不仅仅是中

外出版业交流合作的盛会，更是众

多国际人士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

重要平台。

□ 应 妮

刚刚结束不久的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将文

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

活力体现在何处？

据官方数据统计，40年间，我国

公共文化设施和产品供给从相对紧

缺迈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博物

馆从340多家增加到4700多家，公

共图书馆从1200多家增加到3100

多家，文化馆(站)从不到7000个增加

到 44,000 多个，艺术表演团体从

3100多家增加到15,700多家。目

前，中央、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确立。全国群众文化

机构每年开展活动近200万次，服务

群众近6亿人次。

同时，2017年全国文化及相关

产 业 增 加 值 35,462 亿 元 ，增 长

15.2%，占GDP比重4.29%。文化产

业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高于同期经

济增速。最新出炉的以中国出版集

团公司为首的第十届“全国文化企业

30强”，在主营收入、净资产、净利润

三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且净资产首次

突破4500亿元大关，净利润首次突

破400亿元大关。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

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自2008年1月中宣部、财政部、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

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

知》至今已经10年了，全国近九成的

博物馆实行了免费开放。目前，全国

博物馆年接待观众已达9亿人次。

以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河南博

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为首各大博

物馆在陈列展览、宣传教育、行政管

理、文创产品开发等诸多方面的发

展，进一步提高了博物馆展览水平和

社会宣传教育的功能，同时与社会力

量的合作不断增多。

全国各省市县文化部门着力打

通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如浙江台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服务，深度参

与市民讲堂、市民书友会、文化超市

等服务项目；山东东营建设数字文化

广场开展文体礼仪活动和远程辅导

培训；贵州毕节力推新时代农民(市

民)讲习所，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全覆

盖……这些创新做法在政府主导的

前提下，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着力解

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中存

在的矛盾问题。

在文化产业领域，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

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

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

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

革规划纲要》提出，做优做强做大一

批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文化整体实

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十三五”末文

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文化消费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现已成为共识。无论从发展文化

产业还是推动中国在新形态下经济

的健康发展来看，都需要把这部分潜

力巨大的消费激活出来。观看电影

或演出，专注网络游戏及周边，购买

文创艺术品等，都成了时下颇时髦的

消费方式。

更让人欣喜的是，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电影产业促进

法、网络安全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则

为文化法治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在文化“走出去”方面，中华文化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刚刚落幕的第二十五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

协议5678项，引进输出比为1：1.74

创下新高，一大批主题类、科技类、少

儿类等图书排在版权贸易尤其是版

权输出前列。

目前，中国已经有昆曲、京剧、书

法、中医针灸、活字印刷术、二十四节

气等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

录，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从1987年

长城、故宫等成为我国首批入选的世

界遗产，到如今以53处世界遗产位

居世界前列。中国政府与157个国

家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建成35个海

外中国文化中心。

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的挂牌

成立，让中国网友感叹“诗和远方终

于走到了一起。”文化体制改革亦还

在路上……

不断提升
中华文化影响力
□ 任 评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展

形象”的重要使命任务，明确了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的工作要求，为我们在新形

势下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外宣工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同时也面临最大压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对外宣传应势而起、乘势而上，国际

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差距正在缩小。

一方面，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

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

带一路”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国

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提

升。另一方面，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之中，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对

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主动做工

作，推动对外宣传创新，着力重塑外宣业

务、重整外宣流程、重构外宣格局，努力

开创外宣工作新局面。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讲好中国

故事是外宣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提升中

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从毛泽东同

志向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讲述

“延安故事”，到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故事

介绍中国道路和共建美好世界的理念主

张，善于通过故事传播理念、以理服人、以

情动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今

天，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是讲清楚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为什么管用。我们要围绕国际社会关

注的问题，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

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同时，要采用外国

人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

生动鲜活讲，贴近中国实际、贴近国际关

切、贴近国外受众入情入理讲，平等待人、

虚怀若谷、真诚亲和讲。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做好外宣工作，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

力，既要宣介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传播优

秀当代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

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

要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不能停留在舞个狮子、包个饺子、耍套功

夫上，不能满足于向国外提供一些表层的

文化符号上，关键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

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

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提升中

华文化影响力不能厚古薄今，更要注重展

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人的精

彩生活，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

值理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走向海外，既

要入乡随俗又要入情入理，努力进入主流

市场、影响主流人群。

文化体制改革在路上 不断端出热腾腾“大餐”

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聚焦中外出版合作前沿议题，充分开展文化

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积极贡献

搭建起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化平台

3D大运河景观长卷
亮相北京图博会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在日前开

幕的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上亮相。一张高3米、长25米的

巨幕上，三维动画与二维场景融合

的科技手段令原创历史长卷中的千

人、百船“活”了起来，动态再现了大

运河的历史风貌和古今故事。图为

观众参观3D大运河景观长卷。

贾天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