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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
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如何在深入学习、系统
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挖掘传统
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行业媒体承担着重要责任。

以专业视角
构建有深度有温度的叙事

几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深入
学习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旧书新
知”等相关活动展开专题报道，我们采写了

《今春，“旧书新知”活动多地持续开花——
知识流动涵养城市阅读氛围》《“旧书新
知”：探索阅读的“长尾效应”》《做优“旧书
新知”品牌 做强旧书市场产业链》等多篇
稿件，受到业界好评。

笔者在采写中体会到，做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这篇大文章，深入学习、
全面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关键，在此基
础上，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构建
具有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叙事体系，让
报道有深度、有温度，与读者工作生活密切
相关，才能让习近平文化思想入耳入心。

例如，在“旧书新知”活动系列报道
中，记者通过“政策解读+数据支撑+案
例解剖”的三维框架，将传统旧书流通这
一融入百姓生活的事情放到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的大背景下考量，将其升级为文
化议题。在《“旧书新知”：探索阅读的

“长尾效应”》一文中，记者以孔夫子旧
书网年度交易额超12亿元、中国书店线
下门店展销14.9万种旧书等精准数据，配
合北京实体书店增设434个“旧书新知”
专区的实地调研，构建起古旧书市场繁荣
的量化图谱。这种将行业数据转化为文化
发展指标的报道方式，使专业报道既具有
学术严谨性，又保持良好的可读性。当
然，和任何深度报道一样，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的当代价值，记者必须以深厚的专业
知识，对报道选题进行深入挖掘，在融入
感动读者的真情实感的同时，揭示文化现
象背后的文化肌理。例如，在报道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冷门绝学出版成果时，我们
不仅梳理《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商代
史》等学术成果，深入浅出地展示冷门绝
学的历史知识，提升文章的知识含量和可
读性；同时更进一步，根据媒体定位，深
入揭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板凳要坐十
年冷”的学术坚守。通过专访该社社长赵
剑英，阐释“冷门绝学出版，不仅要做
全，更要做优做强”的出版理念，将专业
出版实践上升至文明传承的高度。这种从
现象到本质、从业态到文明的升维报道，
使专业媒体成为连接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
的桥梁。传统文化载体一般与当今读者有
时间跨度，读者对其具有两面性：既好奇
又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叙事策略创
新方面，行业媒体要开启“沉浸式报道”
模式，拉近报道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如在

《古城待读者 旧书展新颜》一文中，记
者对北京报国寺旧书市集的报道，以“清
晨薄雾中的淘书人”“六年级学生豪掷
2000 元购书”等场景化描写，配合“古
籍修复体验”“非遗拓印互动”等细节刻
画，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书香氤氲的市集现
场。这种将数据叙事与人文叙事交融的报
道方式，既保持专业媒体的权威性，又增
强传播感染力。

以价值重构
揭示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交汇点

当下很多媒体在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
挖掘中，已经不满足于对正在发生的事件
的简单报道，开始从简单的文化现象展示
转向价值重构。“旧书新知”活动系列报
道也是如此。我们首先敏锐捕捉到当下旧
书流通从物质交换到精神共鸣的转变，以
此为切入点，把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文
化基因与当今业态、守正固本与创新发
展、古老技艺与现代表达等话题有机结合
起来，让读者对“旧书新知”活动一目了
然，对其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兴
趣倍增，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比如，《今春，“旧书新知”活动多地
持续开花——知识流动涵养城市阅读氛
围》一文中，记者重点介绍北京通过旧书
交换形成的邻里社交新模式，褒扬上海

“书香巴士”将流动书摊变为城市文化景
观的新举措，推荐南京旧书市集促成的跨

代际的知识对话；在 《激发本土文化认
同 沉淀城市书香气质》一文中，通过讲
述抗战文献修复、革命文学手稿收藏等新
闻事件，讲述古旧书从业者如何把旧书交
易升华成了当今城市集体记忆的传承工
程；在《年轻人涌入为古旧书行业带来新
动能》 一文中，通过中国书店在 2024 北
京书市举办的首届全国古旧书展销年会上
举办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系列版本展”
所收到的现场读者热情反馈，以读者之口
说出：“我很喜欢今年书市增设的古旧书
年会，契合当下读者阅读的新需求，显现
出新的文化潮流，我们需要这样的潮流。”

再如，在《四十春秋守典籍 三秦薪
火传文脉》一文中，记者在采写三秦出版
社40周年成就时，紧紧抓住三秦出版社
古籍整理的突出业绩，不仅展示《陕西金
文集成》《中国蜀道》等学术巨著，更聚
焦《元稹研究专题数据库》、《关学经典数
据库》、“丝路文化”应用交互平台、5G
丝路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等数字出版平台建
设成果。通过上述聚焦，集中展现出版工
作者依托现代化数字科技手段，让古籍出
版实现从纸质传承到数字永生。这种将传
统学术资源转化为现代文化 IP 的报道视
角，为冷门绝学找到年轻化表达路径。

可见，进行价值重构的关键，在于寻
找传统与现代的共鸣点，从而实现当代读
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认同。在《激发本
土文化认同 沉淀城市书香气质》 一文
中，记者聚焦从上海书展走到龙城书展的
纸观堂，其解锁古旧书生动“玩法”，以
新技术手段推出龙鳞装 《山海经》《茶
经》等，圈粉年轻读者，正如书评人、作
家绿茶所说，旧书的很多“玩法”非常生
动，古旧书拥有很多年轻粉丝，“他们喜
欢从中国传统文化、古旧书籍中汲取美学
等有营养的东西。”这一观点也在2025年
龙城书展古旧书展销活动中得到了印证。
这种古今对话的报道方式，使专业媒体成
为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翻译器”，让传
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得以更好地传承与传播。

以融媒传播
推进“旧书新知”品牌建设

媒体的角色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其

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传播者，而
是逐步向文化生态的共建者转变。挖掘优
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迫切需要与时
俱进，积极融入融媒体传播的新理念与新
技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鲜活
的动力。

我们在“旧书新知”这一报道品牌的
打造过程中，按照媒体融合时代的报道模
式，首先策划构建起“政策解读—市场分
析—社群互动”的传播闭环，比如，通过
深度解读 《北京市繁荣旧书市场工作方
案》，引导行业理解“五大平台联动”机
制；借助孔夫子旧书网月活用户百万级的
数据分析，揭示旧书交易年轻化趋势；介
绍《北京日报》长期开设“旧书新知”专
栏，培育民间藏书家社群，形成媒体和读
者互动的新格局。这种三位一体的传播策
略，使专业报道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生产
要素。

品牌打造的另一个关键，在于以宣传
报道的深入传播，推进品牌活动的进展，
推动建立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推出的“旧书新知”品牌
活动报道，不仅关注政府推出的相关政
策引导保障，还追踪中国书店等实体书
店的运营创新，更关注社区居民旧书交
换网络的生长。这种将政府、企业、民
众纳入统一叙事框架的深度报道，具有
很强的导向性，也使专业媒体在宣传报
道中成为促进“旧书新知”活动不断深入
的“组织者”。

在传播渠道革新方面，我们依托媒体
矩阵，构建起“专业媒体+新媒体”的融
合态势。在对北京报国寺旧书市集进行报
道时，既有《不见不散，古旧书嵌入市民
文化生活》《古城待读者 旧书展新颜》
等报道，也有相关新媒体推出的系列视
频。这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传播策
略，使专业内容实现跨圈层渗透，形成线
上线下共振。

综上所述，文化传承发展离不开对其
当代价值的发掘和传播，行业媒体要通过
专业报道的深度化、价值重构的创新
化、传播生态的系统化和品牌建设，开
创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新境界。既要坚
守专业精神，做好传统文化价值的阐释
者，又要创新传播手段，当好文化创新发
展的推动者。

浅议如何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李婧璇

“擦边”该管，未成年人“擦边”更要
严管。他们有着天然的脆弱性，认知能力有
限，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容易被别有用心
之人带入歧途。据媒体调查，此类“擦
边”视频背后往往是团队行为，一些不良
直播公司招募未成年人、发布广告、撮合
交易，为了牟利无所不用其极，给未成年
人带来多重伤害。

流量并非通行证，守土必须负责任。未
成年“擦边”之所以潜滋暗长，算法推荐机
制难辞其咎。一些平台的所谓“热门”，并
非“技术中立”使然，恐怕是对某些高流量
内容听之任之的结果。一些不良账号不断试
探管理尺度，如果平台没有给予鲜明回应，
岂不是变相鼓励？

在网络黑灰产的利益链条上，无论是
组织、生产，还是代理、兜售，每一环都
必须严查到底，多方合力铲除乱象生存土
壤。回到具体的技术操作上，“软色情”
和淫秽的界限不太明确，相关单位不妨在
法理上进一步探讨，让试图越轨者更加

“无边可擦”。
（5月13日 《南方日报》 钟颐）

坚决向未成年人
“擦边”乱象亮剑

5月9日，一堂特殊的现场课在广西百
色市乐业县百坭村同心广场开讲。此次现场
课是《青春之光》正式编入语文教材后的首
次实践性教学探索。当《青春之光》走进义
务教育语文课本，黄文秀的故事将更多地被
深情讲述。

作为青少年广泛接触的文化载体之一，
语文课本承载着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双重
使命。黄文秀的故事走进课本，能够让青
少年深刻感受当代青年扎根基层、无私奉
献的风采，进而在内心深处种下理想与奋
斗的种子。这种从时代沃土中生长出来的故
事，比空洞的说教更能触动学生心灵，能更
好地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当越来越多的“时代故事”走进语文课
本，相信语文教育可以更好滋养青少年的精
神世界。

（5月14日 《湖南日报》 郭元鹏）

语文课本里
需要多些“时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