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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4月15日电 （记者
徐永春 刘芳）“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
际研讨会”15 日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中外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围绕“文明交流互鉴与人
类共同愿景”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碰撞思想火花、点亮文明之光。研讨会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
员会共同主办。

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副总干事曲星致开幕辞。张建春
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

月首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
表了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重要演
讲。10 年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内
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广泛传播，为增进
全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中国积极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
念，与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各
方通力合作，取得了务实成效，共同促
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

张建春指出，面对当今世界的诸多
风险和挑战，要在探寻古典中汲取文明
智慧，在传承创新中推动发展进步，在
交流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在面向未来

中实现共同愿景；呼吁各方积极践行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

曲星在致辞中表示，如果没有相互
理解、相互认识、相互信任，就无法建
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共同体，各方应
建立互信，共同开启和平的历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化对话部门
前主任杜杜·迪安在主旨发言中表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推动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提出了许多概念与计划。

“丝绸之路综合研究计划”就是其中之
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支持对

计划至关重要。他呼吁重视多元身份、
共同遗产、增进相互理解。

中外嘉宾当天还参加了“丝绸之
路：人类文化交流的璀璨乐章”“当今
世界的跨文化对话”两个分组讨论，畅
谈古代丝绸之路对当今世界文明交流的
借鉴意义，呼吁发扬包容并存、美美与
共、合作交流的精神，推动人类文明交
流互鉴与和平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及各会员国
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各国专家学者、
青年代表等来自 40 多个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的200余名嘉宾参加研讨会。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际研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

棕红色书封、烫金书名、全彩高
清图版、原大印刷、高度还原文献原
貌……由敦煌研究院编纂、甘肃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甘肃藏敦煌文献》（第
1—12册） 近日正式问世，整齐垒放在
一起足足有一尺多高，无论是内容还是
外在形式都极具“含金量”。

“敦煌文献是研究敦煌文化的重要
基础资料支撑，整理与出版《敦煌文献
全集》，可以为敦煌文化的现代化阐释
提供权威可靠的图版文本，对进一步引
领国际敦煌学向深向广发展，特别是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院党
委书记、《甘肃藏敦煌文献》总主编之
一赵声良介绍说，《甘肃藏敦煌文献》
是“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
程”项目成果——《敦煌文献全集》的
子项目，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
物出版规划项目、2021—2035 年国家
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第一
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项目。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
到，“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
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
组主持，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
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
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
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
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
地的敦煌文献。

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敦煌位于陆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
最西端，这个戈壁中生机勃发的绿洲，
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然
而，在从明到清中期长达500年的时间
里，由于政治原因，丝路受阻，交通闭
塞，敦煌几乎被人遗忘。1900年6月，
因为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使其闻名
遐迩。洞内出土了7万余件公元4世纪
至 11 世纪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其中
大量以纸本写卷为主的古代文献震惊了
世界，被学界称为“敦煌遗书”。

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
后，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遭到英、
法、俄、日等国探险家的劫掠，致使大
批敦煌文献流失海外，现分藏于国内外
近百家公私收藏机构。

资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对敦
煌学来说，这一点显得更重要。敦煌学
的研究是在藏经洞出土文物和文献等资
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大部分敦
煌文献已流失海外，而藏在国内各收
藏机构的敦煌文献，也首先是将其作
为文物而珍藏的，并不是作为图书馆
资料而可以直接利用。因此，对大多
数研究人员来说，不可能亲自阅读敦
煌文献，而作为文物保存的敦煌文
献，由于年代久远，纸张破损，也不
允许被多次翻阅。根据原件拍摄，然
后影印出版，就成了最好的刊布方式，

这样既可以保存原状，也可以满足大部
分研究者的需要。

赵声良介绍，“敦煌遗书”的文化
内涵博大精深，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是我国中古时期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我
国魏晋至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
历史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推进敦煌文献研究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学者利用敦煌
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改革开放
后，我国学术界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
文献的热潮，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困难状
况得到彻底改变，国内敦煌学界从文献
资料的刊布逐渐进入深入的研究阶段，
敦煌学出版也随之进入繁荣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敦煌文献的
整理刊布工作取得丰富成果，在我国敦

煌学界和出版界密切配合下，陆续推出
了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
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
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肃
藏敦煌文献（全六卷）》等一批大型敦
煌文献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研究
和阅读需要。

“这批出版成果代表了当时最高水
平，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学术水
平，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还有
较大提升空间，学术界、文化界对提高
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出版质量有着迫切
需求。”赵声良告诉记者，结合当前实
际，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利用水平
需要统筹整合，进一步提高工作系统性
和规范性，优化完善文献定名等学术性
工作，反映敦煌文献最新整理研究成
果，体现当前学术研究水准，以新理念
新方法新技术呈现之前胶卷翻拍、黑白
拼版等技术所不能全面展示的敦煌文献
信息。

在赵声良看来，《敦煌文献全集》
较之前推出的敦煌文献图集实现了三个
突破：一是整体布局、全面汇聚，实现
高水平集成刊布。加强存藏国内敦煌文
献摸底和交流，推动散失海外的敦煌文
献更高水平“回归”，有力推进敦煌文
献永续传承发展。二是深入研究、接续
推进，实现高质量系统整理。体现敦煌
学学术发展脉络，吸纳最新学术成果，
加强敦煌文献研究定名工作，提升敦煌
文献整理出版的学术水平。三是精编精
审、精校精印，实现“高保真”完整呈
现。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条件，采用高清
全彩方式印刷出版，推进敦煌文献整理
研究、普及推广和开发利用。“此次推
出的《甘肃藏敦煌文献》作为《敦煌文
献全集》的子项目，是甘肃藏敦煌文献
的高清彩色图录。” （下转02版）

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访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甘肃藏敦煌文献》总主编之一赵声良
□本报记者 田野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4月12日，湖
北省宜昌市委宣传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
合在京举办《楚辞大典·第一编》首发式。

《楚辞》之学萌发于秦末汉初，2000多
年来《楚辞》文献学研究一直是各个时代的
热门之学，目前海内外《楚辞》刻印、校读
文献有上千种。首发的 《楚辞大典·第一
编》全35册，收入约70种“楚辞章句”和

“楚辞集注”文献。
《楚辞大典》主编之一黄灵庚介绍了在

选目、提要撰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楚
辞大典》编纂过程中的问题做了总结，他相
信《楚辞大典》的出版能为《楚辞》研究提
供最完善的文献。

《楚辞大典》主编之一刘跃进回顾了屈原
研究院的成立过程，呼吁将《诗经》《楚辞》这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研究做得更好，体现当
下的特色，并建议对近年来《楚辞》文献研究
进行回顾和展望，完善相关学术史的研究。

据了解，《楚辞大典》 计划分三编出
版，收入唐宋至民国时期300余种最为重要
的《楚辞》及屈子文献，其中不少文献为海
内外孤本和善本。《楚辞大典》 预计成书
110册左右，于2025年全部出版。

《楚辞大典·第一编》
在京首发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在即将迎来长
春电影制片厂建厂80周年之际，为了盘活
长影红色资源，由长影译制片影视创作团队
倾情打造的“长影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广播
剧”首批作品已经录制完成，近日在吉林广
播电视台有关频率、喜马拉雅 APP 等平台
播出。

参与“长影百部红色经典电影广播剧”
录制的均为长影译制片专职导演、配音演
员。首批10部广播剧包括几代观众耳熟能
详的 《保密局的枪声》《党的女儿》《董存
瑞》《红孩子》《黄河少年》《甲午风云》

《两个小八路》《战火中的青春》《祖国的花
朵》《钢铁战士》等经典作品，用“声音大
片”陪伴全国观众重温红色经典、汲取奋
进力量。

首批广播剧每集 10 分钟左右，深度还
原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制作精良，节奏明
快。在后期声效制作中精心打造了音乐及
环境声等细节，使听众听起来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

长影盘活10部老作品
“声音大片”献给新观众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董博
婷）以解读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主题的电视专
题片《文明风盛新时代》，于16日起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22:30 档播出，
每日一集。

该片分 3 集。第一集 《理论进万家》，
呈现了文明实践深耕基层、根植群众，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第二集

《服务聚民心》，讲述了文明实践服务群众、
凝聚人心，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暖心服务，让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走深走实；第三集《新
风育新人》，展现了文明实践以文化人、成
风化俗，在培育新观念、新道德、新风尚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该片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人物和故
事，运用形象的画面、鲜活的语言，进行生动
具体地叙事和深入浅出地解说，充分展现了
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扎实推进、落地生根、深
入人心的实际进展，彰显了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向上向善、追求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

《文明风盛新时代》
电视专题片开播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商小舟）
4月15日，以“书香润京城 奋进谱华
章”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书香中国·北京
阅读季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启动，现场发
布京华好书2023年度好书以及2024年
重点活动计划。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翟德罡在
启动仪式上致辞说，2024 年，北京市
将重点在丰富内容供给、提高服务效
能、提升品牌影响、强化数字赋能上
下功夫，全年做好“筑梦新时代 共
绘新图景”主题阅读活动、“京彩文
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书香行、“旧
书新知”等十大重点工作，深化全民
阅读。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京华好书 2023
年度好书涉及六大类 23 种，包括“特
别推荐”3 种：“北京文化书系”（47
种）、《宝水》、《雪山大地》；“主题出
版”4 种：《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
的》《新时代这十年 （2012—2022）》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当青春遇见马
克思》；“人文社科类”3 种：《紫禁
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中
轴线与北京古河道》《听首席专家讲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学艺术类”4
种：《阿娜河畔》《星空与半棵树》《家
山》《芬芳》；“科普生活类”5种：《含
泪远去的海岛：碳中和的故事》《京城
绘·山川风物》《人工智能：重塑秩序的

力量》《画解科学图景：100 位科学人
物的探索创新》 及“十万个健康为什
么”丛书；“少年儿童类”4 种：“院
士解锁中国科技”系列、《雨燕飞越
中 轴 线》、《猴 子 老 曹》、《太 空 一

日》。翟德罡与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董事长马国仓等为京华好书 2023 年度
好书入选图书出版单位颁奖。

在分享环节，作家阿舍以“辽阔的
视野带来辽阔的写作”为题分享创作与
阅读经历。首都图书馆馆长毛雅君作了

“公共阅读服务助力文化共享”主题交
流。中国书店党委书记张东晓、通州区
渊集书店主理人杨瑾分享了旧书的阅读
价值。

启动仪式上还举办了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落户副中心揭牌仪式，
以及《古代诗歌中的北京》新书首发活
动。此外，现场还开展了“京华印像”
古书印刷、制作、装帧、修复互动体验
活动。

此次活动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领导小组指导，北京市委宣传部、通州
区委区政府主办。

据悉，第十四届书香中国·北京阅
读季将统筹全市各区、出版机构、网站
等开展新书首发、诵读活动、一区一品
等“悦读”“惠读”“享读”三大书香京
城系列活动共计近300场，营造全城尚
读的浓厚氛围。

第十四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动
京华好书2023年度好书现场揭晓 “旧书新知”等十大重点工作计划发布

舆论监督栏目《今日聚焦》
数字版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02 要闻

4月15日，嘉宾在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动仪式现场观摩古书修复过程。
本报记者 商小舟 摄

上海译文社的“金点子”：
线下引流，线上消费

03 综合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