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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大运河相关主题图书

日前发布
的2023—2024
年 度 国 家 社
科基金中华
学术外译项
目立项名单
中 ，《中 国
运河志》总
主编邹逸
麟先生撰
写 的《舟
楫往来通

南 北 ——
中国大运河》

英文版被列为
重点项目，这本书

是《中国运河志 总
述》的单行本。

《中国运河志》由江
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该社为这部书专门成立了
“中国运河出版中心”，并在该书

出版后保留这一部门，筹划了更多
运河出版项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就志书编撰、运河图书策划等
专访了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运

河出版中心主任胡久良。

依托专家力量
做好项目管理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以《中国运河志》
为例，大部头志书编撰难度非同一般，苏科社
投入了怎样的编辑力量？

胡久良：《中国运河志》是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自主策划、投资、组织的重大出版项目。此前，
凤凰集团已在组织编纂《中国长城志》，积累了
一些经验。

大型出版工程的建设，编纂组织工作是重
中之重。苏科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部门中国

运河出版中心，但实际上，从凤凰集团到苏
科社再到编辑部门，均倾力投入项目运

作。集团领导在总体策划、政策扶持、资
金保障、重大问题协调等方面运筹
帷幄。苏科社将该项目列为“一号
工程”，几任社领导奔波于一线，
与参编专家面对面沟通。

作为项目编辑部门，中国运
河出版中心专门编写了《〈中国运
河志〉编纂工作手册》，明确编纂
体例、行文规范，分发到全体参编
作者以为参照，规范志书编纂工
作；全程参与各次会议讨论，交

流信息，协调各分卷编纂稳
步推进。在最后的编

辑出版阶段，集团
层 面 调 派 江 苏
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江苏凤凰教
育 出 版 社
等 多 家 单
位的骨干

编辑参
与 编

校工作。合集团之力组成的数十位编校人员团
队，精心编稿、审稿、校稿，可谓“《中国运河志》
出版大会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具体来说，有哪些
编撰困难，如何解决？

胡久良：出版企业牵头组织修纂专门通志，
依托专家之学养、做好项目之管理是两大要务。
围绕《中国运河志》编纂工程，苏科社组建了国
内顶级的专家队伍。100 多位来自高校和研究
机构的专家是最为重要的依托力量。

对于《中国运河志》而言，最大的难度是构
建中国大运河的研究框架和知识体系。首次以
通志的形式记述中国运河，摆在专家团队、编辑
团队面前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确定志书的编纂框
架。这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新的运河研究体
系。其后每一分卷的编纂都是运河研究某一专
业方向上的深入探究，因无先例可循，同样难
度极大。

解决这些难题，最重要的“法宝”仍然是依
托专家力量。苏科社组建了核心专家组、分卷主
编两方面团队。核心专家组作为“学术中枢”，负
责指导制定总体框架，审议全志大纲，研究处理
疑难问题，评审分卷稿件，把关学术质量。分卷
主编负责起草分卷编纂方案、提交样稿、组织编
纂、统稿修改。核心专家、分卷主编“分工不分
家”，开放、专业的研讨贯穿于志书修纂全程。

开拓学术研究
加强融合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运河志》有
哪些创新和品牌效益？

胡久良：《中国运河志》9卷11册，是“十三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2019 年在
扬州世界运河大会上发布。《中国运河志》首次
构建了运河通志的研究框架体系，创新性地组
织开展了运河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首次系统
挖掘、收集、整理中国大运河相关典籍文献、历
史资料、珍稀舆图，全面厘清大运河的历史变
迁、文化演进和发展脉络；首次组织大运河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文本的正式出版……一系列开创
性的研究工作，填补了中国运河通志的空白。

《中国运河志》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绩效考评优秀项目”，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图书奖提名奖、江苏省宣传文化工作创新奖等
荣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运河出版中
心还有哪些出版规划？

胡久良：苏科社保留中国运河出版中心，致
力于长期发展。目前中心发展规划主要是3个
方向：图书出版、融合出版和国际交流。图书出
版方面，根据专家建议，继续策划《中国大运
河专志》（4卷），已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
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融合出版方面，推进建
设“大运河文化数字传播工程”，包括大运河
文化数字资源库、“流淌千年 数言新生”VR
互动影片、“幻游红楼梦——大运河文化数字
光影艺术展”等。国际交流方面，“世界运河
文丛”是一套国际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第
一辑共7个分册，采用国际组稿形式，组织资
深研究专家，记述世界各国重要运河的历史文
化，以运河为载体，开展跨越时空的文化对
话，推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你怎么看近10年
来的运河文化图书出版？目前还有市场空缺？

胡久良：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推进，运河主题的出版工作有明显发
展。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版了多种运河主题图
书，以专题性论著和运河沿线城市的地方性运
河文化著述为主，包括考古报告、出土文物研
究、地方运河文化丛书等，反映了当前大运河文
化的研究成果。大运河IP也进入了文学创作领
域，例如《大运河传》《北上》等。但目前大运河

文化出版仍然是相对小众的一个出版板块，
在学术研究、文化普及和融合出版方面

都还有发展空间，特别是现有出版产
品中数字出

版 、融 媒
体 出 版
等相对
较少。

《中国运河志》
编撰的创新与克难
——访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运河出版中心主任胡久良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书”载运河文化流向未来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查阅大运河主题相关图书资料时，这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一

句话，运河文化的丰富性由此可见一斑。2024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纪念日，10年来，出版人将丰富

的运河文化“汇入”更多图书。其中，有追本溯源、阐释历史的大部头志书、辞书，有撷取一朵“浪花”，从微观视角解

析水运、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著作，有服务于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的专著，也有面向青少年等特定群体讲述运河知识的图

书。这些图书承载着运河文明与文化，也凝结着各细分领域出版人的匠心与经验。

水运悠悠，文脉滔滔。广陵书社
作为位于大运河原点城市扬州的一
家专业出版社，一直用心传承运河
文脉。该社出版的《中国大运河历史
文献丛刊（整理本）》入选2024年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书中收入
以明清文献为主的 30 多种运河文
献，以运道、源流、治理、漕运、成案、
艺文等编为6卷15册。

“大型文献整理类图书出版需
要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广陵书社
总编办主任、地方文化编辑中心主
任金晶向记者介绍，他们依托一批
专业根底扎实、实战经验丰富的编
辑，在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
方面发力。比如，该社搜集整理出版
大型专业水利志书《中国水利志丛
刊》70册，收录包括运河水利、黄河
治理等内容的典籍90余种，通过专
题文献汇编影印出版。目前该社又
聚集10余位资深编辑队伍，计划以
3—5年时间出版《中国大运河历史
文献丛刊（整理本）》。

2023年8月，2023世界运河城
市论坛在扬州举行，宣纸线装本

《志说扬州运河十二景》备受与会
嘉宾关注。金晶说，线装书一直是
广陵书社的特色板块，他们此前还
出版了宣纸包背装形式的《大运河
名胜图记》，左图右文，再现清代
运河沿线城市风貌、名胜古迹、风
土人情。“我们一直关注运河文
化，并注重选题的特色和差异
性。”金晶说，《京杭大运河史略》

《仪征运河和漕运》《运河长子的担
当——扬州牵头大运河“申遗”记
忆》《诗画大运河》等图书，从多
领域多视角叙述大运河文化产生、
发展、演变的过程。

北京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起
点。《大运河文化辞典》是北京市
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和
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重点项
目。历经数年编撰，在6月17日召
开的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暨
2024 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

活动中，《大运河文化辞典》 首
次亮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大
项目部主任海涵说，公司邀请具
有丰富辞书和志书编纂经验的

《北京百科全书》主编段柄仁担任
《大运河文化辞典》总主编，集聚
了大运河沿线 8 省市近百位专家
学者力量。全书按大运河流经省
市 分 为 8 卷 ， 收 录 辞 条 约 9000
条、图片 700 余幅，构建较为系
统的大运河文化知识体系，是一
部载录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及相
关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

悠悠大运河，不只诉说着千百
年来的沧桑，也见证着新时代中华
民族奋进勃发的身影。今年 6 月，
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大运河影
像年鉴 （2023年）》。该书由大运
河影像年鉴编委会编撰，集纳了大
运河流经8个省市的运河影像、生
活图景，同时加入名家名作以及影
像界、文化界、学术界等对运河文
化与传播的学术研究成果，兼具

文献研究、史料分析和学术
价 值 。 书 中 借 由 不 同 地
区、不同年龄层全国摄
影人的视角，展示了
运河流域的真实生
产生活片段，为
一脉相承、生
生不息的运
河精神写
下 生 动
注解。

“盘点”悠悠运河史

中国的大运河也是世界文明视
野中的大运河。10 年来，在向世界
讲述运河故事的出版物中，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穿越时空的大
运河”项目、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
社的《大运河画传》、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的《北上》、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的《大运河》颇有代表性。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影像以
LED巨幕呈现，运用三维动画与二
维场景的融合，还原了夫差开凿邗
沟等10余个历史瞬间，其中动画人
物 1700 余个，大小船只 200 余艘。
2019年10月，该数字产品亮相法兰
克福国际书展，吸引了10万人次观
看。该项目同名书由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杜飞绘画。未成书前，英国DK
公司就购买了版权，中英文版同步
出版。目前，英文版图书已在英国、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上
市。此外，大运河小程序、音频情景
剧等在移动端更大范围地传播了大

运河文化。
《大运河画传》遴选表现运河文

化内涵、景观、文物等方面的200多
幅图画，通过具有历史感与现代感
的版式设计给读者带来艺术享受。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苏
科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就该书
英文版授权签约。该书多个语种版
权输出项目已入选丝路书香工程、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大运河画传》从创意策划到
编写、设计都把好读、好看的宗旨贯
穿始终。”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运河出版中心主任胡久良介
绍，该书文字和图画之间，文字与文
字之间，是一种“互文”和“咬合”的
关系。在文稿创作过程中，作者脑海
中就有“最适合”图画的概念；每一
个版面的设计，都是作者、美编、编
辑三方反复打磨的结果。该书被列
为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十
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

目，入选 2022 年度“中国好书”“苏
版好书”“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
版物”等。

《北上》荣获茅盾文学奖、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入
选 2018 年度“中国好书”等诸多荣
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北上》责任编辑陈玉成说，该书累
计发行44万册后，今年5月新版上
市，目前又已发行 10 万册。同名电
视剧预计下半年开播。此外，该书已
输出德文、阿文、马来文、哈萨克斯
坦文、意大利文、白俄罗斯文、拉脱
维亚文、塞尔维亚文、波斯文、土耳
其文、泰文、维吾尔文等12个语种。

北京十月文艺社推出的 《漕
运三部曲》 也是一部双效俱佳的
图书。该书荣获第二届姚雪垠长
篇历史小说奖等。同名电视剧作
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开年大戏播
出。由该书改编的话剧被搬上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

向世界讲述运河文化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的8 个
新设项目之一。10 年间，随着运河
文化研究的深入，相关图书出版呈
现出紧跟研究进展、社会发展需要
的特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保
护、管理与利用》《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 100 问》《运河明珠：杨柳青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历史文化采珍》

《中国大运河智库报告》等，都是服
务于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的图书。

从地域相近性来看，大运河流
经的8个省市所属出版企业是运河
文化图书的重要出版力量。其中北
京出版集团已经出版相关图书近
50种，包括原创文学、人文社科、古
籍整理、艺术、少儿读物等多个门
类。其中有入选北京市宣传文化引
导基金的 《北京文化探微应运而
生：北京运河文化 （英文版）》

《中国艺术家笔下的运河》《中国大
运河研学旅行读本丛书·运河知
行》《白浮泉》《通州大变局（1860—
1949）》等。此外，入选“十四五”国家
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的《北京

文化书系·大运河——都城命脉》
《北京文化书系·文脉——传承有
序》正在推进中。

在水利、建筑等方面，相关专业
社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10 年
间，更多学者从运河沿线的遗产点、
建筑、水利设施等方面做了深入研
究，我们社有专门的园林古建编辑
部，自然对相关研究密切关注。”中
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园林古建编辑部
策划编辑杨烜子说，他们策划的“中
国大运河”丛书已出版7本，每本书
聚焦一个主题。丛书作者姜师立是
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大
运河联合申遗办专职副主任。兼顾
专业研究成果与通俗表达是该系列
图书的特点。以《中国大运河科技》
一书为例，该书既直观反映大运河
被誉为“天才的设想”背后的科技
成就，又揭示了成就相关的原理以
及其间的人物故事，因此是一本专
业研究读物，也兼具优质科普图书
特质。

面向少年儿童的大运河相关图
书呈现形式更多样。人民邮电出版
社的绘本《中国大运河》2023年8

月上市以来已发行
1 万余册，并入选
2023 阅 读 大 运 河
推荐书目。该书以六大板块讲述运
河历史、科技、景观、朝政、商
业、文化，以原理图、流程图等形
式降低小读者的理解难度，提高阅
读兴趣。

不同于知识讲述类童书，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运河送
来爷爷的车》另辟蹊径，立足新时代
生态文明观，依托于祖孙俩借助运
河运送自行车的故事，用手绘形式
将运河沿线城市在建筑、风俗、船
运、自然景观等方面的特色铺展开
来。书中文字充满了烟火气，绘者与
作者合力，将大运河的生命气息生
动、舒展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该书入
选 2023 年第八届丰子恺儿童图画
书奖推荐书单，2023年度经典中国

国际出版工程
等，版权已输
出英国、德国
等国家。

除了品种更丰
富，10 年间，大运河相关图书呈
现出一种接力性。比如，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17 年出版的 《大运河的
变迁》是对20世纪60年代一本颇
有价值的图书的修订。再比如，

《大河奋楫》是新近出版的一本文
学书，讲述了大运河流经城市中9
位重点人物的故事。作者认为，书
中人是新时代大运河里的几滴水。
他们的故事是今天的运河故事，也
是今天的中国故事。

立体化传播运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