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29日 ■星期三 ■责编：李国生 ■版式：乔磊 ■责校：魏铼
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专版 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

■记者手记

“原上丛书”是一套反映当下中国小
说创作实绩，展示中青年作家艺术品格
和前行势头的系列丛书。之所以名为

“原上”，第一个原因是基于我们不断谈
及的中国当代文学“有高原缺高峰”的
共识性判断。历经数十年的吸纳、丰
富、转变和探索，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尤其是当代小说）呈现了一定的高原态
势。作家们立足于本土、个人和时代经
验，深谙东西方小说讲述的艺术策略，
有着广博的文学视野和经久的文学阅
读，并较好地融合萃取，呈现出不同的
中国故事的可贵面貌。然而，我们也需
要承认，当下的写作还有诸多不足，尤
其表现在思想性、创新性、丰富性和锐
利感上。我们编撰这样一套丛书，是为
彰显、呵护已经呈现高原态势的中青年
作家的创作实绩，展现他们的文学实
力，同时也冀望借此促进这些作家朋友
能够不断向前，最终筑起属于自己的

“山峰”。而定名为“原上”的第二个原

因，则源于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
一枯荣”的著名诗句——它意味着不竭
的新生力量和文化根脉的深层延续……

“原上丛书”，愿为已经站在高原、相对
年轻的“新生力量”提供助力。

“原上丛书”首先考量的是实力和未
来态势，以现有创作的真实呈现为第一
标准。基于此，我们更愿意从那些潜心
写作但荣耀的强光尚未照到身上的作家
中获取，让他们在这里获得可能的彰显
与艺术尊重。全国性是这套丛书的又一
立足点，我们愿意将整个中国有实力的
中青年作家放在一起打量，并使用同一
标尺。

第一辑入选的作家是刘建东、李凤
群、林那北、哲贵、沈念、王芸、和晓
梅、卢一萍、郑小驴、文清丽。他们是
当下文坛极为活跃、极有实力并且获得
了一定关注的中青年作家，而我们更看
重的是他们身上所能体现出的创新意识
和前行态势，包括他们对于时代、生
活、人性的有效挖掘。

林那北的小说，语言上有一种清浅
的音乐性，而在故事上也有那种东方式
的轻和淡，仿佛不着力地推进着，而阅
读者则在不知不觉中沉入她预设的涡
流。她熟谙生活细微，极易从具有幽
暗感的褶皱中获得发现。小说集 《燕
式平衡》 似乎更从容，社会生活的流

变、个人的境遇与处境、人性的多重
复 杂 一 直 是 林 那 北 所 关 注 的 。 在 这
里，她呈现了更让人感吁、会心和由
衷赞叹的文学发挥。

而在王芸的小说中加重的则是情感
的力量。王芸的小说极具个人标识：从
小事和微点开始，角度较小甚至是极
小，然而撬开的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共
有议题；故事上往往不那么用力，但涡
流感重；大量留白，会调动阅读者不断
对文本进行填充。《请叫她天鹅》聚焦生
活和人性的复杂世相，探触心灵深处、
生活褶皱处的细部，在生活剧变和断裂
处映现出“人”的力量。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刘建东的中短
篇小说 （尤其短篇） 属于教科书式的，
在语言、故事结构、意蕴营造和留白点
的设置上，无一不见微妙与精心。小说
集 《无法完成的画像》 兼有现代主义创
作倾向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而我看重
的是它的融合力量，那种将两种或多种
不同向度的力量完美融合并构成合力的
力量。

意大利作家艾柯曾说，有两类人属
于天生的作家，一类是农民，一类是水
手。将哲贵看作是农民型的作家大抵是
合适的，因为他对地方生活了如指掌，
更能体味在这一地域生活的人们的精神
真实和情感真实。他在那条被称为“信

河街”的地方打出了一口深邃的、不断
反射出生存实态的井。较之一般小说，

《信河街别录》更具有地方志和民俗学价
值，当然它更值得言说的还是文学价
值、思考价值，那种对人生、人性和独
特环境中生存的思考和追问。

“80 后”作家郑小驴的写作则呈现
了一种独特面目，他直面现实，有一
种少年老成的技术熟练和“坚决不肯
老成”的青春冲力……在他身上和他
的写作中，我能看见时下写作普遍匮
乏的东西。郑小驴更为关注的是我们
生活中的另一潜流，是某种有意回避
和视而不见——恰因如此，郑小驴小说
写作的价值感也变得更为显豁。

卢一萍的小说集《N种爱情》，包含
着真正的人性之美，包含着安宁、博
大、舍身的投入和为爱的不顾一切。曾
在边疆当兵并深深融入边疆生活的卢一
萍，在他的写作中呈现的是那片大地上

“人类最初的爱情的战栗”，它是一种真
实，同时也是一种怀念。

身处云南的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她
的小说现代感充沛丰盈，其故事结构往
往不是单一线性，而是采取复调叙事多
线并织，并使其铆合于统一的叙事点
上，其技艺的精熟和细节控制力让人叫
绝。更重要的是，和晓梅始终将小说看
作“探索存在的密钥”，她的所有技艺呈

现都精心围绕于小说的智识和追问，显
得深入而深刻。

沈念的小说集 《八分之一冰山》 会
让我们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也会
让我们在开始阅读之前就暗自认定，这
本小说集将会在“未说”和“未尽”之
处有更多经营。小说集聚焦平常生活中
的个人遭际与精神困境，充满追问和更
多体谅，叙事冷峻而又不失温情。

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中，军事文学
最容易在日常化的场景中呈现出强烈的
故事性和戏剧冲突。“善假于物”的文清
丽在她的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
现实的、追怀的方式，强化和突出主人
公们的种种经历……尤其巧妙和独具匠
心的是，文清丽在小说中建立了一武一
文两个舞台，其中的自然张力被她有效
调动，魅力十足。

我是从长篇小说 《大野》 开始认真
关注起李凤群的，她有良好的艺术感
觉，更重要的是她有一颗真诚的心。小
说中诸多人与物都连接着她的肋骨，她
体恤他们、理解他们。在李凤群的小说
中，那种真切的理解和信任始终存在
着，也使她写下的故事并不单纯是一个
故事，而更多的是一种共有的情绪、一
种共同的思考、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
面对。

希望我们遴选的作家都具有强烈的
个人面目，都在以独特的方式开掘自我
的精神富矿。他们在高原之上，他们具
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他们和他们的写作
值得被关注。

（“原上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
删节）

从日常文创用品到音乐、视频作
品，从AI新技术到区块链，版权与我们
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 记者在刚刚落幕的第九届中国国
际版权博览会上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企
业将版博会作为新产品、新技术首次亮
相的舞台。

一流技术与应用，已成为中国向国际
版权领域打开的一扇“展示窗”，娓娓讲
述着中国故事，与此同时，新技术也在不
断拓展服务版权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展示
出中国版权的科技“硬实力”。

科技赋能
感受版权保护力量

漫步本届版博会展馆，AIGC （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催生的新产品、新应用随
处可见。许多企业和机构在人工智能、金
融科技、文化创意等领域首发一批新产
品、新技术，引领行业创新趋势。在
AIGC火遍全球的当下，新科技语言正在
重塑各行各业，版权领域也不例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如何才能让科技
促进文化繁荣，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数字
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首都版权展区内集
聚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数字文物和中国文
保链、中国书店的古籍文创、“北京大学
—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的
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甲骨文文
创体验与互动、国家级工艺品“中国礼
物”与“燕京八绝”等非遗记忆展与互动
体验活动等，让观众们在科技营造的沉浸
式体验中充分感受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版权
力量。

目前，全球正在掀起一股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创新热潮，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封
面区块链数字内容存证系统在展区内吸
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众廖志勇从事媒
体相关行业，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就

很关注新闻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刚好
在版博会上集中看到了很多新技术，觉
得十分长知识。

四川展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封面区
块链数字内容存证系统是基于智媒云4.0
的版权管理联盟链，由封面研究院人工
智能研究所、传播研究所、区块链媒体
实验室联合研发，该系统通过智媒技术
支持智媒内容，支持富媒体内容一键上
链、一键确权、一键维权，以及区块链
版权侵权责任追溯，是一种创新型的版
权保护解决方案。

“2020年以来，封面传媒原创内容版
权作品均通过该系统上链确权，包括文章
约15 万篇、图片约5 万张、视频约15 万
个、音频约1万个，成为国内主流互联网

平台的重要合作伙伴。近两年来，封面传
媒实现内容版权收入近 3000 万元，居中
西部媒体前列。目前已经有 《四川日
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扬子晚报》等
10 余家主流媒体使用了封面区块链数字
内容存证系统。”该负责人说。

多元运用
推动内容产品技术创新

通过 VR 一体机，沉浸式感受“元
宇宙”艺术；数字出版平台助力出版单
位实现双效俱佳；能够自动上课的机器
人老师……在本届版博会的安徽展区，

“版权皖军”给观众带来炫酷的数字创意
体验，展示了安徽科技新实力。

“您好！”记者刚走进安徽展区，两台
可爱的白色机器人就亲切友好地打招呼。
展台负责人詹玮告诉记者，这是安徽新华
发行集团在本届版博会上展出的可以全自
动上课的机器人老师——皖新朱子机器
人，它能够通过个性化智能语音交互模
式、人工智能超级算法等，让学生们沉浸
式学习。“这台机器人内置的5门课程均
为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豚宝宝’品牌所
有，完全拥有自主版权。”介绍起自家产
品，詹玮颇为骄傲，“让机器人登上版博
会，是人工智能与版权的结合。”

记者观察到，腾讯的诸多版权“硬
科技”已在存证、保护、运用等多重版
权场景中使用，不断扮演更多更重要的
角色。

版博会展现科技“硬实力”
□本报记者 朱丽娜

11月24日，在位于第九届中国国际
版权博览会3号馆的广州展区，来自四川
广安的陈欣在元宇宙VR非遗体验馆中停
留了很久。“没想到非遗和元宇宙能够这
样结合起来，非常生动。”陈欣对《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说。

无独有偶。在本届版博会上首次设置
的元宇宙线上展，一方面通过空间内直播
的方式呈现本届版博会线下展览和论坛的
盛况；另一方面，增加数字版权消费应用
场景互动体验，通过数字人引导，创新呈
现与推广版权基础设施、内容创作、版权
运营等行业案例。

数字版权展示无处不在

漫步版博会现场，几乎每个展区里都
有数字版权的身影。

在首都版权展区入口处，由北京海百
川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AI体验互动项目

吸引了很多人打卡体验。“该项目利用摄
像头捕捉用户动态，以数字孪生全息舱真
实还原人物的立体效果，实现现实空间中
的沉浸体验与人机实时交互，展示版权元
素与人工智能结合而生的魅力。”首都版
权协会秘书长冯华介绍说。

在湖南展区，长沙特别量身打造
CAVE 空间，通过数字技术让观众突破
空间限制，带来长沙人文风情和上天下
海的视觉奇观。马栏山数字主持人“小
漾”在现场与观展者们近距离接触，充
分展示长沙展台“文化+科技”“数字
化+互动化”的魅力。

在重庆展区，重庆数字影像馆、中小
学教研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展示让人印象深
刻。重庆广电版权中心廖怡欣介绍说，作
为重庆广电 2023 年启动的大型综合性数
字文化项目，重庆数字影像馆以重庆广电
现有馆藏的36万小时海量珍贵影像资源
为基础，辅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型技术，实现影像抢救修复、智能处
理、创新展示、版权交易、文化传播等众
多功能。

数字版权研讨集中深入

在本届版博会的各个专业论坛上，数
字版权同样是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在国家版权创新示范合作论坛上，与
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数字版权如何赋能城
市创新发展，探索如何有效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使版权成为赋能社会经济创新
发展的重要引擎。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李昊
千介绍说，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在本届
版博会上推介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
版权登记存证与交易合作成功案例，旨在
向版权行业推介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在

“版权+金融”创新服务模式的探索成
果。而在北京市版权局与中国公共关系协

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以
“数字版权赋能实体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数
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论坛上，专家
们围绕“国家区块链可信数字版权生态创
新应用试点项目”的实施、数字版权的价
值、应用及未来发展等相关话题展开分享。

数字版权合作不断“上演”

本届版博会期间，多个围绕数字版
权发展的合作项目实现落地。

比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分别与南
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中文在线集团就各
自领域共同推进数字版权链条试点应用
签署合作协议。首都版权协会与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就共同推广文化数字版权登
记、确权、司法存证、维权监测、版权
溯源管理综合服务，推动版权产业和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
作关系。

数字版权引领，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赵新乐

筑起属于自己的“山峰”
□李浩

“这个马鞍是手工做的吗？”
“这都是我们牧民手工制作的。”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新疆展

区的孟璐璐皮雕工作室展位上，这样的对
话不时发生着。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与孟璐
璐交谈后得知，她本次共带来6种已经完
成版权登记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身份
证”就摆放在文创产品旁边。

孟璐璐对记者说，进行版权登记对作
品是一种法律上的保护，如果遭遇侵权盗
版，就可以凭此“身份证”主张和申诉，
同时也可以凭借其与合作方展开合作。

版权激发更多手艺人将创意转化为高
品质产品。记者在本届版博会各展馆采访
时发现，“版权”是年轻的手艺人热衷谈论
的话题，这表明他们的版权意识不但觉醒
而且扎根，更为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注入了
青春力量。

记者看到王伊婷时，她正埋头雕版。
“90后”的王伊婷是苏州“一满纸花”工作
室主理人，毕业于民间艺术图式的当代运
用专业，专攻版画方向。据她介绍，“一满
纸花”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版权
保护，《二十四节气春牛图》、“十二生肖”
系列等作品均已获得作品版权登记证书。
王伊婷告诉记者，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传统非遗
技艺的同时，自己和团队设计、创作了许
多新的IP图样，授权给文博机构或公司企
业，实现版权交易变现的同时，更让版画
这一传统技艺能够在年轻群体中“破圈”。

“我们的竹丝尺寸有严格标准。宽度是
0.43毫米、厚度是0.14毫米。”四川青神县
竹福竹艺文化有限公司的工艺美术师刘基
全介绍道。该公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
竹编的传承单位之一，总经理张德明首创
的“双线交叉走丝”编制方法，与法国时
尚品牌实现创新结合。

刘基全做竹编已有30多年，目前主要
做瓷胎竹编，尽管已是熟练工，但完成一
个小小的瓷杯竹编还是需要一天的时间。

“希望全社会的版权意识能够进一步提高，
保护原创、激发创新。”刘基全坦言，国家
重视版权保护，营造良好环境，版权登记
能够为作品提供保护，但较高的维权成本
还是会带来维权难度。

在本届版博会4号馆，记者见到了国
家一级美术师张大华。作为中国当代禅画
的开拓者，其作品画风素淡清雅，以简单
的笔墨传递深邃的禅意境界。北京版淘科
技有限公司针对艺术家创作的美术作品进
行IP衍生，在本届版博会上重点展示了张
大华为北京冬奥会绘制的“运动熊猫”，以
及为成都大运会绘制的具有当地民俗特色
的熊猫国画。

在张大华的笔下，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吃火锅、喝冷饮、打掼蛋，被赋予拟人化
的特质，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目前，北京
版淘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他的作品，已经推
出陶瓷、茶叶、桑葚酒、掼蛋牌等文创产
品。“版权能够激活创作设计，为产品赋予
更多文化内涵。”张大华希望，能够有更多
的版权服务机构打造版权数据资产交易服
务平台，对接供需双方，推动版权价值实
现转化。

护航“守艺”
助力“传艺”
□本报记者 尹琨

在第九届版博会上，
“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
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
的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
古籍”，让观众在体验中
充分感受到版权如何赋能
文化发展。

首都版权展区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