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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编辑培养是古籍社社长重要职责
（上接01版）

吕健提出，学者型编辑应是具有学者
精神与学者素养的编辑，前者强调的是对
文化传承传播使命的追求与担当，后者则
是践行这一使命的学养与能力。因此，古
籍出版社对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注重的应
该是学者精神的养成与学者素养的提升。

“学者型编辑是编辑的最高层次，其
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积
累过程，需要几方面条件的共同促成。”
广陵书社总编辑曾学文认为，要有学业
基础，从中学、大学直至硕博研究生阶
段，一直在文科领域学习，逐步打下坚
实的文史知识功底后，再从事文史图书

编辑，自然水到渠成；要有文化情怀，
有不少人从其他学科转行到古籍出版行
业后成为优秀编辑，这完全出于他们对
这个行业、这份职业的喜爱和后来的善
于学习、不断提高；要有学术视野，每
策划、编辑一本或一套好书，有所思
考、有所感悟，乃至著书立说；要有单
位支持，出版社领导的胸怀格局，出版
单位的环境氛围、支持举措，也是很重
要的因素。

扫除学者型编辑成长障碍

在热议学者型编辑培养的同时，与会

出版人也提出了一些需要关注的现实问
题。比如青年编辑面临的生活压力、工作
压力大，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思维模
式与工作方式已发生改变等。

《诚斋文录》责任编辑、广陵书社副
总编辑方慧君对此感同身受。方慧君说：

“我们的年轻编辑聊天时，时常埋怨做编
辑辛苦，发稿任务繁重，写不出专业文章
发表，评职称困难。也时常为是否为了加
快发稿速度而牺牲编辑质量而纠结，为是
否就书稿进行深入研究还是仅仅做‘来料
加工’而困惑。”

“上述问题有正向的一面，也有不利
的一面，需要思考、引导和解决。”吕健认

为，《诚斋文录》强调古籍编辑人才培养，
应注重其专业学术背景、专业资源管理、
专业环境适应与出版社专业发展目标相
匹配等，对目前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极具
针对性。古工委主任、中华书局原执行
董事徐俊认为，《诚斋文录》回答了古籍
出版人需要的素质素养、思考和实践，如
何去前行和回望，怎样既仰望星空又脚
踏实地等问题。

“唯有自豪，方能敬畏；唯有敬畏，
方能认真对待；唯有认真对待，方知古籍
整理与出版工作之不易。”《诚斋文录》所
倡导的理念在“85 后”方慧君看来，对
一线古籍编辑人员大有裨益。

本报讯 （记者杜一娜）一本以“纠
错”为特色的语文运用刊物，怎样打造品
牌、服务社会？11月10日，《咬文嚼字》
主编黄安靖以《守护语文规范 传承中华
文化》为题，在第四十四期刊协讲堂上分
享了《咬文嚼字》杂志的品牌打造和办刊
经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主持讲堂
活动。

黄安靖介绍，《咬文嚼字》是全国唯
一一本以“纠错”为特色的语文运用刊
物。它创刊于 1995 年，以“立足于语文
运用，守护语文规范，传播语文知识，宣

传语文政策”为宗旨，曾3次荣获中国出
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优质内容是期刊生产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黄安靖表示，《咬文嚼字》把提高
刊物内容质量、夯实刊物“文本”基础，
作为打造《咬文嚼字》品牌的根本途径。
通过开设特色专栏、提供高质量文章和培
养高水平编审队伍，“正面”传播语文知
识；以“纠错”方式，着眼于语文运用中
的“反面”材料，推动语文规范。

通过举办大型活动，增强品牌辐射
力，也是《咬文嚼字》的办刊经验之一。

黄安靖介绍，通过“十大语文差错”和
“十大流行语”评选、“汉字知识”网络竞
赛、建立语言文字监测站等，做到以评引
正，以赛促学，以测助管；开办“咬文嚼
字”讲习所、成立“出版物编校质量检测
中心”等，提升杂志的权威性。

《咬文嚼字》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上不
断探索，以此提升品牌的价值。黄安靖说，

《咬文嚼字》以杂志内容为基础，推出音视
频课程；完成语文知识学习板块、语文能力
测试板块以及差错语料库基础板块的建设
工作，实现咬文嚼字APP正式上线。

黄安靖还表示，《咬文嚼字》下一步
将以现有工作为基础，建立“大型差错语
料库”，开发“语言文字智能平台”，为用
户提供语言文字的智能化服务。

吴尚之在总结时表示，《咬文嚼字》
杂志勇于承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
护语文规范、传播语文知识的职责使命，
不断探索创新，办出了期刊特色，打造了
良好品牌。他们的办刊经验有三个方面值
得学习和借鉴：一是以优质内容奠定品牌
基础；二是以特色活动增强品牌影响力；
三是以数字化转型提升品牌价值。

《咬文嚼字》负责人做客刊协讲堂详解推动语文规范

一本以“纠错”为特色刊物怎样塑品牌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11月12日起，由
中国、英国、荷兰、新加坡等多国联合制作的
6集系列纪录片《长城，我来了！》连续6天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特别呈现》栏目
黄金档播出。

该片立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背
景，邀请英国年轻探险家阿什·戴克斯开启一
段非凡的长城之旅，带领观众感受长城沿线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绚丽的地域风情、良
好的自然生态。围绕“长城：中华民族的脊
梁”，该片深入挖掘长城的遗产价值、文化价
值、景观价值和精神价值，展现长城在中华
文明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价
值和地位。

节目历时 100 多天拍摄，跨越河南、河
北、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全
程行进2万多公里，选取沿线最具代表性的
长城，例如最古老的楚长城、最险峻的箭扣长
城、最雄伟的嘉峪关等。

纪录片《长城，我来了！》
央视开播

本报讯 （见习记者商小舟 记者李婧
璇）北京“阅读驿站”近日联合北京市东城区
前门街道草厂社区共同开展“防范养老诈
骗 守护美好生活”普法宣传主题阅读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北京雷腾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陈超，为社区居民分享《电信网络诈骗防范
手册》一书的精彩内容。陈超以法律知识与
真实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向居民介绍了涉及
老年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讲解了老年
人如何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手段识别和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读书分享创新阅
读形式，拓展阅读理念，内容丰富有趣，给社
区居民上了一堂鲜活的财产安全课。

北京“阅读驿站”
开展普法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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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左志红） 2023 成都全
民阅读盛典活动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盛典活动以“爱阅读 会生活”为主题，由
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全民阅读活动指导
委员会主办。

活动通报了 2023 年成都市“书香之村
（社区）”“最美书店”“十大藏书家庭”评
选结果，并进行颁奖。天府新区万安街道
麓山社区、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正街社区、
蒲江县甘溪镇箭塔村等34个村 （社区） 荣
获“书香之村 （社区） ”称号，阿来书
房、毛边书局桃蹊书院、西西弗书店世豪
广场店等10家书店荣获“2023成都最美书
店”称号，温锦平、傅天斌、余勋禾、吴炳
德等 10 个家庭荣获“成都市十大藏书家
庭”称号。

“书香社区”获奖代表、四川天府新区
麓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陶金凤说：

“今后我们还需进一步推进社区活动内容精
品化、形式多样化，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
图书资源和阅读服务。”

“成都市十大藏书家庭”获奖代表朱晓
剑表示：“成都的旧书店数量众多，但是每
家店的风格、书籍选品各有不同，它们组成
了成都的文化精髓，对天府文化的传承有着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据了解，2023 年，成都举办了首届
“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大会”、科幻阅读季、
儿童阅读周、成都读书月、红色经典诵读大
赛、天府书展、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等各
类阅读活动 1 万余场，发放书店消费券价
值200余万元，拉动书店消费超过千万元。

2023成都全民阅读
盛典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隋明照）11月13日，中国
文字著作权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
召开，选举产生了文著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及监事，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一级作家、
一级编剧柳建伟当选为会长。中国版权协会
理事长阎晓宏出席开幕式。

阎晓宏在致辞中说，文著协成立 15 年
来，在陈建功理事长和协会全体同志共同努
力下，依靠团结广大权利人，依法收取并合理
分配作品使用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期待
文著协换届以后，发扬成绩，在维护会员权
益、推广作品使用等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著协第一届、第二届会长，中国作协原
副主席陈建功在致辞中表示，文著协致力于
提高著作权人保护水平，并在财务透明公开、
管理制度完善、工作内容推进方面不断进
步。相信在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下，文著协会
有更大的进步。

新当选的文著协第三届理事会会长柳建
伟表示，文著协第三届理事会将继承第一届、
第二届理事会的优良传统，不断完善和加强
内部治理，努力提升版权集体管理运用水平
和效能，为加强版权社会治理，推动形成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风气，建设文化强
国、版权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洪波、许辉、郭禾、王子君当选为第三
届理事会副会长，张洪波当选为常务副会长
兼总干事（法定代表人），赵洪波当选为监事。

文著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还审议
通过了《汇编类图书使用文字作品付酬办法》
和《知识资源平台使用文字作品付酬办法》。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选举产生新会长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第二十五届
（2022年度） 华东地区古籍社长年会近日
在江苏扬州举行，探讨进一步推动文化传
承发展与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有效
对接。

在会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以
“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为例，介
绍了该平台如何持续更新完善，以期为用
户提供更丰富、更专业、更便利的古籍知
识服务的经验。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认

为，做好国家重点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古籍资助项目工作，应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提高政治站
位，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兼顾经济效
益的经营思路，同时做好中长期选题规
划，关注学术界动态，加强人才培养，促
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稳步前进、高质量发
展。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认为，当
前图书渠道格局正发生颠覆性改变，调整
经营模式，布局新媒体营销矩阵，刻不容

缓。中西书局副总编辑陈闵梁表示，古籍
出版社必须坚持专业特色，聚合优势资
源，结合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以出版推
动相关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

参会出版社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古
籍人才培养、选题储备、图书质量建设等
进行了交流探讨。大家认为，当前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古籍出
版的大环境持续向好。古籍出版人需进一
步强化使命担当，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宝贵资源，找准时代的对接力，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和出版高质量发展方面奋发有为，
走深走远。

江苏省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长金，江苏省委宣传部出版处相关负责
人，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姜小青及华东地区的18家
出版社负责人出席，广陵书社总编辑曾学
文主持会议。

华东古籍社社长建言古籍出版走深走远

本报讯 （记者田野）“兰州职业技
术学院古籍修复专业学生实习基地”和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
所人才培养基地”近日在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揭牌，甘肃省“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
活动同时启动，这是甘肃省通过馆校合作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上述两基地由甘肃省图书馆和兰州
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创办。“过去，古籍
保护与文物修复技艺，大多数时候是一
种‘师带徒’的传承状态。今后我们想

把‘师带徒’这种传统的方式与学校的
教学研究对古籍保护的推动力量结合起
来，应该说可以使古籍保护人才培养、
古 籍 保 护 实 践 水 平 上 一 个 新 的 台
阶 。” 甘 肃 省 图 书 馆 馆 长 肖 学 智 说 ，

“今后，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
过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创新传承人培养
方式，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文化遗产
保护、古籍修复科学研究、实训基地建
设、毕业生就业、技术服务等领域进行
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全省古籍保护人才
培养，为甘肃古籍修复保护事业作出积

极贡献。”
甘肃省图书馆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古旧籍藏书
约38万册。作为省级非遗项目 （古籍修
复技艺） 保护单位，该馆自20世纪60年
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古籍修复、古籍修复
人才培养、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等工作。
2009 年，正式成立甘肃省古籍保护中
心，截至2022年年底，已修复古籍逾20
万叶，是全国古籍修复的重要力量。

“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作为
一项全国性活动，旨在普及古籍保护知

识、传承传统文化。当天，甘肃省古籍
保护中心的专业修复人员走进兰州职业技
术学院，为学生们集中示范文物修复专业
技术。

修复师们现场向学生集中示范了文物
拓片、古籍装帧等专业修复技术，兰州职
业技术学院非遗学院的孩子们围着老师，
认真听、仔细看、用心学。兰州职业技术
学院非遗学院 22 级文保班学生王梦瑶
说：“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修复
实践中的不足，同时我们也可以就自己疑
惑的问题当面向老师请教。”

馆校携手为甘肃古籍修复保护“蓄能”

湖南大学与台湾大学两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中国传
统文化研讨周”11月12日正式启动，首场活动“师生学术
论坛”当日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来自两校的30余位师生
参会。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来自台湾大学哲
学系、历史系、政治学系，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历

史系的27名本硕博学生分组进行研讨，以论文报告的形式
分享研究心得及成果，以学生互评的方式展开深入讨论，最
后由两校教师进行专业点评，气氛热烈。

图为11月12日在长沙岳麓书院拍摄的湖南大学与台湾
大学两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中国传统文化研讨周”开幕
式现场。 新华社发（宋文浩 摄）

岳麓书院来了两岸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