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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场观察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7月1日，第
十三届江苏书展重头戏“中国画传——视觉
呈现大运河、黄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的磅礴气势”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携手江苏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组织编撰出版的“国家
文化公园画传系列”在会上发布。活动由
江苏省全民阅读促进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主办。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王月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文化
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等围绕“国家
文化公园画传系列”丛书展开对谈。

据了解，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从2020
年年初开始酝酿“国家文化公园画传系列”丛
书，目前已经出版了《大运河画传》《黄河画
传》《长城画传》《长征画传》4部画传，《长江
画传》不久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丛书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展现数百幅经典文物和艺术作
品，结合中国历史和人物故事，从考古、科技、
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对大运河、长城、长
征、黄河、长江的相关历史知识与文化遗产进
行了系统梳理。

“国家文化公园画传
系列”发布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见习记者商小
舟） 7月1日，聚焦乡村振兴新实践的长篇
报告文学作品《振兴路上》在第十三届江苏
书展亮相。

《振兴路上》作者、江苏省文联主席章
剑华，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孟昱，
书中主人公、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党
委书记李全兴作为分享会的主讲嘉宾，与江
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徐海一起，分享
了乡村振兴路上的点点滴滴，共话广袤乡村
的沧桑巨变。

《振兴路上》生动记述了山泉村的振兴
历程。山泉村近十几年的鲜活实践，以及在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对
乡村振兴的最好注解。据了解，《振兴路
上》已被列为江苏省作家协会“重大题材文
学作品创作工程”、南京艺术基金年度文学
图书类资助项目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重
点出版资助项目。

报告文学《振兴路上》
讲述乡村振兴当代实践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见习记者商小
舟） 7月1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
书法家孙晓云携新书《大美长江》，与该书
主编、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共
同做客第十三届江苏书展。

《大美长江》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
版，作者精心遴选80多篇长江主题的诗词
文赋，切分出既相对独立又彼此渗透的5个
单元——《一泻千里，东奔入海》《五湖九
派，气象万千》《人文景观，流光溢彩》《江
声万里，歌咏千秋》《大哉长江，与天同
休》。5辑内容有的侧重长江主流，有的关
注长江支流；有的深描人文景观，有的聚焦
文学创作；有的描绘长江奇丽景色，有的抒
发人生感慨、离人思归之情，内容丰富，诗文
优美。在莫砺锋选定文稿的基础上，孙晓云
以行草创作完成，将长江之美、文学之美、书
法之美融汇于这部赏心悦目的图书中。

教授携手书法家
打造图书《大美长江》

7月1日，第十三届江苏书展开幕首
日，主展场即迎来2.8万人次入馆。当晚
8点闭馆之时，不少读者仍不舍离去。第
一次参加江苏书展的《苏州刻书史》主编
陈正宏坦言：“来之前我没想到这里有这
么多热情的读者，人气这么旺。”作为一
位研究城市历史和文献的学者，陈正宏用

“书香不断，文脉还在”来形容自己的参
展感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江苏
书展组委会了解到，为响应苏州市民高
涨的购书读书热情，书展主展场在7月3
日、4 日将延长开放时间至 20 时。身处
江苏书展主展场，现场的热烈氛围犹如
今年盛夏的天气，氛围热、活动爆、人
气旺。“阅读的盛会，读者的节日”，所
言非虚。

“省市地方办书展要尽量下沉，办出
地方特色、区域特色，为推动全民阅读制
造氛围，宣传造势。”资深出版人吴培华
对记者说道，江苏书展虽然主展场在苏州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可遍布全市乃至全省
的86家新华书店作为分会场，全省各界
组织近 2000 场活动，把江苏全省的阅读
氛围烘托得浓浓的。

从名家分享中领悟阅读之美

马伯庸、徐坤、孙晓云、莫砺锋……
本届江苏书展，广邀名人名家，为读者奉
上阅读盛宴。“吸引我每年逛书展的最大
动力之一，就是听名家讲座与分享，‘含
金量’十足，我把每年书展当成自己上阅
读大学。”来逛书展的读者刘烁笑着对记
者说，“我还会参加自己喜欢的作家签售
会，目前已经攒了有近30本啦！”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称得上是
江苏书展的“铁杆”嘉宾。每年江苏书
展，她的签售活动总是被热情的读者围得
里三层外三层。作为唯一连续13年参加
江苏书展的作者，孙晓云坦言，江苏书展
促使她每年奉献自己的新作。在这种动力
的催使下，她将继续保持充沛的工作热情
和对书法的喜爱，不断产出优质作品回馈
大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我看来，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载体就是书。并且，不是只有少
数的精英知识分子参与，而是要有千千
万万的人民群众参与，才能够成功地实
现这‘第二个结合’。”南京大学人文社
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
合”感触最深。在他看来，13 次参加江
苏书展、备受读者喜爱的孙晓云的新书

《大美长江》，“就是对‘第二个结合’的
典型回应”。

来江苏书展不仅可以一睹名家风采，
更可以聆听名家的读书方法。如作家、

“宋史三部曲”作者夏坚勇，浸淫宋史十

余载，熟读40余种宋书，但并非以史学
家的方式，而是以文学的想象力为磁铁，
在史料中纵横捭阖，创意性地调取自己需
要的材料，可谓“文学化地读历史”。

以创意展陈互动“吸粉”读者

“长江·大运河文化主题图书展”、“孙
晓云书法手稿”展、“《昆虫印象》——
童真与虫趣”展、“晒晒我的家庭书房”
图片展、“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大师插画”
展……本届江苏书展，与“书”相关的专
业展陈，以更丰富的形式向读者呈现，并
形成互动。

“中国赋 中华匠心”“诗意江南运河
颂”……“孙晓云书法手稿”展展示孙晓
云书法手稿作品30幅，吸引了不少读者
前去观摩。“这个展览将书法艺术和图书
展陈相融合，让读者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
时，感悟图书的设计之精、装帧之美。”
读者刘舜表示，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要
为江苏书展这样的创意展陈设计点赞，

“当你置身这里，方能领会‘汉字之美’
的其中深意。”

“《昆虫印象》——童真与虫趣”展
以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昆虫印
象》为蓝本，将书中各类昆虫以标本、模
型和图片的形式，在展区中构建“昆虫天
幕隧道”，并在其中设置“虫之屋”，供读
者近距离观察。一位带着孩子来逛展的家
长对记者坦言：“本想让孩子受教育启
发，没想到一下子勾起了自己的童心童
趣，给孩子讲我们小时候捉到的昆虫，一

下子重返少年时光！真是很有趣！”
吸引读者的不只这些创意十足的展

陈，还有更多蕴含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
如雕版印刷等。开展首日，在书香苏州馆
内，古吴轩出版社带来的雕版体验不到下
午4点就早早“打烊”。“从早上9点书展
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没停下来过。刷印
的纸已经用完了，只能明天再来了。”现
场负责人向前来询问的读者解释着，仍有
小读者不舍地用自己的手臂在雕版上深深
地印出文字的痕迹。

没能体验到刷印内容的读者陈先生在
一旁细细地向负责人请教雕版印刷的相关
问题。陈先生表示，他每年都会来江苏书
展，其中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展示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是一种特别好的推
广和传承。

从阅读方志中体验文脉传承

本届江苏书展大排长龙的队伍，不只
等待签售的读者，更有热情的“章友”
们。书展首日，方志江苏馆内就有这样一
支队伍，他们捧着本子，满脸期待，等待
的“明星”是13枚安静地躺在桌子上的

“江苏十三市文化地标章”。
不久前，“江苏省方志馆”小红书账

号的一则“十三市章出差公告”吸引各地
“章友”一大早来到馆内，等候13枚印章
整齐亮相。“这13枚印章是江苏省13个设
区市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和文化地标，如南
京中山陵、苏州园林、镇江金山、泰州的
溱潼会船，平日里只得每月收集一枚。”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秘书处武文明向记者
介绍，不少粉丝特意坐高铁从各地来到苏
州，边逛书展边圆集章梦。

“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最好的方式
就是阅读这里的方志。”在方志江苏馆方
志古籍整理展区，读者谭先生手捧《江南
旧志图选》 中的一卷兴奋地与旁人交流
着。记者观察到，除了集章之外，方志江
苏馆主要包括志书展陈、非遗展示、苏州
百年旧影等多个板块，其中志书展陈板块
设有主题志鉴展区、江苏镇村志展区、精
品年鉴展区、即时性记录展区、方志古籍
整理展区、优秀地情书籍展区六大方志展
示区域。“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没有中断，
地方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撑，成为文
化传承的重要参考。”武文明表示，地方
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看这些方志，能够让我们认识到现
在的建筑、风景以及苏州城在过去都是什
么样子，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谭先
生说。

“平时我们去跟孩子讲什么叫‘志’，
她可能是不知道的，专门坐下来讲她也是
不好接受的，逛书展的时候顺便看到这里
跟她讲一讲，就能让孩子建立一个直观的
认识。”读者卓女士带着女儿在方志江苏
馆停留，与女儿一起翻看 《洪武苏州府
志》等大部头方志。“不了解我们自己的
历史与文化，写出来的文字与说出来的话
便没有底蕴支撑。”卓女士表示，此次书
展将图书与文化活动带到了读者触手可及
的地方，让过往读者都能够在耳濡目染中
有所收获。

第十三届江苏书展开幕首日，主展场即迎2.8万人次入馆——

一地书展何以人气这么旺？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张君成 见习记者 商小舟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见习记者商小
舟） 7月1日，第十三届江苏书展在苏州开
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19家出版社参
展，年度“世纪好书”半年榜首次异地发
布，60种“世纪好书”入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主持发
布仪式并宣读半年榜入选名单。半年榜入选
的60种图书有三大特点：主题出版既有重量
级新著，又有普及性佳作；一批重磅图书聚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
命题，研究成果与内容价值引人注目；多部原
创和引进版作品以小切口展开大视角，呈现
当下社会热点与中外文明交流成果。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利明
在发布会上说，“世纪好书”的发布不仅体现
了世纪出版集团拥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强大
的出版能力，也反映了世纪出版集团在打造
精品力作和开展阅读推广方面有着全新的作
为——既强调图书的学术专业文化价值，也
越来越关注产品的社会反响和市场表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表示，不
久前，集团正式启动“大虹桥”出版计划，
提出要以最学术打造最大众，集结旗下出版
社精兵强将，强化机制化、机构化、机动化保
障运营，力争用3到5年时间，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优质出版资源向市场转化，持续推
出一批大众化、普及化优秀读物，建构起大众
出版板块新的“四梁八柱”，有效提升“世纪火
种”“世纪好书”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能见度。

“世纪好书”半年榜
首次举办异地发布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李婧璇） 7月
1日，第十三届江苏书展首日，由中国出
版协会、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全民阅
读活动领导小组指导，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江苏省全民阅读办主办的第二届东方
娃娃原创绘本奖颁奖典礼暨第三届东方娃
娃原创绘本奖启动仪式在苏州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

第二届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于 2020
年7月23日正式启动，共收到有效投稿作
品1358部，其中包括来自20多个其他国

家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作品258部。本次
颁奖典礼共表彰了三类奖项、17 部作
品，其中《爷爷的影子》等5部作品获佳
作奖，《书的故事》等6部作品获评审团
推荐奖，《跟着妈妈去远行》等6部作品
获主题作品奖。

“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的设立非常有
远见，我见证了这个奖项4年来创立的艰
辛、收获的喜悦，更见证了大奖不断总结
经验、克服困难，向世界讲好东方故事的
一以贯之的初心。”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邬书林在致辞时表示，在当今的新时代，
我们应当以更高远的立意、更高的追求，
来践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文化使命，将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
长久地办下去，在这块田地里精耕细作，
吸引更多作家、插画家参与创作，让更多
好的绘本深入人心，把东方的故事讲好，
把东方文化的精髓讲好，真正做到为我们
的孩子培根铸魂，为造就新一代的中国
人、造就新一代的“东方娃娃”作出文化
人、出版人应有的贡献。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章朝阳
表示，4年来，大奖共收到30多个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作品达502部。目前已有45部
作品版权输出至英国、土耳其等国家，有
力地促进了全球文化交流互鉴。下一步，
大奖将持续推动原创绘本的数字融合发展
和多样化应用，以促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
荣兴盛，助力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少年儿童
健康茁壮成长。

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
出版局局长梁勇等出席活动。

17部作品获第二届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

本报讯 （记者张君成 李婧璇） 7月
1 日上午，“出版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
行区建设中的担当和标识”主题论坛在苏
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论坛上，出版界专
家现场分享出版经验，与江苏出版界同仁
共同交流，为江苏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
区建设分享观点、提供助力。

关于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的方法路
径，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从提高政
治站位、补齐学术出版的短板、紧跟前沿
技术三方面切入。他表示，当下，区块
链、人工智能、ChatGPT 等应用技术纷
纷涌现，信息技术革命使出版业发生了深
刻变革，原有的出版格局、运作模式也面
临调整重塑。新时代出版人面临新的文化
使命，如何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
论深入人心，有效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所有出版
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前大众出
版、教育出版发展迅速，与世界学术出版强
国相比，与出版业的其他板块相比，我国学
术出版还存在数量与质量发展不平衡、专
业水平低等短板弱项。国内出版人要借鉴
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的先进经验，构建更为
紧密、互信、高效的学术出版共同体。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表
示，一直以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继承了海
派出版传统，持续推动专业学术出版中心
建设，目前已建成学术出版中心23个，分
布在19个出版社。近年来，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在大众出版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
索，鼓励有价值的大众出版，鼓励青年编辑
组建团队，培育出了“世纪文景”“艺文志”
等一系列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牌。此外，上

海世纪出版集团持续开展“世纪好书”品牌
塑造，形成出书出人新机制，通过专业化、
常态化的评选，增强精品标识度。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金鑫荣表示，中
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学术出版需要承担新
时代高质量学术出版的新使命。高质量的
学术出版要坚守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
色，面向中国问题，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关注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要聚焦重大
科学发展前沿，着力解决“卡脖子”重点
难点课题。学术出版要把握世界学术发展
大趋势，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生
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图谱。要倡
导学术原创，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
语体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佘江涛表示，目前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建构起了纸质出版精品生产的结构体
系，形成了生产—营销—销售的闭环体系、
融合出版的全光谱体系，也拥有了支撑以
上三个体系的人才体系。回应邬书林提到
的学术出版短板问题，佘江涛说，江苏凤凰
出版传媒集团要进一步发展，关键要强化
专业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不要把学术出
版等同于出版几本学术期刊、学术著作，获
得几个出版奖项，而是要向国际出版集团
学习，坚守出版人的使命，尊重出版规律。

与会的100 多位编辑纷纷表示，专家
们的分享十分精彩，并且内容新、层次
高、针对性强，既有行业背景分析，又有
出版经验总结,更有对学术出版发展方
向的展望，使大家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论坛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凤
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出版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建设中的担当和标识”主题论坛举行

构建更为紧密互信高效的学术出版共同体

■展场传真

读者在第十三届
江苏书展上细细品
鉴“孙晓云书法手
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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