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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 李美霖） 3
月4日至7日，2025新闻出版单位国际出
版合作工作交流会暨国际部、版权部、总
编室主任工作论坛在广西桂林举行。

本次大会以“新使命·新挑战·新格
局”为主题，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
宏，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中华出
版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谢爱伟，广西壮
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局长、
一级巡视员王晓华，桂林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李军，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董事
长利来友，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汤志华
出席并分别致辞。

在三天的会议中，20 余场专题演讲
次第展开：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
界思潮研究所所长刘恩东 （视频）、中信
出版集团首席专家乔卫兵等分别以“推
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中国
对外战略”“AI 时代国际出版合作转型
趋势——技术驱动、文化贸易与全球知识

共生体系构建”等为题，探讨了技术驱
动、文化贸易与全球知识共生体系构建背
景下出版社转型升级的路径。此外，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外文
出版社副社长贾秋雅等人就“共同构建更
有效力的国际出版传播体系——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国际化发展探索与实践”“发
挥协作机制效能、助力国际合作出版”等
话题进行了演讲。

大会期间，主办方举行了中华出版促

进会国际工委副主任委员、理事单位聘
任，2024 出版中国“走出去”推荐活动
证书颁发活动。同时设置出版“走出去”
成果展位，展示近年来在国际出版合作领
域取得的成果。

大会由中华出版促进会、中国版权
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广西壮族自治区
新闻出版局 （版权局） 共同指导，中华
出版促进会文化出版合作国际事务工作
委员会主办。

新闻出版单位在桂交流国际出版合作工作

本报讯 （记者刘一文） 3 月 5 日，
2025 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营销峰会在杭
州召开。来自行业协会、出版社、数据
公司、电商平台和渠道的代表以“新时
代·新营销·新渠道”为主题，共同探寻
新时代背景下少儿出版发展的多元路
径。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出席并
致辞。

邬书林表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出版社必须高度关注不断变化的宏观
环境，用古今、中外的双重思维，深入剖
析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维环境，
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开展少儿出版工作。
同时，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出版业
要学会驾驭新技术、开阔新思路，把出版
业融合发展提升到新高度。

作为本届会议的承办方，浙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社长郑重表示：“华东地区被誉
为童书出版趋势的风向标。在市场环境充
满挑战的2024年，‘华东六少’依然维持
了增长态势。”

会上，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
裁蒋艳平、抖音电商图书品牌业务负责人
邵莉莉等分别围绕“童书出版的另一种可

能”“2025年抖音图书消费趋势及童书爆
款营销案例”等主题，深入探讨了当前少
儿出版领域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据蒋艳平介绍，开卷数据显示，2024
年 少 儿 图 书 零 售 市 场 码 洋 同 比 上 升
4.23%，“华东六少”整体在少儿市场实洋
占有率为 11.27%，作为少儿图书市场的
领军力量，凭借优势产品线及差异化策略
持续占据行业头部地位。面对人口增长下
行、市场分化日趋明显的现状，打开自我
设限，关注“功能性阅读”和加大重点
IP 的扶持等做法或可成为少儿出版的破
局之道。

2024 年，抖音电商日均销售 300 万
册，购买图书的用户数量同比增长超
130%，保持行业高增速。邵莉莉介绍，
抖音电商平台 2024 童书销量前三名的品
类分别为绘本、儿童文学、儿童科普。根
据数据预测，2025 年，漫画、儿童科
普、幼小衔接将成为抖音电商平台销量显
著增长的细分品类。

此次会议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福建少年儿童出版
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明天出版

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程为民出席会议。

图为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营销峰会现
场经销商在看样。本报记者 刘一文 摄

2025华东少儿出版联合体营销峰会在杭州召开

“六少”共寻新时代少儿出版发展多元路
本报讯 （记者金鑫） 近日，在 2025

上海译文出版社阅读风向推介会上，上海译
文出版社正式宣布，历经10年修订的《英
汉大词典》（第 3 版） 将于 4 月中旬首发上
市，首印2万册。

《英汉大词典》是1975年以来我国中外
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内规模最大的一本英
汉双语词典，被海内外誉为同类词典旗舰之
作。《英汉大词典》（第 3 版） 是该词典继
1989 年首版和 2007 年第 2 版之后的又一次
重要更新。编纂工作于2014年8月启动，对
前版词典做了系统性的增新、补缺和改错，
涉及修订的条目超过总词条数的30%。

《英汉大词典》（第3版）在重视内容的
思想性、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和简明性
的同时，吸收新的知识成果和新的语言证
据，如人工智能领域、数字文化领域、社交
媒体领域的新词等，尝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英语世界语言使用
的影响和贡献融入词典内容，从而形成中国
人自主的英语语言知识体系。

据介绍，《英汉大词典》（第 3 版） 约
2000万字，收录25万条目，涵盖词语与百
科内容。词典在继承前两版优势的基础上，
注重语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系统梳理
了英语与汉语的对应关系，并增补了大量新
词、热词及专业术语，反映了英语语言的最
新发展和汉语表达的变迁。词典在学科知识
体系上也进行了全面勘校和升级，覆盖自然
科学、哲学社科、文学艺术等90多个领域。

《英汉大词典》（第3版）
下月可与读者见面

踏着风火轮，今年“大闹”中国春节
档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
吒2》） 开始在全世界掀起热潮，成为首
部跻身全球票房榜前7的亚洲电影。同时
超越《头脑特工队2》登顶全球动画电影
票房榜第一。

在全球各地，不少影院一票难求成为
常态。以北美为例，自2月14日登陆北美
院线以来，《哪吒 2》 以势如破竹的姿态
刷新多项纪录。在美国主流市场创下“一
票难求”的盛况，上映首日即打破近 20
年华语电影首周末预售纪录，全美750家
影院同步开画，其中纽约、洛杉矶等大城
市的 IMAX 场次在开票 48 小时内售罄。

《哪吒 2》 的亮眼表现，不仅意味着中国
电影，尤其国漫动画的国际化进程正在加
速，也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具有中国优秀
文化基因的作品进入全球主流影坛。

打破国界
《哪吒2》吸引全球目光

《哪吒 2》 的上映，成为海外华人的

盛大文化节日。据相关媒体报道，纽约唐
人街影院连续三日加开场次，仍无法满足
需求，洛杉矶中国剧院更出现影迷排队3
小时购票的罕见场景。“有华人家庭驱车
200 英里只为看一场中文版。”一名当地
留学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与该留学生视频连线
时，记者观察到，她所在的纽约百老汇剧
院区的AMC影院2月17日上映首日所有
黄金时段场次均显示“售罄”，IMAX厅
排片从早10点至凌晨1点不间断。

观影后，《哪吒 2》 的好口碑迅速蔓
延开来，海外票房热度也在不断攀升。纽
约观众Michael兴奋地说：“非常好看，特
别是 《哪吒 2》 的打斗特效场景，非常
酷，非常过瘾。”

除了北美，《哪吒 2》 在大洋洲的表
现同样亮眼。如中国动画电影 《哪吒 2》
自从登陆澳大利亚市场以来，便得到了观
众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影片在悉尼、
墨尔本等主要城市的上映，票房表现持续
攀升，由于《哪吒2》的反响热烈，一些
平时不放映华语电影的影院，也专门为其

加了1到2场排片。
“几乎每场都满座。”悉尼留学生王禹

桐告诉记者，“刚上映的时候，《哪吒 2》
一票难求，我们根本抢不到票。只能选择
周一晚上最后一场，看完之后觉得非常
值，电影非常好看，值得二刷三刷。”

共同见证“国漫骄傲”
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而自豪

影片的艺术价值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
焦点。如IMAX首席执行官里奇·盖尔方
德感慨，“中国大片的规模与创新力，正
在重塑全球电影市场格局。”奥斯卡评
委、南加州大学动画研究主任希拉·索菲
在接受央视新闻的采访时称：“ 《哪吒
2》的东方美学设计令人震撼，在制作设
计、音效、音乐等方面 （比起 《哪吒
1》） 更上一层楼。故事情节复杂、曲
折。”她公开呼吁奥斯卡评审委员会应给
予这部作品“最佳动画长片”提名，她会
为其投票。

亮眼的商业成绩与好口碑，《哪吒

2》也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开了一个好头。
记者了解到，比起过去中国电影在澳大利
亚市场的有限排片和相对较低的曝光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逐渐崛起，尤其是

《哪吒 2》这样的高质量动画影片的发布，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影院开始加大华语电
影的排片。墨尔本首映礼负责人禾子传媒
创始人季冰艳表示：“现在华语电影在澳大
利亚的市场环境比我刚来时好太多了。以
前如果想看华语电影，只能去唐人街的京
华商场，而现在，许多主流影院都开始放映
华语电影，这让我觉得很自豪。”

《哪吒 2》 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更激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
强烈共鸣，也展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
的巨大潜力。季冰艳表示，观看 《哪吒
2》是一种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墨尔本首
映礼后，有一半以上观众选择二刷。“我
们觉得《哪吒2》这部电影非做不可，因
为它实在是太有意义了，它不仅是一部动
画电影，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观众的热
情超乎我们的预期，有人直接在隔壁厅包
场40张票请朋友观看。”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热映——

中国电影站上世界舞台，掌声响起来
□本报记者 刘子靖 张君成 见习记者 闫昕毓

本报讯 （记者范燕莹）由广西人民出
版社携手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的重磅新
书——《人格的魅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家与
国》近日出版。

作为“跟着红色文物学‘四史’”书系
的第六部，书中以家国情怀为主线，精选李
大钊 《狱中自述》、方志敏 《可爱的中国》
手稿、黄大年的笔记、王继才夫妇守岛升起
的国旗等珍贵文物，串联起百年党史中共产
党人的精神图谱。

本书作者团队深耕文史研究多年，撰者
邵凡晶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以
严谨考据与人文视角，赋予文物以炽热灵
魂。书中既有宏观历史的视域，亦聚焦个体
生命的动人抉择：左权将军牺牲前对妻女的
挂念、孔繁森扎根雪域的赤子之心、都贵玛
抚养 28 名孤儿的无私大爱……一字一句，
皆是血肉丰满的共产党人如何在“大家”与

“小家”间取舍，以生命践行“家国为重”
的誓言。

广西人民社新书赋予
红色文物以炽热灵魂

本报讯 （记者张席贵）由华纳兄弟影
片公司出品，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
公司译制的科幻大片《编号17》于3月7日
全国上映。

《编号17》的故事设定在未来，地球的
主人公米奇·巴恩斯在地球上一事无成，生
活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选择加入星际殖
民计划，成为了一名“消耗体”。从那刻
起，他开启了一段可以反复去世又不断重
生，充斥着高危工作的“宇宙牛马”生涯。

著名导演奉俊昊的作品向来以独特的视
角、深刻的内涵和精湛的叙事技巧著称。此次
执导《编号17》，他延续了一贯的犀利风格，
无论是故事内核、节奏把控、群戏调度，还是
讽刺点位，都具备直击人心的力量。

长影译制科幻大片
《编号17》上映

本报讯 （记者田野）由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教授王兴文撰写的《城市化的文学表
征：新世纪小说城市书写研究》一书，近日
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城市化的文学表征：新世纪小说城市
书写研究》以21世纪中国小说为样本，揭
示出资本与人口流动如何撕裂传统地缘纽
带，钢筋混凝土森林如何重塑人际关系的温
度，消费主义浪潮又怎样改写个体的生存逻
辑。同时，突破传统文学研究的单一文本分
析框架，从城乡空间流动、城市景观重构、
日常生活变迁三重维度，构建起多维度的城
市化研究坐标系。此外，通过精准剖析莫
言、王安忆、贾平凹等著名作家的城市书
写，既肯定文学对城市化进程的诗意捕捉与
批判反思，也不讳言当代写作的局限——当
部分文本沦为城市化奇观化的注脚时，文学
是否失去了介入现实的锋芒。

该书责任编辑张菁介绍，书中融汇社会
学田野调查的实证精神、文化研究的批判意
识与文学批评的审美判断，将小说文本置于
城市化进程的宏观语境中，揭示出文学想象
如何既映射现实又重构现实。这种研究方法
不仅为文学研究者提供新范式，更可为城市
规划、社会学者开启跨界对话的窗口。

甘肃人民社新书
聚焦“城市与文学”

3月 5日，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有
“最美书店”之称的钟书阁，因其独特的
造型设计吸引读者前来打卡参观。

王磊/视觉中国

“最美书店”钟书阁
层层环绕似科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