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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作为 2023 北京文化论坛
配套活动的 2023“我与地坛”北京书
市在京落下帷幕。在过去的 11 天里，
工作日日均客流 3 万人，周末高峰时达
10 万人，发放约 115 万元优惠券，共计
48.7 万人次读者走进这场文化盛会……
这一组组数字充分彰显了阔别 10 年的
地坛书市旺盛的生命力，体现了北京
文化论坛的群众性特征，展示着“书
香京城”建设成果。

“书市就得在地坛开。”这样的感慨
在地坛书市举办期间频繁被读者提起。
作为北京书市的秋季场，虽说有着朝阳
书市在前，但读者还是找到了在地坛逛
书市不一样的感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 记者在现场感受到，地坛书市火爆
的基底，是阔别多年的期待，是阅读北
京的基因，也是文化消费意识的提升。
阅读推广、非遗体验、文创售卖、集章
打卡，这些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在
地坛书市汇聚，让书香文化内涵展现得
更加丰富和立体。

是回归，更是飞跃

北京书市创办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兴
起于地坛公园，2014 年迁址到朝阳公
园。本届书市回归地坛，将书市与地坛紧
密地编织在一起，让地坛再次成为爱书人
相遇相聚的文化地标。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 10 余年前
就多次参加地坛书市。他在今年的地坛
书市开幕式上回忆说，当年许多书都摆
在地上卖，现在的书市已是旧貌换新
颜，出版机构和特色书店展示的最新出
版成果及文创产品令人印象深刻。文化
学者、作家崔岱远开幕首日便一家家摊

位挨着逛，他欣喜地看到，回归的地坛
书市并不是 10 年前地坛书市的简单克
隆，而是在以前的基础之上有了一个质
的飞跃，“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
地坛书市都将给北京的文化生活带来一
个崭新的契机。”

名家文人对地坛书市感慨万千，读者
亦是如此。30 多年前，读者马仲清开始
追随地坛书市，至今还收藏着几张地坛书
市的门票，一些书上还特意写着在地坛书
市购书的日期。书市吸引他的已经不仅仅
是书本身，在这里，他和作家相见，和久
违的同事、邻居偶遇。“刚才碰到的是老
伴儿的同事，亲切啊！书市热闹，人气儿
接地气。”马仲清说。

地坛书市热闹与否，还要看它是否真
正满足当下读者的需求，是否真正回应读
者的期待。《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我
的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等史铁生
先生经典作品成为读者选购的热门图书，

《书生行》《星空与半棵树》《长安诗选》
《地名里的中国》《埃隆·马斯克传》等众
多新书颇受读者欢迎。更有一些古旧图书
的爱好者，扎堆守着展位书摊，在古籍、
老旧书、绝版书中“寻宝淘金”，收获满
满。集章打卡、自制明信片、限量版“我
与地坛”纪念册购买等活动吸引了众多读
者参与。与往届书市相比，本届书市新增

“大学生骑行活动”，4所北京高校的100
余名新生骑行古都街巷，品尝北京小吃，
到书市聆听京味儿主题文化讲座。读者在
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因此才对地
坛书市情有独钟。

是特典，更是念想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正如

崔岱远所说，地坛书市已经成为北京读
者心中的文化地标，成为老北京人心里
的一个念想。阅读的功夫重在平时。近
年来，北京市高度重视“书香京城”建
设，大力推进全民阅读，扶持实体书店
建设，促进文化消费，开展“京华好
书”推荐。平日里的积极倡导，才有了
地坛书市盛大的绽放。

本届书市共有包括特色书店、示范
书店和最美书店在内的近60家实体书店
集体亮相。故宫书店首次走出故宫、走
进地坛，《紫禁城 100》《谜宫·如意琳琅
图籍》 等具有故宫特色的历史文化类图
书、故宫印章，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前来
购买、打卡。正阳书局的京味儿图书和
北京老地图、自在博物书店植物类主题
图书、纸上声音书店“理想国译丛”系
列图书等极具书店风格的书籍和文创产
品受到很多读者青睐，还有四川熊猫书
店跨越数千里参加书市。

地坛书市也给创作者与出版单位带来
了巨大的能量，坚定了从业者多出好书的
决心。金熹大运河故事书店创始人刘恩东
表示，地坛书市就两个字：“累”“火”。

“签售出1万多本原创彩色连环画，包括
《大运河传奇》《紫禁城传奇》等，胳膊有
点太累了，累的快乐是一种微妙的感觉。
读者对原创的热情似‘火’，买了我们现
有的书不算，还追问下一本、下一批书何
时出版，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激励和鞭
策。”他说，他将继续创作更多、更好的
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是成果，更是现象

时下人们通常认为，娱乐挤占了现代
人的大部分闲暇时间。而在地坛书市上我

们看到，无论是对市集这一形式感兴趣
想来逛逛的年轻人，还是对书市情有独
钟的老读者，当文化体验与文化消费成
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选择时，大家才会
将自己的时间用在淘书、买书、看书上。

地坛书市除了图书展销，更为读者
带来了一次不同的文化体验。读者推着
购物车走在地坛，手拿地图畅游书市，
在打卡点收获满满的文化仪式感。周末
时段不少集章点位时有排队小高峰出
现，展现出地坛书市的文化生机与活
力。在网购便利的当下，逛书市对于读
者张女士来说是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地坛是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地方，能够
在参天古树之间静下心来踏实地看一本
书，这是网上买书达不到的效果，会有
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不管什么时候，
看书都特别重要。”

读者之间的交流也成为文化体验的
一部分，来到书市的读者观察着彼此，
被志同道合的爱书人所感动。来自北京
化工大学的李老师以前也是地坛书市的
常客。他在逛书市的时候巧遇了一位 95
岁的老读者，被老人爱读书的精神打
动，说：“95 岁了，人家还能看、还想
看。我是当老师的，想用这件事教育学
生。”摄影爱好者田先生从 9 月 8 日起每
天都来地坛书市，在淘书的同时，也在
记录书市的精彩瞬间。“这几天一边听听
讲座，一边抓拍书市上的人。看书的人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风景。”

地坛书市依托优质的内容，通过形式
的创新与氛围的营造，唤醒了诸多读者文
化消费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
后，北京市还将通过各项惠民活动与政策
支持，让文化消费与阅读行为真正融入每
个市民的日常生活。

2023“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圆满落幕，11天迎客48.7万人次——

文化地标再掀京城市民“文化热”
□本报记者 李婧璇 见习记者 商小舟

本报讯 （记者杨雯）代际潮音综艺节
目《我们的歌》第五季近日正式官宣，新一季
节目将于10月8日起，每周日21点在东方卫
视准时播出。老、中、青三代歌手在全新升级
的“盲选配对”模式中组合献唱，实力演绎多
首金曲，展现华语乐坛的无限活力。

《我们的歌》第五季以“一路为伍，向
生绽放”为核心音乐主题，甄选贴近生活的
歌曲作品，体会音乐与观众之间的共鸣，用
歌声传递正能量和音乐感悟，感受音乐永不
消退的动人力量。

综艺《我们的歌》第五季
将于10月8日开播

本报讯 （记者吴明娟）由中国信息协
会教育分会、河南省图书馆学会、河南省高校
图工委、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郑州图书馆学会
主办的“新的生态与超越：共创图书馆的智慧
未来”学术论坛近日在郑州图书馆举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
馆学会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介绍了
上海图书馆成为国内首家应用“云瀚”机构
的情况。基于“云瀚”，上海图书馆实现了
传统业务的自动化，实施了智慧空间、智慧
情报等多个智慧应用模块，并通过融合物联
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为打
造“智慧复合型图书馆”提供了有力保障。

围绕国家版本数据库建设、图书馆数字
化转型及图书馆系统应用等主题，中国国家
版本馆副馆长王志庚、厦门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肖铮、郑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白广思在会
上分别作主旨报告。

论坛还以圆桌论坛的形式探讨了开源软
件在图书馆的应用和发展。

“共创图书馆的智慧未来”
学术论坛在郑州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李美霖） 9月18日，
《2022北京文艺发展报告》新书发布会暨
坊间对话活动在北京市文联举办。《2022
北京文艺发展报告》 由北京出版集团出
版，是 2023 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人：
文艺价值与社会生活”平行论坛场外成果
发布的重要内容之一。

《报告》分为主报告和影视分册，系
统盘点了 2022 年北京文艺发展成就和文
学、戏剧、美术、影视等各艺术门类亮点

特色，直击文艺创作生产、传播欣赏、理
论研究等全过程，科学分析文艺发展趋
势，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了解北京文艺
发展动态的重要窗口，为推动北京文艺繁
荣发展注入专业力量，发出权威声音。

《报告》影视分册通过翔实丰富的数据分
析，展现电视与电影行业的发展动态。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
宁表示，《报告》关注文艺产业发展、文
艺生态建设等文艺领域的重要问题，深入

探讨文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良性运转
机制的建立，为推动北京文艺创新跃升提
供了重要参考。她希望关心首都文艺发展
的社会各界人士持续支持《报告》编写，
更好地梳理文化需求与精品创作之间的关
系，推动首都文艺在传承中创新、实践中
创新、互动中创新、引领中创新。

《报告》编写首席专家、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王一
川介绍了《报告》编写情况。他说，《报

告》 凝聚了60余位专家学者近一年的研
究成果，不仅是集体智慧的体现，更是不
断深化对北京文艺发展认识和思考的过
程。《报告》还力求在北京文艺与非北京
文艺、文艺发展与文联工作、文艺重点工
作与一般工作等多个关系处理上展现新的
思维活力，从“京味”“京情”“京风”3
个面向观察新时代北京文艺。

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马驰介绍了
《报告》出版情况。

60余专家打造《2022北京文艺发展报告》

本报讯 9月18日，“墨彩交融·乔翠莲
新意象绘画作品展暨大红袍《中国当代名家
画集·乔翠莲》首发式研讨会”在中国国家
画院美术馆举行。

乔翠莲是当代新意象绘画勇敢的倡导
者、探索者、研究者、实践者。本次画展共
展出她多年来创作的新意象绘画作品120余
件，是她从艺50年的一次汇报和总结。

在《中国当代名家画集·乔翠莲》首发
式研讨会上，40 多位专家学者对乔翠莲新
意象绘画进行了研讨。张秀平等专家认为，
乔翠莲的艺术创作将自我表现与社会责任相
结合，探索着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形式。

乔翠莲作品能够入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大红袍系
列，表明美术界和出版界对她的新意象绘画
作品的认可。 （徐献朝 陈复尘）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乔翠莲》在京首发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作家沈石溪、
雪漠近日分别做客“皖美阅读大讲堂”，在
安徽阜阳、合肥等地新华书店开展读者分享
交流活动。

9月9日，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雪漠携全新力作《羌村》走进新
华书店安徽图书城店，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具
有西部色彩的悬疑、推理、历史、文化故
事。雪漠表示，这本书是他扎根甘南20余
年的生活结晶，通过艺术想象力、心灵感知
力和在现实世界中的深入采访，慢慢地打开
甚至创造出一个名叫“羌村”的文学世界。

9月10日，“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来
到阜阳图书城，举行“动物小说中闪耀的生
命之光——沈石溪读者见面会”。沈石溪为
孩子们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的有趣经历，分享
如何在观察动物和与动物的相处中激发孩子
们的爱心、责任心，尊重生命与自然。

沈石溪、雪漠
做客“皖美阅读大讲堂”

本报讯 （记者李子木）在近日于重
庆召开的 2023 中国报业技术年会上，北
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发布了方正魔方
媒体大模型和方正魔方智能创作器。

据介绍，方正魔方媒体大模型聚焦媒
体市场需求，主要在知识问答、文本辅助
生成、文本改写、辅助选题策划、辅助选
题决策、事件理解、逻辑推理、跨模态检

索以及多模态能力等应用方面进行自主创
新。基于方正魔方媒体大模型的方正魔方
智能创作器已经进入内测和用户邀测阶
段，有近30家媒体单位接入方正魔方智
能创作器开始内测。

方正魔方智能创作器以实时知识问
答、事件与内容理解、多模态内容生成、
媒体专属领域内容为核心功能，AI 迅速

生成大量内容，60 秒即可完成一篇文章
的自助写作。100+种辅助写作素材类
型，98%内容纠错准确率，50+种专业创
作模板，150倍写作效率提升，100+个实
用功能点，帮助内容创造进入到数据服务
与智能化并举的“新数智化”新阶段。

方正电子副总裁郑伟表示，随着数
据和AI技术的赋能与加持，以大模型和

AIGC 为代表的 AI 技术，与媒体应用场
景相结合必将推动融媒技术革命不断
深化。方正电子将以方正大数据+Al 为
支撑，重塑媒体运作流程，围绕新闻
智能生产、新媒体智能运营、新媒态
智慧建设，提供新智能、新交互、新
服务，打造用户喜爱的工具产品，为
全新智媒赋能。

方正魔方媒体大模型和智能创作器发布

9月18日，观众在卡塔尔多哈参
观“你好，北京”摄影展。

“你好，北京”摄影展当日在多哈
开幕，活动旨在帮助当地民众了解北京
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建
设的最新成果，展示北京风貌。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你好，北京”摄影展
在卡塔尔开展

本报讯 （记者徐平） 9 月 14 日至 15
日，广东新华发行集团2023年秋季线下馆配
会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省馆配样书中心举行。

本届馆配会迎来参展人数新高，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期两天的线下
展会，聚集了330家出版社的12万种新书，
交易总码洋达4075 万元。其中，广东人民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的交
易额位居前三。

广东新华重点策划“神州产业升级之路”
图书专区，集中陈列展示相关主题图书；特别
推出“湾区文化 共融之美”图书专区，专区
以大湾区各城市特点进行布置，展现各地风
土人情，积极推广湾区文化。

在非图书业务板块，广东新华积极推广
多类型阅读空间建设运营方案与先进设备，
来自多家图书馆的采购者踊跃了解、试用。

广东新华2023年
秋季线下馆配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