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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文化时评

文化市场

海纳百川
文化交融的上海气质

悠长的文脉绵延伸展，深厚的底蕴被触

动激活，今天的上海依然吸引着世人的目

光，全球文化人在这里轮番登场，具有上海

风格、时代特色的原创作品从这里出海远

航，上海越来越显露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独

特魅力。

6版

□ 周 玮

这是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厚积薄

发的中国文化正在努力书写繁荣兴

盛的历史新篇章。改革开放40年的

伟大实践，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蓄

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盈的精神动

力。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坚定文化自信、锐意进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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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提升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优质的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正是人民美好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东营市在完善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同时配套建设了

乡村剧场，许多村民反映“乡村剧场

让村里多了一个阵地，少了几桌麻

将；多了一些交流，少了一些埋怨；多

了一支队伍，少了一些纠纷”。

上海市嘉定区推进公共文化服

务迈进“云时代”，“文化嘉定云”平台

形成了“文化菜单—场馆预订—文化

众筹—网上书房—数字展馆—精品

资源”等板块和一个综合性的“文化

分享圈”，百姓登录后可尽享“互联

网＋文化”带来的种种文化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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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按

照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

各地大力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共

建共享。这些实践推进了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标准化，保障了

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的基本文

化权益。

来自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全国

群众文化机构每年开展活动近200

万次，服务群众达五六亿人次。以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施

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

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密集

出台一系列政策，提质增效精准出

招。如出台的《“十三五”时期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大力振兴

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

通知》等，以文化助力精准扶贫。

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加快
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新引擎

先来看一组数字：自2012年至

2017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呈逐年

上升趋势，从1.8万亿元增加到近3.5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

3.48％增加到 2017年的 4.2％。文

化产业健康持续加快发展，正在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40年砥砺奋进，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描绘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上升曲线。进入新时代，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深化，一批文化企业和品牌做

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升——

着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场主

体。加大骨干文化企业培育力度，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形

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开展引导城

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选择

有条件的地方采取发放文化惠民卡、

实行票价优惠等方式，促进文化消

费，扶持艺术街区、实体书店、小剧场

等文化消费场所建设。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新型文化业

态不断涌现。对接“互联网＋”战略，

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

实等科技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发展移动多媒体、网络视听、数

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实施

“文化＋”行动，结合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智慧城市建

设等，推动文化产业与教育、旅游、体

育、建筑设计及相关制造业等深度融

合，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
生命力

《中国诗词大会》引起广泛关注，

古风音乐、汉服元素逐渐普及，“为你

读诗”APP流行……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人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中找到文化归属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鲜明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方针。2017年春节前夕，中

办、国办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

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一年多来，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教育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了中华文

化资源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中华老字号保护发展、中华经典

诵读等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有抓手、发展有新路，取得了

实际成效。

与此同时，全国的特色实践遍地

开花：江苏以“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战略，建设城市休闲街区、博物馆、古

典园林、古街水乡等历史遗存的文化

旅游区；江西发挥南昌、井冈山、瑞

金、萍乡等地的革命文化资源，策划

导向鲜明、内容丰富的革命文物陈

列；安徽省探索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

有机融合，打造融合现场、电视、手

机、网络于一体的全新戏曲传播模

式；贵州利用文化产业助推脱贫攻

坚，融合蜡染、苗绣等非遗技艺的服

饰还亮相巴黎时装周，登上世界时尚

舞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正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

□ 沈忠浩

“只要是中国图书，我都很感兴

趣，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中

国的过去和现在，甚至未来……”印

度通用图书公司总裁考沙尔·戈亚尔

一边仔细翻阅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

上首发的《华强北40年影像记忆》中

英文对照版一边说。

这位职业图书出版人曾到访中

国20多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

济社会的发展成就赞叹不已。他注

意到国际市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上

升，希望获得更多中国图书的版权，

将其翻译成多语种带给印度读者。

今年有120家中国大陆展商参

加10月10日～14日举行的法兰克

福书展。像戈亚尔这样青睐中国图

书，在中国展区驻足洽谈的国际出版

商不在少数。中国古典文学、书法、

绘画、中医养生保健等反映中国传统

文化特色的书籍一如既往地受到各

国书商的喜爱。

作为一家以出版中国传统书法

绘画类图书为特色的民营企业，武汉

市新新图书有限公司首次参加法兰

克福书展即获得超出预期的反响。

该公司电商部经理王森豹表示，从水

写布字帖、硬笔字帖到工笔画教学图

书，书展期间前来洽谈合作的书商和

汉语教师络绎不绝。

“从各大书展都可以明显感觉

到，‘汉语热’促使越来越多外国人开

始学习中国书法和绘画，尤其是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们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王森豹说。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目光。一方面，中国当代作家

在法兰克福书展受到追捧。法兰克

福书展今年首次举办中国作家个人

主题活动“麦家之夜”，麦家的长篇小

说《风声》售出英语、意大利语等５个

语种的国际版权；科幻作家刘慈欣携

《三体Ⅱ：黑暗森林》及《吞食者》德译

本继续“圈粉”。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探究中国发

展经验、观察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窗

口，介绍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和道路的

书籍日益受到关注。今年正值改革

开放40周年，《40年改变中国：经济

学大家谈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经济：1978－2018》等主题图

书被摆放在中国展区的显著位置，

不时有人驻足翻阅；由北京市新闻出

版广电局主办、北京华韵尚德国际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北京图书出

版展区专门设置了“改革开放40年”

书架，还举办了“北京图书40年”分

享交流活动，吸引了许多外国出版界

人士。

法兰克福书展公司国际市场部

负责人马托伊斯·齐甘说，仅从出版

行业看，40年后的今天，中国与世界

图书出版业的合作已进入高效的新

阶段。

从本届书展来看，面对日益增长

的海外需求，中国出版机构为更好地

推动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走出去”探

索了新渠道，努力把中国故事讲得更

生动，将中国声音传递得更加清晰

嘹亮。

中国画报出版社与印度皇家柯

林斯出版社在本届书展期间达成了

在印度建立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的

意向。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刘大为表

示，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迄今

已设立近30家，通过中外双方专家

共同策划选题、解疑释惑，有效地推

进了中国图书在海外的本土化发行，

从而把中国故事讲得更接地气、更易

接受。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中图公司）与德语区最大连锁书店

塔利亚签署合作协议，将“中国书架”

项目带进德国柏林、汉堡、明斯特、曼

海姆、德累斯顿以及奥地利维也纳这

6座城市的16家塔利亚书店。

“此次‘中国书架’进入德国和奥

地利，不仅开拓了新市场，满足西方

发达国家民众通过阅读了解中国的

需求，还将使中国当代优秀出版物在

国际市场上更好地得到检验。”中图

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说。

此外，以文化电视节目《朗读者》

为基础编写的同名图书在本届书展

上也赢得国际出版商的青睐。新世

界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海外

出版商签订了8个语种的版权合作

协议。书展现场的朗读活动更是引

来多家德国展商的关注，他们为这种

创新的交流模式“点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书展上

搭设了“艺术之桥”主题展台，通过推

广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编撰的

图书作品，用艺术和设计这两种国际

通用语言来传递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和审美。

“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基于过去

辉煌的文明历史，更是对当下的自信，

对未来的自信。”陶瓷艺术家白明说。

从文化中汲取营养
□ 刘 坤

“船厂1862”，是位于上海浦东的一

个文化综合体，由一个有着百余年历史

的老船厂改造而成。在这里，人们可以

看到铁质楼梯、蒸汽管道，可以观看各种

类型的时尚演出，可以欣赏《沐浴星光》

《船烟》《冰山》等展出的艺术作品，可以

听到黄浦江上船来船往的汽笛声。

如今，老船厂能够实现“华丽转身”，

重新焕发出人文历史、时尚艺术的魅力，

与创意设计密不可分。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到处都能见到设计的痕迹。老房

子经过重新设计，变得更加温馨，三五个

好友聚到一起，平添几多生活乐趣；街边

的破旧厂房、乡村的瓜果种植地，经过精

心设计后“变身”为旅游休闲场所；一些

传统产业通过设计优化了生产工艺，提

高生产效率，实现了转型升级……

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一些促进创

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有力提升了我国设

计的质量和水平。与此同时，北京国际

设计周等活动的举办，也使得各种创意

产品层出不穷，设计热潮持续涌动，甚至

催生出了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据统计，

我国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呈现蓬勃发

展势头，2016 年实现增加值 5843 亿元，

比 2013 年 增 加 2127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6.3%；从营业收入看，2017年规模以上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为

11,891亿元，比上年增长8.6%。

然而，整体来看，我国的创意设计等

相关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依然存

在着一定差距，一些设计企业创新能力

不足，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创意设

计产品难以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变化。

随着80后、90后等消费群体的购买

力不断提升，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创意、颜值等因素成了人们消费时

考虑的重要方面。现在，很多传统书店

开始增设咖啡吧台，24 小时营业，以及

一些餐厅为顾客安排歌舞、“变脸”表演

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

而设计，同样需要关注新变化、新趋势、

新需求、新科技，不断进行创新，让好的

创意与现实需求实现精准衔接，从而引

领新的时尚、新的风潮，而不是一味跟风

模仿，或者一哄而上、千篇一律。

提升设计的质量和水平，要从文化

中汲取营养。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文化是

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对于设计而言，

“源”和“根”便是文化。无论是一个具体

的设计产品，还是整个设计行业的发展，

都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和支撑。尤其是一

些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往往可以视为一

种对文化的表达，体现着独特的文化品

位。因此，长远来看，设计要更多地“亲

近”文化，充分发掘优势文化资源，从优

秀传统文化、现当代文化等多元文化中

汲取营养，把一些优秀的中国元素融入

其中，实现文化与创意的完美结合。

此外，提升设计的质量和水平，还要

为设计营造良好的环境，尤其是注重保

护知识产权，唤醒人们对设计的版权保

护意识，鼓励原创，依法打击盗版等侵权

活动，让设计者放开手脚、敢想敢试，让

仿冒者不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让中国

设计在全球设计行业中贡献更多的精

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舞动北京舞动北京””广场舞广场舞
优秀节优秀节目展演活动举行目展演活动举行

10月14日，“舞动北京”广

场舞优秀节目展演活动在北京

大兴区举行。“舞动北京”是首

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今年，“舞动北京”

与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相结

合，推出 14 支群众广场舞推

广曲目，举办200余场广场舞

展演，共吸引6000余支广场舞

团队，100 余万人次参与其

中。图为来自北京东城区的一

支舞蹈队表演舞蹈《看山看水

看中国》。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实践

以 书 为 媒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中国图书在法兰克福书展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