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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野） 8月17日，作为
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的《瓜州东千佛洞》
在甘肃兰州首发。该书以精美画册的形式，
展现出瓜州东千佛洞石窟艺术的全貌，为石
窟考古与艺术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图
像资料。

《瓜州东千佛洞》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
版，全书采用一窟一册的方式，共分4册。
书中选取了精美高清的洞窟照片867张，涵
盖了东千佛洞所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其中
不乏一些经典的壁画题材。

东千佛洞石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
东南 90 多公里的祁连山余脉长山子北麓，
因地处敦煌莫高窟 （千佛洞） 东面而惯称

“东千佛洞”。东千佛洞的洞窟开凿于峡谷河
床两岸的断崖上，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
佛洞等石窟群合称“敦煌石窟”，是敦煌石
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

“瓜州东千佛洞代表了敦煌西夏时期的
壁画艺术，是丝绸之路佛教艺术后期传播与
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丝路文明发展的见证，更
是丝绸之路美术史框架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瓜州东千佛洞》主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
所所长郑炳林介绍说，《瓜州东千佛洞》一书
为西夏时期的石窟壁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全
面而珍贵的图像资料，也为开展石窟寺考古、
佛教艺术与考古、丝绸之路考古与艺术等方
面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图像素材。

据介绍，无论是在介绍洞窟形制、壁画
布局，整铺的尊像画、经变画，密教题材等
整体内容，还是表现壁画细部特征，《瓜州
东千佛洞》一书都运用大量超清的照片，做
到了全面细致、重点突出，成为东千佛洞目
前出版的最全面、图像数量最多、信息最可
靠的石窟研究工具书。

《瓜州东千佛洞》
在兰州首发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8月18日，由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同出版的“童心筑梦·美丽新时代”书系
阅读分享会在京举办。该书系已入选“十四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2023 年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童心筑梦·美丽新时代”书系是一套面
向儿童的、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原创科普图
书，它紧紧围绕“讲述生态文明的中国故
事”这一目标，邀请中共党史专家、生态文
明建设专家和资深科普作者共同打造，包括

《绿水青山》《国家公园》《美丽海湾》《零碳
未来》四册。书系采用诗意语言和超过500
幅高清图片，生动展现丰沃壮丽的富丽山
河，更有超大拉页让小读者们在翻页惊喜中

“身临其境”。
为提高少年儿童的生态文明素养，两家

出版方联合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特别策划了
暑期生态科普主题宣讲活动。《国家公园》
主编、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自然保护地研究
所所长金崑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斗兽
棋’”为主题，和小朋友们分享了国家公园
里各种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真实珍贵的动
物影像和趣味盎然的动物故事，让孩子们直
观地了解到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激发他
们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处理野生动植物与其生
存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零碳未来》主
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与环
保研究所研究员冯相昭以“绿色‘碳’秘”为主
题，从“地球发烧了”切入，用贴近儿童生活的
案例和简单的图示解构“碳”的奥秘，普及低
碳环保知识，助力孩子们养成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童心筑梦·美丽新时代”
书系阅读分享会在京举办

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和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主题出版研究院联合组织策划的西
迁精神图书新成果——《西迁大先生》日
前在山东济南发布。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
式讲述了8位西迁大先生在西迁进程中的
带头作用，在扎根大西北漫长岁月中的奋
斗历程，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团队建
设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入选中宣部 2022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1年9月，西
迁精神列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推出精神谱系主题读物成为出版单位
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为此对话《西迁大先生》编写出版
团队，分享以图书出版与时俱进弘扬西迁
精神的思考。

“西迁”与“大先生”融为一体

“本书的核心是弘扬西迁精神，而提
到西迁，就不能不提起当年的老教授、老
专家们，他们是西迁的带头人，是西迁精
神的群体缔造者。”谈及该书主题，西安
交通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西迁大先
生》总策划陈丽告诉记者。

在陈丽看来，展示西迁大先生忠于
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国家民族为
己任，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和艰苦奋
斗的精神，通过典型事例来揭示西迁精神
的核心和精髓，唱响爱国奉献的主旋律，
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为了塑造群像概念，本书最初的主题
是“西迁先生们”。“后来，联想到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教师要成为塑造学
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我们
将‘西迁’和‘大先生’融合在一起，更
加鲜明呈现主题立意，传递大先生崇高的
理想信念和非凡的人格力量。”陈丽说道。

西迁老教授、老专家众多，书中彭
康、陈大燮、钟兆琳、张鸿、赵富鑫、周
惠久、殷大钧、陈学俊8位西迁大先生是
如何选出的？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西迁
大先生》主编卢黎歌表示，选择的标准一
是爱党爱国，忠诚担当，坚定地听党指挥
跟党走；二是人品、学术在西安交大要具
有很大的影响力，符合“经师”与“人
师”相统一的大先生的标准；三是在科学
研究领域居于全国领军的位置，职称是当
时较为稀少的正教授；四是在西迁中身先
士卒，作出突出贡献。

据悉，编写团队在这样的标准下筛选
出10余位大先生，其他大先生的故事将
留待后续出版。

多元史料呈现真实故事

《西迁大先生》中每位大先生都有特
定的成长经历、学术背景，也有不同的生
活环境，如何既写出各位大先生的特色，
又要在体例风格上达到统一，给读者一气
呵成之感，成为编写团队面临的挑战。与
此同时，为确保内容真实严谨，还需要对
大先生工作生活的素材资料，特别是西迁
前后的图书、文章、诗歌、照片逐一挖掘
和梳理。

作者杨澜涛对此表示，首先要占有多
元系统史料，通过人事档案、口述采访和
回忆文献资料等，多方面呈现西迁大先生
多样人生的真实故事。此外要深入考察大
先生的成长史、创业史，以中国近现代
史、学科史、个人史等多维视角来定位大
先生的客观贡献。

例如，为充分展示西迁大先生陈大燮
的成长经历、理想信念、人格力量，作者
燕连福多次前往学校档案馆、西迁博物馆
梳理陈大燮的相关事迹、文章、成果，将
其家人、朋友、弟子对他的回忆和评价记
录下来，同时梳理西安交大热工教研室的
历史，将年长教授的口述史作为资料支
撑，凸显陈大燮等老一辈交大人的优良传
统和宝贵品格。

作者田建军回忆了撰写中的一个细
节，“59分带来的财富”是西安交大关于
赵富鑫严于要求学生的故事。为了印证故
事的真实性及个中细节，他多方搜集资料
并数次采访赵富鑫在世时的忘年至交吴寿
锽、王小力两位教授以及赵富鑫的女儿赵
国枫。在庆祝西安交大100周年校庆的校
报上，他也查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讲座报
道。这些材料互相印证，使赵富鑫的人格
形象逐渐丰满。

形成西迁研究资料宝库

回忆书稿打磨过程，卢黎歌表示，每
位大先生的内容都至少修改过3次，有的
甚至推翻重写。从主题思想到内容编撰，

从文字撰写到图片选择，从编校质量到设
计印装，做到精益求精。在 《西迁大先
生》策划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韩建民的大力
支持和具体指导，包括编写建议、样张讨
论修改以及书稿审核把关。

事实上，西迁精神相关图书出版自西
安交大出版社建社起便一直进行。特别是
在 2018 年启动“西迁精神出版工程”之
后，出版社更是将西迁精神图书出版作为
工作的重要内容。《西迁大先生》也成为

“西迁精神出版工程”的代表性作品。
据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西迁

大先生》副主编李重介绍，“西迁精神出
版工程”目前已出版相关图书 60 余种，
内容涵盖史实记叙、人物传记、报告文
学、史料整理、戏剧创作、地缘考证等，
全方位地向读者宣传、普及了西迁精神，
也形成内容庞大而阐释深刻的西迁研究资
料宝库。

“与时俱进、常讲常新是保持西迁精
神图书生命力的重要方法。”李重表示，
选题要做到深挖和拓宽并举，扩大出版的
种类和规模，使读者有更多的选择。要创
新出版形式，打造图书出版与其他传播形
式互为依存的立体传播矩阵，以适应大众
化阅读的趋势，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文
化育人效果。

“从出版实践来看，青年一代对西迁
精神及各类红色文化具有很高的热情，要
在内容表现形式、营销模式上不断创新，
以吸引新生代读者。”李重进一步说道。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迁大先生》呈现8位西迁带头人故事——

主题图书出版让西迁精神常讲常新
□本报记者 尹琨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见习记者商
小舟） 8月16日，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四川人民出版社承办的《眉州
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新
书分享会在 2023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

国”上海周上举办。
据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

编辑王华光介绍，《眉州三苏》是新华文
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力打造的“三
苏”文化出版工程首批推出的优秀作品。
他表示，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代表，“三

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
珠，其蕴含的民本情怀、家风家训、治国
理政思想等人文精神和思想境界具有历久
弥新、回味隽永的独特魅力。

在一个多小时的分享会上，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辞海》编委骆玉明和本书作

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紧紧围绕“是父
是子——眉州三苏的家风与传承”这一主
题，介绍了“三苏”在与命运抗争、与世事周
旋、与家人相惜、与友人相亲中闪现的人性
光辉，让读者朋友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三
苏”的家国情怀，理解“三苏”文化。

四川推出首批“三苏”文化出版工程优秀作品

近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发布的财
报数据显示，其在线音乐付费用户在今
年6月突破1亿。超1亿用户愿意为好
音乐买单，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
件，不仅对音乐产业来说是个振奋人心
的好消息，对于长期关注和从事版权保
护的人们来说，这个消息同样令人欣慰
不已。

在中国，音乐“触网”已经有 20
多年时间，互联网平台让大众获取音乐
更便捷，也让音乐作品有了新的传播渠
道。但在版权制度不够完善、大众意识
停留在“网上听首歌哪里需要花钱”的

时期，很多音乐创作者无法通过作品
的传播而得到应有的报酬，在“做音
乐没法养活自己”的现实面前，很多
人不敢投身音乐行业或是心无旁骛地
投入创作。

没有好的版权土壤，文化行业就不
可能保持生机。为了推动行业健康发
展，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先后出台：经
过3次修订的《著作权法》，对词曲作
者和录音制作者的保护力度加大；国家
版权局等部门联合开展的“剑网行动”
多年将网络音乐列入专项整治内容，不
断提升网络版权执法效能；中国音乐著

作权协会推出一揽子许可协议，方便权
利人获得授权并支付报酬……在法律法
规的护航下，在相关机构的不断努力
下，版权环境持续向好，而且大众的版
权意识也在逐渐养成。从前还有“为了
听首歌花 3 元钱值不值”的讨论，如
今，这样的讨论已经很少了，更多音乐
创作者可以有尊严地拿到智力劳动带来
的报酬。

在逐渐向好的版权土壤中，互联网
音乐平台茁壮发展起来。腾讯音乐娱乐
集团长期在打造有吸引力的优质内容、
良好平台生态、优质的付费体验上下功

夫。与此同时，越来越智能高效的版权
监测系统的应用，使得打击盗版有了科
技武器，更加精准有力。

从国际唱片业协会发布的《全球音
乐报告》 来看，中国音乐市场在 2022
年已成为全球第五大音乐市场。展望未
来，无论是对比全球范围内互联网音乐
平台近50%的付费率，还是着眼于国内
付费用户数据逐年提高的趋势，都可以
看出中国在线音乐付费市场的巨大增长
潜力。相信在越来越健康肥沃的版权土
壤中，中国音乐产业将继续显示出勃勃
生机。

优质版权土壤孕育付费用户破亿硕果
□明照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8月15日，福
建省泉州市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和泉州
市影视服务中心丰泽分中心揭牌仪式分别
举行。

泉州市影视服务中心成立并落地刺桐时
代村，是泉州市发展影视产业的一大举措。
该中心由泉州市文旅集团负责日常运作管理
工作，将秉持“用心多服务，剧组少跑路”
工作理念，为来泉州的影视项目、企业和人
员提供政策咨询、奖补申报、影视协拍、影
视宣发、商务项目开发等一站式服务。

泉州市影视服务中心丰泽分中心位于泉
州市区真武庙广场，将由专业团队为影视剧
组提供推荐外景地、协调摄影棚、招募群众
演员等10余项全流程保姆式服务事项，致
力于打造“影视服务中心+名导名演名家工
作室+影视孵化基地”。

近年来，泉州市大力实施影视产业扶持
政策，聚力打造影视产业集群高地，吸引了
大批影视工作者、优秀影视剧组、综艺节目
来泉州落地。泉州市连续两年位居“福建省
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专项资金”补助金额
榜首，共有28家影视企业获得省扶持资金
共计2190万元。

当天，丰泽区集中发放首批来丰泽取景
拍摄奖励资金近30万元，也为首批文化产
业重点园区授牌。获评园区将获得20万元
一次性建设经费补助，入驻园区的影视企业
将每月获得一定的租金补助。

福建泉州
成立影视服务中心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皖新传媒运营
的安徽六安市图书馆、江苏徐州云龙区图书
馆、江苏徐州经开区图书馆近日特邀儿童文
学作家郭晓东携新作《山海经搜神记》到馆
开展讲座，带领读者进入《山海经》的奇趣
盛宴，完成一场探寻奇幻文化的旅程，众多
神话人物与读者朋友们来了一场“穿越千万
年”的会面。

“有人知道五行中的金神叫什么吗？”
“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为什么不能和谐相
处？”活动开始前，郭晓东提出了一些关于

《山海经》的“冷知识”，瞬时勾起了在场读
者朋友们的兴趣。

活动中，郭晓东将自己参阅的大量古
籍文献与读者分享，并将黄帝的出生部
落、成长过程，以孩子们喜爱的历险故事
形式讲述。小读者们听得聚精会神，生怕
错过奇妙的冒险旅程。不仅如此，郭晓东
还通过对我国航天器命名的介绍——祝
融、羲和、夸父、嫦娥等，将古人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和现代航天人对太空的探索串
联起来，这些藏在 《山海经》 中神仙的名
字，是“宇宙级的中国式浪漫”，激发着人
类对太空的探索欲望。

郭晓东还向小读者们分享了自己在创作
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解决方法，并介绍了自
己创作《山海经搜神记》的初衷，“我的愿
望是让中国的孩子们熟悉并热爱中国的神仙
异兽！”

“神话大王”郭晓东到三家图书馆开讲《山海经》故事

小读者迷上“宇宙级的中国式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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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东与小读者们合影。 皖新传媒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