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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见习记者商小
舟） 作家、编剧陆天明近日携新作《沿途》
做客《相约星期二》直播间。继“朝内166
文学讲座”之后，作家深度访谈节目《相约
星期二》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又
一品牌成果。

《相约星期二》于今年8月8日起在线播
出，首场直播全网观看量达 182 万。在节
目中，作家们携精品力作，与读者共同探
讨当代文学经典、分享个人文学创作，从
自身经验出发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剖析
作品的本真。

截至目前已有4位嘉宾做客《相约星期
二》。出版家、作家、阅读学专家聂震宁，
分享新作《书生行》背后的故事；“管理学
教父”成君忆畅聊自然文学新作《你好，优
诗美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彦带新作

《星空与半棵树》 与大家探讨人生与文学、
现实与理想；陆天明谈新作《沿途》中为历
史留下的那份珍贵的备忘录。4期节目平均
收看量达百万人次，每场直播都是一次读者
与书和作者的深度交流，都是一场关于文学
与创作的深度讨论。

人文社《相约星期二》
平均收看量百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杨雅莲）海飞谍战新书
《昆仑海》首发暨研讨会日前在浙江临海举
行。临海的紫阳街、桃渚古城，正是故事的
主要发生地。

小说中既有刀光剑影、惊心动魄、悬疑
反转，又映照着英雄色彩，充盈着家国情
怀。《昆仑海》 首发于 《收获》 2023 年夏
卷，新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海飞谍
战世界”系列继《风尘里》《江南役》后推
出的锦衣英雄系列完结之作。小说从一个
战争遗孤出身的少年锦衣卫昆仑开始，通
过以他为代表的小北斗门不断面临的家国
情怀、个人意志和情感纠葛的多重抉择，
讲述了古代国安战士维护沿海边境、抗倭
击敌的故事。

海飞作为谍战作家，在构建了“海飞谍
战世界”系列长达10余年后，逐渐从小说
走向影视、游戏、话剧改编更广的传播媒
介。在 《昆仑海》 的扉页上，印有“故事
海”3 个字。海飞称，“故事海”的价值就
是提倡一种尽量“让小说有精彩的故事”的
写作。

本次活动由作家出版社、浙江文学院、
临海市委宣传部、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主办。

作家社推出
海飞谍战新作《昆仑海》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音乐剧《将进
酒》近日在北京首演。央视网充分整合新媒
体资源，多渠道推送，深入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绵阳市委
宣传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绵阳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江油市人民政
府、央视网共同出品的《将进酒》充满传统
文化元素：剧内，国风的表达和美学形式呈
现剧情；剧外，唐代美学将开拓更具感知力
的产品形式。《将进酒》系列文创产品，如
场刊、定制票夹、香囊、绒面布包、扇子、
文创衫等将陆续发布。

此次央视网发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
艺术创作优势和新媒体传播优势，充分整
合新媒体资源，多渠道推送，深耕年轻受
众，全方位参与音乐剧 《将进酒》 的艺术
创排。2023年5月，《将进酒》在小红书平
台发布以来，单篇活动累计曝光量达 1.5
万，累计阅读量达4.5万，互动量达1万+，
用户讨论热度逐步提升，观众在线共鉴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主创、剧目、巡演、制作等
多维度展开讨论。

央视网全媒体打造
《将进酒》宣传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徐平） 9月22日，第三
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系列活动之

“粤”见文学里的广州——“读懂广州”书
系分享会在广州购书中心（天河店）举行。

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广州新华出
版发行集团、广州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读
懂广州”书系之《文学里的广州》，围绕广
州城市历史脉络，按照诗词、散文、小
说、杂记 4 种体裁收录不同年代的名家名
作，从文学作品的视角解读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的底蕴。

《文学里的广州》编委会专家江冰和罗
丽选取书中有代表性的文章，为读者介绍历
史上广州的文学创作传统与特色。罗丽表
示，作为一个地道的广州人，重读这些文学
经典，在熟悉中有新鲜感，在新鲜里又看到
城市的厚重记忆，可以说是带着探索的感觉
重温广州的悠久历史，以文学反映广州带来
的魅力。

“读懂广州”书系
解读历史文化名城底蕴

“珠老师，《中国机器人工业年鉴》
《KUKA 工业机器人仿真操作与应用技
巧》这两本书挺适合。”机械工业出版社
营销编辑张涛说。

9月20日上午，在武汉举办的第十九
届（秋季）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暨第七
届百社千馆万人读全民阅读会上，张涛推
荐的图书吸引了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工作人员珠老师的关注。珠老师想
为学校图书馆采购一批与学校专业相关、
展现前沿科技，特别是机器人、数控机床
方面的图书。在张涛的详细推介下，珠老
师手持图书采集器，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展
台采选了不少专业书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地方版图书
博览会，总体感觉不错，图书大多是新近
出版的，出版社也有专人推荐，我可以更
直观地感受图书的品质。”珠老师表示。

张涛与珠老师有同感，他告诉《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这是自己第八次参加
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此次社里带来了
机械、电子、汽车、建筑、计算机等图书
2000多种，都是2023年出版的新书，短短
一个上午，已经有多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前来采选。在张涛看来，学校老师可以来
采选图书，出版社可以了解市场需求，互联
网时代，这种线下交流的平台非常宝贵。

本届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由中国书
刊发行业协会、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支持，
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据湖北
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旅黄介
绍，活动为期一周，以“文化强国梦，书
香荆楚情”为主题，汇聚了全国500多家
出版发行机构，展出 20 余万种优质图

书，其中今年新书达10万种。活动期间
还开设“书香家庭”“书香企业”等特色
展区，组织多场论坛活动和新书推介会，
促成图书馆、出版社面对面互动，交流市
场信息，研讨行业发展，助推全民阅读。

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陈军说，全国地
方版图书博览会为出版社、图书馆提供良
好的信息互通、资源交互平台，为读者找
好书、为好书找读者以及为馆社之间架起
了“金桥”。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社长江广长说，
这样的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促成了读
者、图书馆、出版社三方的直接互动，为全
国各出版单位和图书馆提供了更高效的交
流平台，为湖北出版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国防工业出版社社长欧阳黎明说，
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已举办了19届，国
防社每届都积极参与，收获了开放合作、互
利共赢的丰硕成果。

据介绍，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自

2005 年创办以来，每年在春、秋两季各举
办一场，上下游行业乐聚盛会，借助馆配服
务商构建的平台，出版社和图书馆携手前
行，有效打破了行业信息壁垒，以“交流”促

“交易”、以“交易”行“所需”。近年来，湖北
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在书博会上举办
读书分享会活动、“小小图书馆管理员”游
学活动，设立“市民开放日”，组织图书义
卖、交换、捐赠活动，打造了一个为读者服
务、推动全民阅读的文化交流平台。

第十九届（秋季）全国地方版图书博览会在武汉举办

为出版社和图书馆架一座“金桥”
□本报记者 汤广花 文/摄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9 月 20
日，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数
字赋能新机遇 融合发行新价值”报刊
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

中宣部传媒监管局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段玉萍在致辞中表示，新起
点、新征程，报刊业要持续推进融合
发展再上新台阶。坚持守正创新，勇
担时代使命，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
坚定自信自强，推动文化繁荣，不断
提升传承文化的传播手段、传播方式
和传播效果。运用技术赋能，加快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坚持以互联网思
维推进数字化赋能全媒体建设，推动
报刊业深度融合发展。要创新传播方
式，实现有效传播，不断提高主流价

值的覆盖面和传播力、影响力。要加
强队伍建设，提升工作质效，探索建
立多层次、分类型的全媒体人才体系。

甘肃新媒体集团总经理、总编辑
李晓君，重庆课堂内外融媒体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总编辑简渠，人民日
报出版社社长刘华新，《南风窗》杂志
社总编辑赵义，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知识服务集团总经理、云科技
（中信书院）董事长朱虹，上海喜马拉
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城市文化首
席执行官张晓平分享了经验与做法。

论坛上还发布了 2023 年度中国
邮政发行百强榜，举行了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与相关单位的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报刊发行
局副局长戴建华主持论坛。

报刊融合发展创新论坛
聚焦新机遇新价值

本报讯 （记者尹琨） 9 月22 日，
以“智能新技术、创作新生力、鲜活新
传播”为主题的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
博览会网络文学创作论坛在甘肃敦煌
举办。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省新
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王成勇，甘
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王正茂在
论坛上致辞。

本次论坛分为“网络文学发展现状
与趋势”“聚焦新科技助力网文创作生
态的变革”“弘扬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扬帆中华文化走出去新征程”4
个专题，邀请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网
络文学平台相关负责人及网络文学作家
等分享思考与实践。

番茄小说执行总编辑乐力、中文在
线文学平台副总编辑贺涛、甘肃省作家

协会专职副主席王熠、中国网络作家村
负责人沈荣、咪咕数媒原创部项目经理
李 丰 ， 围 绕 在 人 工 智 能 生 成 内 容
（AIGC）技术推动下，网络文学作品迎
来的创作高峰和发展问题展开交流研
讨。与会嘉宾认为，AIGC 解放网络文
学创作生产力，改变网络文学IP衍生方
式，带来网络文学产业新机遇。同时，
AIGC也存在着无法保证生成内容的质
量和准确性等问题。技术手段有助于提
升作家创作体验，丰富作品宣发方式，打
造作家影响力，让好故事影响更多人。
大家同时表示，伴随技术变革，网络文学
多元发展与生态创新迫在眉睫。

论坛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作家协会、酒
泉市委宣传部主办，甘肃省网络作家协
会承办。

网络文学
迎来新技术新生力新传播

■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

在第十九届 （秋季） 全国地方版图
书博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工
作人员现场采选图书。

以数字手段实现“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近年来，我国古籍数字化进程
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近日在第十三届中国数字出版
博览会上看到，本届数博会的一大亮点
就是重点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理念下，不少重大古籍项目数字化成果
可圈可点。

数字解码中华文化和历史

记者在古籍数字化展区看到，今年
2月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规划指导，国家图书馆委托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建设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
据库，不仅使《永乐大典》纸质文献得
以减少损耗，更让《永乐大典》这一宝
贵文献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文献资源支
撑。上海音乐出版社展示的古谱数字化
解决方案《古谱今译》，是古谱数字内
容服务平台，其聚焦中国古代最常用的
两种记谱法——减字谱和工尺谱，以国
际标准的数字化古谱字库及输入法、排
版软件，解决了古谱特殊符号、谱式数
字化难点。

在古籍数字化进程中，诸如《永乐
大典》《古谱今译》等这样典型的事例
还有很多。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展

台，记者看到其展出的“解码中华文化
基因”融合出版物，以纸质书籍内嵌二
维码的方式，将图文声像影集于一体，
形成了以120集中英文视频、120部中英
文音频、一部纸质书为一体的融合出版
物系列。据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借助数
字技术推动优秀文化资源“活起来”的方
式，很受海内外受众欢迎，“解码中华文
化基因”相关音视频浏览量已破1.08亿。

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展台，其展
示的“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收录有
1840 至 1949 年间的 7 万余张珍贵照片
和近百部视频作品，用400余万文字讲
述了影像资料历史背后的重大事件和
关键人物故事。据悉，2023 年“中国
近代影像资料库”增加了地域子库、人
物专题与摄影师专题，实现了个人购买
功能。

地域古籍数字化成果频出

近年来，重点打造敦煌学和丝绸之
路研究知识总库和学术支撑平台，是读
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甘肃教育
出版社转型升级的目标。据介绍，甘肃
教育出版社打造的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研
究数据库与知识服务平台，由2个基础
资源库、4个产品库和2个平台构建而
成，并在此基础上建成索引目录数据

库、古文献数据库、研究成果分类特色
数据库和遗珍资源库共4个产品库，其
中古文献数据库有500种古籍实现了数
字化。

步入广西展区，其展示的“广西古
籍文库”数字平台，是广西古籍搜集、
整理、研究及出版成果数字化的集中体
现。不远处的湖北展区，其推出的《曾
侯乙墓与先秦文化》《荆楚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精粹》《汉剧四百年》《武当
文脉》等一大批弘扬湖北地域特色、传
播荆楚文化的数字化项目，展现出湖北
文化保护传播体系建设的轮廓。

“数字中国·大运河知识服务平台”
是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图书

《中国运河志》内容为基础建设的国内
首个运河专题数据库。在江苏展区，记
者看到观众可通过手势进行互动，“身
临其境”地参与漕船过闸、修复河堤、
对话古人等活动，感知运河深厚的文
化底蕴，体验别样的运河之旅。梳理
江苏文脉的 《江苏文库》 数字化工
程，目前已完成726册图书数字化，基
本实现《江苏文库》数字出版与纸质出
版同步。

典籍保护传承是永恒命题

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是中华文化

建设的永恒命题。在此命题下，新技术
为典籍的保护与传承、出版与研究提供
了诸多便利和可能，也使得古籍可以在
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与利用。

据中华书局旗下古联公司总经理洪
涛观察，近几年来，数字化出版产品的
用户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大学
生早就习惯了从数字化资源入手使用材
料，虽然不能替代文献阅读的系统性，
但是在速度和广度上，已不是传统阅读
可以比拟的。

另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社长葛艳
聪介绍，在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平台的
数据超市，国图社的古籍资源始终位居
点击量排行榜第一，不仅对古籍图片资
源进行了很好的展示和宣传，国图社在
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通过交易实现经
济效益。

面对古籍数字出版成果愈加丰
富，出版人该怎样持续、更好地推出
高质量产品？洪涛认为，使用最新的
现代化技术手段，从内容、形式两个
方面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现代的。葛艳聪认为，需要紧跟数字
技术发展，不断深入挖掘古籍版本及
内容价值。从图像数据到知识关联，
从文化大数据到文化大模型，取长补
短，合作共赢，合力做好古籍数字化
工作。

我国古籍数字化成果可圈可点
□本报记者 章红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