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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家出版发行单位、9000 余种图
书，亮相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
会的北京展团，参展单位数量、图书种
类均创历年新高。走进北京展团书香京
城展区，从参展图书、场景搭建到特色
活动，无一不展现着北京作为全国文化
中心的使命担当，以及为读者奉献好书
的信心与决心，让读者充分领略首善之
区的人文之美。

精品图书承载文化底蕴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了！”喜讯
传来，瞬间点燃了泉城读者的热情。7
月 27 日下午，在北京展团精品图书专
架前，有很多前来问询的读者，共同
分享这份喜悦。“刚刚看到消息，我
就特意来找找相关方面的图书，还
真有！”济南市民陈先生说，“申遗
成功的消息不仅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文
化，也是我们自己深入了解中轴线的
一次机会。现在看到这些展示的书，

可以深刻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
底蕴。”

“知道了这个喜讯，感到骄傲和自
豪，同时读者的热情反馈也给了我们极
大的鼓舞，让我们感受到作为首都出版
人的使命感和成就感。”北京出版集团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书博会，北京出
版集团精选了 《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16 册）》《天地中和：北京中轴线文
化遗产》《雨燕飞越中轴线》《穿越北京
中轴线》等近年推出的北京中轴线主题
精品佳作参展。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消息一出，北
京出版集团在现场立刻对相关图书进行
了集中陈列与突出展示，受到读者的称
赞。“这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愈发增
强的文化自信，以及对高质量文化产
品的迫切需求，进一步激励了我们加
倍努力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
给，用心用情为人民奉献更加丰富优
质的精神食粮的信心和决心。”该负责
人说。

精彩活动串联京鲁文脉

今年是大运河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 10 周年，两场大运河主题的图书
分享会，讲述着北京的历史与变迁，串
联起北京与山东两地的文化故事。

“万里长城是一撇，京杭大运河是
一捺，一撇一捺交汇在北京，形成了顶
天立地的‘人’。”7月26日，连环画故
事作家刘恩东在北京展团主讲《大运河
传奇》主题讲座，向书博会的读者讲述
北京文化故事，生动的语言与声情并茂
的描述，让读者听得津津有味。“通过
故事性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大
运河的价值和意义，而与山东读者的互
动，更让我感受到了齐鲁大地上的读书
热情！”刘恩东说。

7月26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编辑
肖士财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详细地讲述了

《大运河文化辞典》的编纂历程，尤其
是在编纂山东卷时，编辑人员多次进行

实地踏勘和专家座谈，收到了众多一手
资料和宝贵建议。肖士财说：“我作为

《大运河文化辞典》 的责任编辑之一，
在会上分享了辞典的编纂历程，不少媒
体记者和市民观众坐下来观看，让我在
紧张的同时收获了一份感动。”

山东位居京杭大运河的中间地带，
也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区段，京杭大运
河是山东境内最主要的南北水上交通大
动脉。肖士财说：“在大运河申遗成功
10周年之际，《大运河文化辞典》的推
出既填补了大运河研究的辞书空白，也
将进一步提升公众对大运河的认识，进
而去参与建设和保护大运河，传承和传
播这一流动的文化。”

出版方阵展现京华风采

“我们连续三届参加了在山东举办
的书博会，这三年来，我们既充分感受
了齐鲁书香的魅力，也领略了泉城人民
浓郁的文化风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董事长赵红仕介绍，该公司不仅带来了

《北京三万里：重大时刻来华的那些
人，那些事》《中轴线》等首都文化作
品，也精选了 《新思想的理论伟力》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等最新理论成
果，为泉城人民走好自身的现代化之路
提供智力支持。

7月27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主
办、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的两场阅读分享会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参与。小读者们与作者积极互动，带给
作者莫大的鼓舞。“每一本书的每一场
活动我们都会花很长时间去策划和筹
备，真正建立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平台，
才能既对得起作者的辛勤付出，也让读
者不虚此行。”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总裁刘雅文说。

此外，北京展团还举办了线上天空
书城数字展，依托VR、元宇宙、云计
算技术设置虚拟展台，更有北京华景时
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参展单位，通过
现场直播形式向读者推荐精品社科文学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图书。“通过
线上直播交流，我们可以有效地了解用
户购买需求，对直播数据进行复盘，选
择更适合线上用户的产品。我们致力于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服务，输出更多精品
内容，希望让更多读者在阅读中获
益。”刘雅文说。

京韵书香漫泉城
□商小舟 李婧璇

50 余家书店开展旧书业务、40 余
场展销活动接待10余万人次……7月26
日，在北京展团设置的电子显示屏上，
北京市“旧书新知”繁荣旧书市场系列
活动的相关数据滚动播放，展示着活动
自 2023 年开展以来取得的累累硕果。
此次参加书博会，北京展团特别设置的

“旧书新知”专区，收获众多读者的热
切目光和连连赞叹——“我们也需要一
个这样专门做古旧书的平台！”“这整面
墙我们可以都带走吗？”“旧书新知”的
出现，让读者近距离认识到古旧书的文
化价值，也感受到北京对于文化传承与
全民阅读工作的初心与坚持。

走进“旧书新知”专区，800余种
旧书整齐摆放，这些图书历经岁月沧
桑，经过了几代读书人的手，品相却依
然完好。仔细观看，会发现展位上还呈
现了一批自上世纪出版至今都颇有影响
的系列丛书。如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
笔记丛刊”，该系列从20世纪50年代策
划出版，现已出版百余种，此次展示有

早期出版的司马光《涑水纪闻》，由著
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点校，还有该系列的

“明星产品”《酉阳杂俎》《容斋随笔》
等。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
历史”系列图书备受瞩目，而在“旧书
新知”专区，读者还可看到商务印书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印度通史》

《阿拉伯简史》《美国史》等。
“古旧书记录着文脉传承的印迹，

也浸润着北京文化中心的底蕴。北京市
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给了古旧书市场
生长的土壤，近年来，北京市相关政策
大力支持，又为古旧书市场繁荣提供了
契机。”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刘易臣感慨道，齐鲁大地历史悠
久、文明灿烂，不仅诞生了孔子、孟子
等伟大的思想家，而且自古就有读书、
藏书的浓厚氛围，济南作为海岱人文的
交汇之地，这里的读者也让刘易臣感受
到了他们对古旧书充满热情。

来自济南的赵先生在“旧书新知”
专区采购了140元的图书，包括《一代

才女林徽因》等作品。赵先生说起自己
从事文史研究时，收集了大量具有史料
价值的图书，直到今天，家里的很多旧
书也是留作收藏，舍不得处理。“我们
的社会氛围还会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化的
传承，喜欢旧书的人，或者说懂得旧书
价值的人会一直热爱这些图书。”此
外，“旧书新知”也吸引了图书馆、书
店从业者的关注。“这里是书博会上我
们发现的最独特的一个区域，做研究，
读书就是要读古旧书，它的文献价值、
艺术价值、版本价值都是无可替代
的。”惠州工程职业学院的老师们在书
架前仔细观摩，仿佛将眼前的古旧书视
若珍宝。“很多现在的看法和观点，还
是要到前人的书中去看看大家们的思
考，我们希望把学校的图书馆打造成一
个学生们最向往的地方，用充实的典藏
和文献丰富学生们的阅读生活。”惠州
工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钟均宏说道。

书博会开展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刘易臣已经接待了 10 余批读者，读者

纷纷问询去北京后哪里可以看到更多古
旧书。他也坦言没有想到读者的反响如
此热烈，有惊喜，也感到重任在肩，

“今后我们不仅是要继续做好古旧书业
的传承者，更要搭建好古旧书文化交流
的平台，讲好并记录下古旧书的故事，
让更多读者认识到古旧书的价值”。

“旧书新知”专区：

八百旧书泉城行 齐鲁大地寻知己
□商小舟 李婧璇

7月26日，由中国书店出版社主办的
“郑振铎与 《中国版画史图录》 的编纂”
分享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

在活动现场，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刘易臣介绍了郑振铎对书籍的
收藏、研究与保护，中国古代版画的艺术
价值及其编纂 《中国版画史图录》 的故
事。这是一部有着 80 余年历史的老书，
于 1940 年由中国版画史社出版，以珂罗
版及木版水印的方式印刷而成。全书共5
函20册，辑录了中国古代木刻版画1000
余幅，从唐代至清代的佛教经卷、戏曲、
小说、画谱、笺谱、军事著作、科技著作
等各类书籍的版画插图，均有收录。

据刘易臣介绍，《中国版画史图录》
比较系统地保存了中国古代版画的优秀作
品，展现了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历史与艺
术价值，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商小舟）

“郑振铎与《中国版画史
图录》的编纂”分享活动举办

“徐鲁爷爷，《童年的瓜灯》让我明
白，我的作文不是光给老师看的，要有
读者意识。”“徐鲁爷爷，我特别喜欢你
的这部作品，主题很聚焦。”7月27日
上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主办、北京
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童
年的瓜灯》新书分享会尚未开启，来自
济南市青龙街小学的梁锦源、程世昌就
向自己的写作偶像、作家徐鲁分享了自
己的读后感。

分享会上，徐鲁结合新作《童年的
瓜灯》，为现场小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
写作课。围绕散文创作的灵感来源，以
及怎样才能写出优美的文章徐徐展开，
徐鲁由浅入深地给孩子们讲述阅读散
文、写好作文的方法和技巧。

“好的写作离不开观察，要在观察
中学会发现新事物。”曾经当过老师的
徐鲁，了解孩子们在阅读和写作中的痛

点。在他看来，孩子们写散文，要想写
得真实且生动，最重要的是学会观察和
发现。在《童年的瓜灯》中，徐鲁通过
自然、童年、山乡、群星4个方面教孩
子们如何观察，发现美好，如何写好景
物和人物。

“学会和大自然相处，这是一项生
活和学习的好技能。”他说，只有真正
体验过的东西，自己清楚地看见和知道
的东西，才用得真，写作上更有底气。

《童年的瓜灯》中有很多大自然的
活素材，这源于徐鲁生活的积累。例
如，在书中他写道：“乌桕树为什么喜
欢长在河边呢？当地有经验的老人说，
乌桕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使
命’，就是它能给河里的鱼儿们‘治
病’。不知是乌桕的树枝还是叶子，或
是果实，含有某一种药性，树叶飘下
来，果实落下来，掉进河水里，鱼儿们

吃到了，就不会得烂腮病、烂毒病和白
头白嘴病。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凡是河边
长着乌桕树的那段河流里，总是会聚集
着很多小鱼。”徐鲁认为，像这样的细节，
需要我们亲临现场，仔细观察、求证，最
后变成自己的素材。“这些不是靠想象能
总结出来的，同时，求证的过程就是孩子
成长的过程，完成写作素材的积累。”

“写童年，也离不开大自然。暑假
就是玩的暑假，每个人的童年只有一
次，而且是那么短暂，等不到知了和蝈
蝈叫过的几个夏天，你的童年就远去
了，孩子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大自然
中奔跑。”徐鲁希望孩子们多去亲近大
自然，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用文字记
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只要细心观
察，生活处处是文章”。

“在自己老家参加书博会活动，开
心的同时也倍感亲切。”这是徐鲁第四

次参加在济南举办的全国书博会，其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感觉书博会越办越
成熟，来到现场的人都能感受到今年人
气很旺，当然这离不开出版单位、作家
以及读者的积极参与，因为书博会，大
家相聚泉城，共读共品好书，营造出浓
厚的阅读氛围。”

徐鲁认为，书展是倡导并大力推动
全民阅读的一个有效抓手。他以全国书
博会为例，“举办时间适逢暑假以及周
末，方便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逛书展。
孩子们进入书展现场、置身书的海洋，
无形之中就培养了他对书的一种热爱、
一种向往，并且在现场还可以参与互动
活动、听讲座等，增加了阅读的多种体
验，让其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孩子自
然而然就会爱上阅读。这也是惠民便民
的书展举办的意义，让大家亲近阅读、
爱上阅读”。

徐鲁：让大自然教孩子写作
□李婧璇 商小舟

7月28日，读者在北京展团翻阅“北京中轴线”主题图书。 商小舟 摄

7月26日，读者在北京展团特别设
置的“旧书新知”专区前翻找自己感兴
趣的旧书。 商小舟 摄

7月27日，《金庸评传》新书分享会
在山东济南举办。

该书出版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邀请作
者、金庸研究专家刘国重与广大读者展开
现场交流。

据悉，刘国重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开始接触金庸小说，自此开启了金庸研究
之路。《金庸评传》 洋洋洒洒近百万字，
内容翔实，是金庸先生的全传。从作品
到幕后创作，刘国重博采众长、苦心孤
诣，各种援引、考证，专访金庸生前挚
友，会晤世界范围内研究金庸的同道
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积 20 年功
力，推出《金庸评传》，为金庸研究又添
一佳作。

活动现场，刘国重以《金庸武侠世界
的现实观照》为题，就《金庸评传》的创
作契机，金庸其人，金庸武侠与现实江
湖、武侠与中国传统文化，金庸武侠小说
的地位、影响和未来等现场读者感兴趣的
问题进行了分享，并与读者展开互动，畅
聊金庸先生与金庸武侠世界。

目前，《金庸评传》已由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下两册，从金
庸的家世、求学、办报、写作等方面着
笔，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金庸丰富而传奇的
一生。同时结合金庸生平，对其如何创作
出15部杰出的武侠小说，做了大量新颖
且合理的分析。 （李婧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出《金庸评传》

7月27日，《爱上动物的理由》图书
分享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主办。

《爱上动物的理由》由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出版，是一本写给孩子充满童趣的科
普书，又是不同寻常的观察笔记。书中有
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孵小鸡、养蜥蜴、
辨认小麻雀……在每个小故事后，附有相
应的科普知识，这些深入浅出的内容旨在
启蒙孩子的科学思维，培养探索精神。

分享会上，作者王小柔结合书中内
容，现场为孩子们讲解科普知识，例如雨
燕的生活习性以及迁徙路线等，这也是书
中非常吸引人的内容。现场有家长反馈：

“书中有很多形象的文字和栩栩如生的插
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爱上大自然，
与小动物们和谐相处。” （商小舟）

《爱上动物的理由》
让孩子爱上大自然

7月28日，书博会主展场北京展团书
香京城展区，一场以《长城长，二千年的
故事我们讲》为题的长城文化主题活动吸
引了众多小读者的目光。

分享会上，长城世界文化遗产地专
员、《手绘中国长城》的作者张依萌以深
入浅出的方式引领小读者穿越历史长河，
让小读者仿若置身那蜿蜒起伏的城垣之
上，感受到长城的壮丽景色。青年学者、

《跟着长城看中国：表里山河》的作者王
媛媛则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优美的诗词，为
小读者勾勒出一幅幅长城文化的画卷。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刘卫弘表
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象征，2024
年恰逢“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及倡
议活动40周年，北少社推出 《手绘中国
长城》《跟着长城看中国：表里山河》等
书籍，旨在深入挖掘长城背后的文化精
髓，激发青少年对这份宝贵文化遗产的热
爱与传承。 （李婧璇）

北少社举办
“长城文化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