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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设计精美、内容丰富，学
生们非常感兴趣。”马耳他圣伊纳爵学院
汉达中学教师罗韦娜·加特对记者说，“阅
读各类中国图书有助于激发学生们学习中
文和探索中国的兴趣，中文在全球范围内
越来越受欢迎和重视。”

接受记者采访时，加特正带领数十名
学生参观在马耳他图书节期间设立的中国
图书展台。学生们不停翻阅展出的图书，
不时就关心的话题询问工作人员，还表达
了要去中国看看的愿望。

主题为“连接世界”的第 45 届马耳
他图书节11月6日在中部城市阿塔尔德的
马耳他会展中心开幕，为期5天。马耳他
中国文化中心携手由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
团、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联合组成的中
国出版代表团首次参展，展出图书和文创
产品100余种，为马耳他读者带来精彩的
中国文化盛宴。

中国展区以“阅读中国”为主题，以
醒目的“中国红”为背景，成为马耳他图
书节一道亮丽的风景。参展书籍涵盖中国
文化、历史、旅游、教育、科技、医学等
多个领域，全面展示当代中国的社会、经
济和文化面貌。

“这些中国图书非常精美，内容引人
入胜。我打算带几本介绍中国文化和语言
的书给我正在学中文的妹妹，她一定会喜
欢。”34 岁的埃米利亚诺·萨尔维说，他
一直向往去中国旅行，希望未来能和家人

一起去亲身体验书中描述的中国文化和风
土人情。

17岁高中生卢卡·吉戈学习中文两年
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充满兴趣，经常在
线查阅相关书籍。“在图书节上接触到这
么多中国图书，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了解

中国文化的宝贵机会。”他说，尽管还未
去过中国，但已在地图上标注了许多希望
游览的城市。

中国图书展台每天人头攒动，读者络
绎不绝。马耳他梅林出版商的展台距中国
图书展台不远，梅林出版商负责图书设计

的皮埃尔·波尔泰利常到中国展区交流。
他坦言，自己热爱中国古装剧并积极参加
中国文化活动，中国图书参展为马耳他读
者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了解中国的机会。

近年来，一些中国经典书籍被译成马
耳他文并在当地发行，广受欢迎。早在
20 多年前，马耳他 SKS 出版商便开始翻
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两年前，该出版
商与山东友谊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马耳他
文版 《论语》。该出版商负责人乔·博尔
格对记者表示，希望能与中国伙伴继续加
强合作。

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
《三体》马耳他文版8日在马耳他图书节
上正式发行和亮相。《三体》马耳他文版
的译者约翰·博内洛表示，虽然翻译过程
充满挑战，但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值得付出努力，期待以后翻译更多中国优
秀文学作品。

马耳他国家图书委员会执行主席马
克·卡米莱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
出版商首次参展马耳他图书节，激发了更
多马耳他民众探索中国的兴趣，这一美好
开端为两国在出版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奠定
了基础。随着越来越多马耳他学生学习中
文，未来将有更多翻译人才加入出版业，
期待更多中国文学作品被马耳他民众熟
知，通过文学互译和文化交流让两国关系
更加紧密。

（新华社瓦莱塔11月9日电）

“以书为媒 阅读中国”
——记中国出版商首次参展马耳他图书节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今年是中国
武侠文学学会成立 30 周年，也是金庸、
梁羽生诞辰100周年。11月8日，第四届
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典礼在浙江省海宁市
金庸故居举行，共22部作品获奖。

据介绍，本届武侠文学金剑奖的参评
范围是2018年至2023年中国内地正式出
版的武侠文学作品（含玄幻武侠）及研究著
作，奖项设置创作和研究两大类，分别评选
出评委会特别奖，金、银、铜奖及提名奖。
其中，邱华栋的《十侠》、猫腻的《庆余年》获
创作类评委会特别奖，徐斯年、张元卿的

《王度庐评传》（增订本）获研究类评委会特
别奖；倪斯霆的《还珠楼主评传》获研究类
金奖，创作类金奖空缺。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介绍，
1995 年，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金
剑奖授予金庸、梁羽生两位大家，产生广
泛影响，促进了武侠小说的创作、出版和
研究。该奖项现更名为“武侠文学金剑

奖”，延续为第四届，今后将每两年组织
一次评选。武侠文学金剑奖评选活动旨在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武侠文学
作品，繁荣武侠文学创作和研究，促进武
侠文学在相关领域的开拓和发展。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表示，武
侠小说是中国独有的文学类型，先天具备
中国风骨与中国血脉，希望各位作家和研
究家将传统学养与宽广的现代视野相结
合，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
武侠文学作品。

活动现场，主办单位宣布武侠文学金
剑奖颁奖典礼永久落地海宁。

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
武侠文学学会联合嘉兴市委宣传部、海宁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第四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典礼在金庸故居举行

《十侠》《庆余年》《王度庐评传》获金剑奖特别奖

本报讯 （记者杨雯）由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河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

《野孩子》专家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专
家从人物描写、主题立意、艺术手法、叙
事方式、社会关怀等多个方面对影片进行
了全面评析，充分肯定了影片的现实意义
和精神内核。研讨会上，“真情实感”“社
会意义”“温暖力量”“创新突破”等成为
高频词，专家赞许影片让“社会困境儿
童”群体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
智勤表示，《野孩子》遵从生活的真实面

目，还原人生百态，展现了普罗大众所面
临的多元的道德问题，呈现了对于复杂人
性的刻画，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
是一部主题突出、视角敏锐的现实主义优
秀作品。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
影片继承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进
行了现代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表达，给观
众带来了很多新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现实
主义力量。

中宣部电影剧本中心规划策划室一级
策划田宝锋在肯定《野孩子》实现了国产

电影题材领域的突破的同时，呼吁“要拓
展这类题材的创作，用电影特殊的艺术感
染力和社会影响力助推相关社会保障机制
的改革和完善”。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
长孙承健认为，影片采用“不再做坏事，
不要去偷”的切入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他表示，影片具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也具有
一定的反思意识，相信大多数观众会对这
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产生更多的思考。

《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李春利用
“冷漠与温暖”“善良与邪恶”“家庭和社会”

“罪恶与救赎”“残酷与浪漫”等关键词剖析
电影的多个维度，她希望影片能反哺生活，
给予这个被忽视的群体一些新的生机。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网信处处长王
纯将《野孩子》比喻为太阳花，“它努力
地吸收阳光，去散发温暖和善意。影片带
来的温暖，会照耀到那些‘野孩子’身
上，让更多的孩子被看见。”

据悉，电影 《野孩子》 由殷若昕执
导，吕旭担任制片人，徐逸洲编剧，王俊
凯领衔主演。电影目前总票房2.41亿元，
近日上线流媒体。

电影《野孩子》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关注“社会困境儿童”群体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11月6日，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的《AIGC文图学：
人类3.0时代的生产力》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

《AIGC 文图学》作者、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教授衣若芬现场分享了《AIGC文图学》
的基本框架与理念。她表示，与许多技术性强
的书籍不同，这部作品主要针对非技术背景
的文科读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
教研室李昕揆从机器写诗开始谈起，讨论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学科
等的挑战。

据悉，《AIGC 文图学》一书已成为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2024年秋季学期的AIGC文
图学的课程用书。全书涵盖AIGC的基础知
识、工具技术、伦理问题、文化影响等，不仅探
讨了当前 AIGC 面临的伦理问题与版权争
议，还展望了AIGC在未来文化中的影响。

《AIGC文图学》深入浅出
讲解人工智能新技术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第十一届“新
课堂·新教师”海峡两岸基础教育交流研讨
活动近日在福建省石狮市举办。2000 多名
来自海峡两岸的校长、一线教师参加现场活
动，另有众多两岸教育工作者线上参与观摩。

本次活动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台北教育
大学主办，福建教育出版社《新教师》编辑部
承办。活动采取专家讲座、名师示范教学并
分享、现场互动交流的形式，提升活动的层次
性、实践性、参与性，共筑两岸教育之梦。

活动期间，举办了海峡两岸教育出版研
讨会及海峡两岸教育期刊发行研讨会。

“新课堂·新教师”海峡两岸基础教育交
流研讨活动已成功举办了11届，共吸引近3
万名海峡两岸教育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参会，
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海峡两岸基础教育
交流研讨活动。

两岸教师在闽交流
教育出版新思路

本报讯 （见习记者蒲添） 11月7日，
由北京日报社、中山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

《长安街——四维解码“神州第一街”》新
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

北京日报社社长赵靖云表示，长安街不
仅见证了千年古都的历史变迁，更记载了百
年中国的时代巨变，寄托着中华民族“长治久
安”的美好愿望。《长安街》一书由长安街知事
编著、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共收录49篇文
章，以独特的视角“打开”长安街，解读、梳理
了这条“神州第一街”上蕴含的历史文化和精
神内涵。

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闫树军
认为，长安街是“流动的国史”，此次主创团队
溯源挖掘、深度解码这条街，加深了人们对长
安街的认识。与会嘉宾表示，《长安街》是一部
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的作品。它的问世，让读
者对长安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长安街知事”49篇文章
让读者深度了解长安街

第四届武侠文学金剑奖获奖出版社代表领取荣誉证书。 本报记者 商小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 11 月 9 日，
“光影音阅汇”视听创客开发者沙龙在国家
图书馆视听服务空间举办。

活动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孙国玉、国
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周川富等展开主题演
讲。他们围绕虚实融合的创作探索、XR
（扩展现实）交互学习应用实例、AIGC（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大模型的创作历程、图书馆
数据安全考量下的大模型应用等前沿话题，
生动展现了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以及科技
助力图书馆读者服务和馆藏研究的无限可
能。此外，AIGC、XR 设备的现场互动体验，
让与会者亲身感受了最新视听科技成果。

国家图书馆举办
视听创客开发者沙龙

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有群山、
溪流、古厝，还有养鸡场、工艺品厂……
福田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非常契合我们这
个故事的背景——20 世纪 90 年代的乡
村。”游道道 （中国） 公司董事长杨大郎
说。近日，由游道道（厦门）影视有限公
司、厦门灿影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短
剧《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福建省福州
市闽侯县小箬乡福田村开拍。

据了解，福田影视创作基地于今年6

月揭幕，该基地的成立旨在积极响应中宣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的“跟着微短
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村里有个姑娘叫
小芳》是基地拍摄的第三部影视作品。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讲述了企业
家任红渠意外从2023年穿越到了1990年
出生时的小村庄，决心留在村里建设家
乡，并挽回曾经的爱人丁小芳。在丁小芳
的支持下，任红渠开始创业募资，却遭到
村民质疑。不久后，丁小芳与任红渠乘上

改革开放的浪潮，在村里开设铁艺厂和大
型养鸡场，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两人
最终携手克服困难，结为夫妻，并带领小
村庄的村民走向富裕。

为保证短剧质量，该剧导演赵勇在现
场对演员和场景布置等要求都非常严格，
力求产出有品质保障的剧集。为了如实展
现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风貌，剧组向福田
村村民征集旧衣服和旧家具。拍摄现场还
装饰了旧房子作为拍摄场景，房间里的旧

书桌、笔记本、军绿色的被褥、暖水壶等，都
再现了过去的时光。主创团队还请来福田
村村民做群众演员，这为村民带来了别样
的生活体验，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我们将依托福田影视创作基地，进一
步立足本地乡村建设和自然资源，以村企合
作为模式，探索出一条集影视文化、全域旅
游、和美乡村建设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可持
续发展的新赛道，赋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共
同增收。”福田村党支部书记杨华容表示。

短剧《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福建省闽侯县福田村开拍

福州闽侯小山村变身剧工厂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 作家、资深媒
体人王恺的全新散文集《地球上的陌生人》日
前在京发布。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地球上的陌生人》以14篇文章记述当
代生活的吃穿用度、婚丧礼仪，财富与景观、
口味与风俗。在王恺多年的采访生涯中，他曾
见证汶川大地震、波兰总统坠机等重大事件，
也曾写下多篇重要报道。但在那些事件之外，
真正与他的情感产生联结的却是在避难时与
当地农人吃的一顿饭、在异国他乡与半吊子
翻译斗智斗勇。这种生命的经验成了他“忘不
了的人和事”。

水墨画家林曦认为，王恺用四两拨千斤
的方式，将个人捕捉到的灵光乍现呈现在该
书中。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看来，真正有
力量的写作就是要努力穿透那层大家早已习
惯的滤镜，该书便有着这样穿透滤镜、抵达真
实的美学追求。

王恺《地球上的陌生人》
记录忘不了的人和事

11月8日，当地学生在马耳他图书节设立的中国展区翻阅书籍。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