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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引驰新著《文脉的演进》：

一场新书发布
变身学术出版交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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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野） 12月16日，《简
牍学文库》项目启动暨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兰
州举行。该文库将采取多学科融合方式，计
划出版 100 册。相关成果将分 3 个阶段出
版，预计到2029年收官。值得一提的是，相
关成果的陆续出版将促使简牍学由“冷门”回
暖，呈现出“绝学”有继的良好局面，让千年简
牍不断走出“深闺”，重焕光彩。

《简牍学文库》是甘肃简牍博物馆和读
者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实施的一项精品出版项
目，分整理和研究两部分，主要包含简牍学
经典名著、名家论集、汉译名著、简牍类
编、学术新著等五方面内容。其中，整理部
分主要是对简牍图版和释文的再整理，目前
将以甘肃出土简牍为重点整理对象。研究部
分主要是对论文、专著（含译著）的汇编与
出版。

“《简牍学文库》项目既是对百年简牍
学研究史的总结与传承，也是新时期简牍学
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旨在依据典籍文
献特征，尽可能对已刊布不同地域、不同时
期的简牍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介绍，项目基本
涵盖了简牍学科体系的各个方面，力求做到
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的简牍文献再整
理、再研究，打造具有传承性的简牍文化百
科全书，进而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简牍学整
理标准与范式。

甘肃是我国简牍发现时间较早、目前出
土汉简较多的省份，素有“汉简之乡”的美
誉。自1907 年在甘肃敦煌首次掘得简牍以
来，百余年间全省已先后出土汉简 6 万多
枚。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说，《简牍
学文库》标志着甘肃简牍迈入系列式整理、
体系化研究的新阶段。

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朝阳
说，《简牍学文库》项目立足简牍学百年研
究基础，结合简牍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将全方位展现国内外学者在简牍学领域的最
新研究成果。同时，将为简牍学学科体系建
设提供重要文献支撑，是新时期国内外简牍
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传
承价值和社会意义。

“冷门”回暖 “绝学”有继

《简牍学文库》编纂启动

本报讯 （记者闫松） 12月16日，“中
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发布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该丛书由中国文化书院组织
编辑，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主编，海南
出版社出版，首批推出第一辑共10册。

据介绍，“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
收入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的经典著作，开篇部
分由著名学者或导师的学生做导读，既集
中呈现了众多学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深邃
思考，又彰显了文化学术传承的脉络与力
量，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

陈越光表示，该丛书凝聚着众多专家学
者的智慧与心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振明表示，海
南省近年来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面成果显著，海南自由贸易港人员进出
等自由便利政策将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希望与中国文化书院等国内外著名团体加强
交流合作。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外文局原副
局长陆彩荣先后发言，从不同维度强调了文
化传承与发展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对丛书
的出版给予肯定，认为该丛书将在推动文化
繁荣兴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活动现场，中国文化书院、海南出版社
向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丛书。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
丛书”首辑10册在京发布

本报讯 （记者金鑫） 汇聚全球
16 个国家网络文学作家和业界人士的
第三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活动于 12
月16日至18日在上海举办。记者从本
次活动上了解到，2023 年，我国网络
文学行业海外市场营收规模达到43.5亿
元，同比增长7.06%；网文出海作品总
量约为69.58万部。

本届网文周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指导，上海市
出版协会、阅文集团主办，以“绘文学
璀璨星河，助文化交融互鉴”为主题。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斌兵12月16
日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网络文学出
海 20 多年，不仅向海外输出了优秀的

文化作品，还有一整套立足数字时代
的创作机制和产业生态。近年来，作
为网络时代最具活力的文艺形态和出
版业态之一，网络文学正成为讲好中
国故事的生动范本，为文明交流互鉴
开拓新航道。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秘书长
李弘发布了 《2024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
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分
析，当下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呈现四大趋
势：AI 翻译，加速网文多语种出海；
全链出海，IP 全球共创模式升级；交
流互鉴，深入Z世代流行文化；新机涌
现，全球开拓发展新空间。

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底，阅

文集团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已上线约
6000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今年新增
出海AI翻译作品超2000部，同比增长20
倍。起点国际累计海外访问用户近3亿，
阅读量破千万作品同比增长73%，其签约
作者中“00后”占45%，海外原创作品达
到68万部，海外原创作家44.9万人。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在演讲中说，网络文学之所以被称为

“世界文化现象”，不仅在于中国 IP 的
全球化，也在于中国 IP 模式的全球
化。未来，阅文将从巩固 IP 源头、加
速生态出海、深化国际合作三方面深化
建设全球IP产业链，以“内容+平台+
IP”的中国模式为 IP 打造更广阔的世

界舞台。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敖然认为，中国网络文学
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人
们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为文化消费提
供了大量 IP 资源，有效赋能中国网络
文艺新业态的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现场还发布了《中国网络文
学IP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该报告由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
布，《庆余年》《斗破苍穹》等获选“十大
网文IP”。

本届网文周还组织了中外作家圆桌
会、2024 起点国际年度征文大赛颁奖
典礼、“阅游上海”采风等活动。

中国网络文学加速出海 海外营收规模达43.5亿元

近日，山东省邹平市高新街道兴
业社区，居民在廉政教育基地观看清
廉楹联展。

岁末将至，邹平市在全市城乡社
区组织开展“清风润心 与廉同行”
系列廉洁文化活动，通过写清廉楹
联、讲清廉故事等方式营造崇德尚廉
的良好氛围。

董乃德/视觉中国

在书香中
品读廉洁文化

2024 年是广电视听行业焕发满满
活力与不断创新前行的一年。在深化媒
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广电视听形成了线
上线下融合、大屏小屏联动、长短视频
互补、艺术技术并重的格局，为奋进新
时代凝聚了强大力量。

可以看到，新时代视听锚定崭新
的历史方位，创作呈现百花齐放、生
机勃勃的新气象，涌现出一批批深受
观众喜爱的佳作。据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统计，今年 1—11 月，全国卫
视频道共播出文艺节目 1233 档，同比
增加105档；电视剧网络剧约播出900
部，累计超20万集。《认识你真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等理论

节目、《非遗里的中国》《2024 中国诗
词大会》等文化节目占据市场C位，收
视热情与市场热度持续高涨。《上甘
岭》《西北岁月》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剧、《山花烂漫时》《幸福草》等现实主
义题材剧、《繁花》《玫瑰的故事》《我
的阿勒泰》等文学改编作品大放异彩。
此外，今年开播的重温经典频道广受欢
迎，累计收视时长达12.8亿小时。

可以看到，微短剧在今年异军突
起。“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先
后发布了5批推荐目录，取景地成为文
旅打卡新地标。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号
召下，微短剧还登上电视大屏，实现规
律化排播。

在内容创作蓬勃发展的同时，AI与

行业深度结合，《千秋诗颂》《中国神话》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AI看典籍》等作
品，带给观众最真实的“虚拟力量”。

2024 年是中国电影行业积淀深厚
底蕴与积极寻求变革的一年。截至 12
月 17 日，全国电影总票房已达 412 亿
元。即便贺岁档已经火热开启，但是距
离2023年的549亿元仍有不小差距。

票房低落的背后，是市场多重因
素的交织：《我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
生》《来福大酒店》《出入平安》等多部
影片因各种原因选择撤档；不良舆情严
重影响观众的观影欲望，《749局》《解
密》《逆行人生》《异人之下》等都受到
影响；短视频极大消耗了人们的观看热
情，还使电影创作趋向于轻逻辑、重高

潮的碎片式堆砌……
越是逆风之时，越要坚定航向。可

以看到，2024 年中国电影人奉献了一
部部诚意之作，票房前十名的电影中，
有 8 部为国产电影，尤其是前三位的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 和 《抓娃
娃》合力斩获超100亿元票房。还可以
看到，今年电影人更积极地向发行下游
探索，试水分线发行、分区域发行、分
语言发行等多种新样态，以期准确地找
到目标市场和受众，拉动大盘增长。

2024 大幕即将落下，期待在新的
一年，全行业坚持守正创新，继续发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推陈出新，
创造出更多时代精品。

（详见05—08版）

广电视听和电影行业：

坚定信心，与时代同行
□本报记者 杨雯

新华社西安12月17日电 （记者
曹嘉玥） 12月17日，以“完善发展体
制——中国经验、老挝经验”为主题的
第十二次中老两党理论研讨会在陕西省
西安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李书磊和老挝人革党中央政治
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吉乔出席并作主旨
报告。老挝人革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宣部部长坎潘出席。
李书磊表示，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

邻邦。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通伦总
书记多次会晤，为新时代中老命运共同
体建设把舵领航，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
指明方向。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坚
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健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统筹推
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
民生领域体制改革，在提升人民生活品

质中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老方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愿
同中方落实好双方最高领导人重要共
识，深化宣传思想文化交流，增进政治
互信，推动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
平的老中命运共同体。

研讨会前，李书磊会见了老方代表团。

第十二次中老两党理论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作主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