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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9 月 7
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二十
三辑专家论证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39 位
专家学者，按学科分组对“汉译世界学
术名著丛书”第二十三辑备选书目进行
了论证。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1年
开始结辑出版，凝结着几代学人和出
版人的心血。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2017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年纪念
版·分科本 700 种，2018 年推出 120 年
纪念版·珍藏本 700 种。此后 6 年间，

丛书品种进一步扩充，于 2024 年 5 月
正式推出 120 年纪念版·珍藏本·增订
本 300 种，至此丛书正式出版数量达
到1000种。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直致
力于译介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
想与文化精粹，涵盖哲学、政治、法
律、社会、历史、地理、经济、管理、
语言、艺术等学科门类，曾被著名出版
家陈原先生誉为“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
到过的精神世界”。

近年来，为适应读者需要，“汉译
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选题呈现出新的
特色。首先，丰富学科领域，加强语言
学的规划出版，增加艺术学、文学理论
等学科领域的学术名著出版；其次，着

力加强文明古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名著出版；再次，审慎收录
现当代具有代表性、影响力的思想流派
的学术著作，加强前沿学术交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
“汉译名著”的出版是出版界和学术界
合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工程。清华
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王宇表示，

“汉译名著”开阔了几代中国读者的视
野，丰富了几代中国学人的知识，为中
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学术文化的繁
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认
为，本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出现了重要
变化，“汉译名著”要不断扩展选题的
边界，关注政治法律界最新的学术思

想，从不同国家、不同的政治思考中汲
取智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韩震认为，“汉
译名著”从1000种向2000种进发应当
顺应时代潮流，在学科领域和地域方
面都要适应时代之需，与时俱进，有
所拓展。

“商务印书馆将以对文化事业负责
任的态度，将‘汉译名著’的持续出版
作为馆策继续坚持下去。”商务印书馆
执行董事顾青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证
会是“汉译名著”达到 1000 种之后的
第一次论证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节日”。“我们要以1000 种为出发点，
进一步加强‘汉译名著’的规划出版工
作，一如既往地保持高水平、高质量。”

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达到1000种后的首次规划出版论证会上，专家建言——

适应时代之需 保持思想高度

鱼皮做的休闲鞋、冬青木烙画筷
子、温润如玉的各式瓷器……在江西
景德镇举行的 2024 国际版权论坛期
间，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
工作展览吸引了与会中外嘉宾的目
光。展览以图文展板和实物相结合
的形式，用中英两种语言集中展示
了试点地区的版权开发与保护的工
作成果。

“ 很 有 地 方 特 色 ”“ 好 看 又 实
用”，9 月 10 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 记者在展览现场听到很多赞叹
声。这些产品背后有着怎样的版权与
文化故事？记者在现场进行了采访。

版权护航
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去年冬天热起来的哈尔滨冰雪
游，让世代居住于东北三江平原和完
达山余脉的赫哲族被更多人知晓，作
为中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
以鱼皮制衣成为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元
素。在 2024 国际版权论坛会场，鱼皮
制作技艺衍生出的产品引人注目，既
有寄托“连年有余”美好寓意的挂饰，
也有实用的鱼皮腰带。在展览现场，
尤其吸引人注意的还有一双鱼皮鞋。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崔国新介绍，
这双鞋是由依玛哈赫哲传承文化有限
公司推出的，这款鞋子打破了鱼皮通
常用来制作手工艺品的界限，将鱼皮
制作技艺用于现代休闲鞋款的制作，
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日常生活所

需，是传统技艺创新的典型代表，也
是赫哲鱼皮版权开发的新尝试。

展览中同样吸睛的还有一盒烙画
筷子，木筷子配以不同花色的烙画图
案，显得古色古香。河南省南阳市委
宣传部出版版权和电影科科长周满良
告诉记者，南阳烙画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南阳市烙画厂负责人曾向
他表示，企业早些年对版权的认识不
够，开发出来的畅销品被抄袭的情况
非常严重，导致原创作品没有发挥出
应有价值。近年来，南阳市多次组织
民间文艺作品版权保护培训活动，为
企业保护原创作品提供了有益指导。

“作品登记不仅给每个作品提供专属
‘身份证’，更激发了企业、个人创新
研发的积极性。”周满良说。

走出国门
中国文化光彩绽放

民间文艺作品承载着多姿多彩的
中华文化，依托版权的开发、运用，
更多有创意的民间文艺作品正在走向
世界。 （下转02版）

2024国际版权论坛的中外参会嘉宾点赞中国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成果——

版权开发保护，让民间文艺惊艳世界
□本报记者 隋明照 文/摄

黑龙江佳木斯民间文艺作品。 江西抚州民间文艺作品。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9月9日，“亘古巨
制 煌煌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
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在第一
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共展出珍贵展品54种
75册件，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七年（1180
年）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熹平石经《尚书·尧
典》残石，山东博物馆藏“工典”卜骨等。

据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国家
图书馆建馆115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特策
划此次展览，联合辽宁省图书馆、甘肃简牍博
物馆等国内8家图书馆、博物馆，粹选传世善
本与出土文献，包括甲骨、简牍、石刻、善本等
多种类型。展览分为“民族元典”“轴心时代”

“中华一统”“交流互鉴”“文化高峰”5 个单
元，并特别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
纂项目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为全方位提升观众的观展体验，展厅内
设置了多种形式的多媒体互动展项。进入展
厅，触目所及为循环播放展览主题影片的大
型沉浸式透明LED屏，观众可以在观看影片
的同时透过屏幕看到展厅内部的展陈，屏幕
前景和展厅后景融为一体；长条特型触摸屏
舆图互动区，配合展品进行内容拓展展示；百
部经典古今对话区，以时间线为检索方式，对
百部经典内容进行展示；展柜互动透明屏可
感应观众在指定点位自动展示《楚辞》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典籍展溯“煌煌文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本报讯 （记者韩萌萌）9 月9 日，“2024
两岸媒体行”活动在天津启动。此次活动由国
务院台办新闻局指导、天津市台办主办，主题
为“瞰天津 访台企 话融合”。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两岸》节目
等20余名大陆媒体记者和来自《台湾导报》
等媒体的近30名台湾媒体人参加此次活动。

天津市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联合采访
将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
神为重点，聚焦“四个善作善成”，讲好天津故
事。媒体团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参加第十
五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相关活动，并到有
关台企参访；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参与报
道 2024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津云

“中央厨房”与本地媒体交流互鉴；围绕文化
传承发展，品味津台妈祖文化厚重底蕴；围绕
城市治理现代化，欣赏海河风光和城市风貌。
两岸媒体以专业视角，透过镜头和笔墨，向海
峡两岸同胞呈现真实、立体、客观的天津形
象，有效传播津台融合发展的声音。

“2024两岸媒体行”
活动在津启动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记者日前从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获悉，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
员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3集专
题片《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代表履
职故事》，于9月11日至13日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综合频道18：10 首播，9月12 日至14
日在社会与法频道21：30重播。

专题片聚焦20位来自基层一线、各行各
业的全国人大代表。20位代表履职故事分别
为《魏巧：把论文写在农田里》《朱国萍：立法
联系点，架起“连心桥”》《钱海军：灯暖万家》

《刘传健：从“中国机长”到人大代表》《成卫
东：智慧港口的“拖车大王”》《孙宪忠：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王润梅：雨中逆行
者》《高纪凡：“追光者”》《王永澄：“摸得着”的
民主》《孙泽洲：向深空进发》《王旭：孩子之间
没有差距只有差异》《罗杰：救死扶伤 人民
至上》《罗布央宗：像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

《马慧娟：希望长在泥土里》《苏伯民：科技守
护敦煌》《王尚典：咱们工人有力量》《石丽平：
鸽子花 绣出新生活》《高文：发挥代表专业
特长》《李洪亮：我是大学生村官》《方燕：用法
治守护爱》。他们用各自的亲身经历，讲述了
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履职为民的代表故事，展
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20位全国人大代表
出镜讲述履职故事

人工智能翻译
带来版权新问题

05 版权监管周刊·封面

今日看点

话语体系创新
是作品获奖要因

02 要闻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为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帮助中校以上军官全面准确学习领
会习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
述，深化理解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
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经中央军委批准，军
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关于新
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选编》（以下简称

《选编》），日前正式出版发行。
《选编》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首篇，其他文
稿按时间顺序编排，收入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政治建军的文稿共
89 篇，全面反映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的发展脉络、丰富内涵、时代要求和实
践路径。

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认真组织 《选编》 的学习使
用，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要按照学
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巩固拓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聚焦“铁心向党铸

忠诚、同心奋进担使命”深化教育实践
活动，引导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把学习《选编》
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部队思
想政治教育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分层
次组织干部理论培训轮训、政治干部专
题培训等要把这一教材作为重要内容突
出出来。广大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主席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
述，加强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研究
阐释，军队新闻媒体要搞好新闻宣传，

领导干部要运用自身学习成果搞好对基
层官兵的宣讲辅导，浓厚学习贯彻氛
围。要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
性，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育、真受教
育，着力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坚定理想
信念、铸牢对党忠诚。要大力弘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牢以实际成效
检验学习成果的导向，锻造政治坚定、
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
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不断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把强军
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军100周年。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政治建军重要论述选编》印发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