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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 5 月 29
日，第 33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预备
会在重庆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了本届全
国书博会的主题语——“书香中国 阅
读之美”以及视觉识别系统。

第 33 届全国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
版署主办，重庆市人民政府承办，重庆
市委宣传部、重庆两江新区、重庆新华
出版集团等执行，将于 7 月 25 日至 28
日在重庆两江新区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同时在南岸区、大足区设立分会场。这
是自 2007 年后重庆再度承办全国书博
会。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 18 年前重

庆首次承办的全国书市上，全国书市正
式更名为全国书博会。

本届全国书博会主会场展区面积达
8 万余平方米，设有国际标准展位 4500

余个，届时将汇聚百万种优秀图书，邀请
众多知名作家、学者和文化名人，举办千
余场读书交流活动，以优秀文化供给引
领崇读风尚。其间将设置“真理之光——

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阅见中
国——全国图书精品展”“陆海之约”“旧
书新知”“龛韵千年”“网行天下”等主题
展览；策划“读者大会”“少儿阅读嘉年
华”“陆海讲读堂”“2025网行者大会”和

“红沙发”系列访谈等重点活动，为读者
奉上一场阅读文化盛会。

本届全国书博会注重数智赋能，借
助人工智能、VR、AI数字人等技术打
造沉浸式互动展区和数字阅读、纸质阅
读融合体验，搭建一站式“蚂蚁找书”
全民阅读活动数字服务平台，并联动新
媒体矩阵对重点活动进行全程直播。

时隔18年，重庆将再迎全国书博会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近日发布
的《对外传播蓝皮书：中国数字文化出海
发展报告（2024—2025）》，从网文、微短
剧、游戏、平台、数字技术等角度梳理了
2023 年以来我国数字文化出海的发展
成就、趋势特征、存在问题与未来路径。

在政策支持与产业创新的双重引擎
驱动下，2023—2024 年，我国数字文
化出海领域迎来了蓬勃发展。其中，

“出海平台”为数字文化内容的全球传
播提供了坚实支撑；“出海网文”已成
为我国数字文化IP的宝贵源泉；“出海
游戏”则以其高度的互动性与娱乐性，

吸引了大量海外玩家；“出海动漫”作
为热门内容，对我国的数字文化传播具
有助推作用；“出海影视”以精彩的剧
情、精湛的制作以及独特的文化魅力不
断深化国际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
识；“出海视听”凭借创新的节目模式
与高质量的原创内容，成为我国数字文
化创意展示的重要窗口。此外，数字文
化遗产的国际传播也呈现蓬勃态势。

然而，我国数字文化出海发展仍面
临着全球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风
险、国际数字文化贸易规则的不完善、
AIGC技术浪潮对数字文化产品生产流

程的冲击与颠覆，以及我国数字文化出
海企业国际综合竞争力相对不强等现实
问题。未来，我国需要积极投身国际文
化贸易新秩序的构建，构建完善的数字
文化对外贸易治理体系，布局和建设紧
密协同的数字文化出海产业生态链，深
化实施海外本土化战略。

蓝皮书指出，网络文学的影响力已
远远跨越传统边界，不仅深植于出版
物、电视剧、电影、动漫等传统衍生领
域，更开拓了广播剧、有声书、微短
剧、剧情交互游戏等新兴阵地。与此同
时，各大阅读平台与 APP 积极布局海

外市场，通过实施本土化策略，不仅大
幅提升了国际读者的阅读体验与黏性，
还着力发掘与培养海外本土创作者，共
同构建了一个繁荣的海外创作生态。

我国网络文学出海已历经了翻译社
区、自建平台、资源联动三个阶段，从基
于粉丝经济的自发翻译社区到平台经济
下的作者、作品、粉丝和平台众包的共创
共 营 模 式 ，基 本 实 现 了 从“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到“Copy From
China”（从中国复制）的模式升维。

蓝皮书由暨南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联合发布。

“出海网文”已成我国数字文化IP宝贵源泉

当下 AI 对于出版业的影响，已经
覆盖至创作、编校、出版、发行等多环
节、全流程。具体到文学创作与出版领
域，AI对其的影响究竟如何？

5 月 27 日 ， 在 广 西 桂 林 举 办 的
“价值、趋向与可能：AI 时代的文学
创作与出版”交流活动上，专家们围
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多维度讨论。这也
是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的
重要活动之一，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
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

专家们认为，AI 是时代发展的必
然趋势，文学创作与出版应积极拥抱
AI，充分利用其优势，同时坚守人类
的情感、创意和独特性。

这其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
名誉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
委员会主任聂震宁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他说：“人工智能技术将为文学创作和
出版带来正向支持。AI 时代，文学创
作可以更加繁荣发展，因为它可以减少
低水平甚至是抄袭式的重复写作，鼓励
创新创意，同时帮助读者更轻松、更深
入地阅读。”

AI与人的创作各有所长
作家的独特创意不可替代

今年1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学术月刊》编辑部、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联袂评选出的“2024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发布。其中，

“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入选其中。今
年4月，《学术前沿》组织开展2025年
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的十大问题评选公

布，其中，“人工智能发展与大国竞争
力”也入选其中。

AI 和人的创作有何差异？各自优
势在哪儿？聂震宁以打篮球作了一个非
常形象的比喻，他说，AI 像一个高个
子的中锋，它弯腰见不到球，你不要笑
话它，因为它能把球灌进去。他说，
AI与人的创作各有所长。“高个子的中
锋不一定能捡到低位球，矮个子的控卫
不一定能抢到篮板球，但它肯定是一个
方向。”为此，他建议，越是在 AI 时
代，越需要作家更多创新，而减少泛漫
式的写作。

说到文学的创新与纯粹，相信大家
不会忘记由AI诗歌写作引发的文化热
点事件。2月20日，《青春诗刊》在公
众号发布批评文章，痛斥投稿者将 AI
作品稍作修改，或原封不动，署名为

“原创”的行为，称此举“与盗窃无
异”，并呼吁维护文学创作的纯粹性。

对于 AI 时代的文学创作，作家们
一致认为，作家的独特创意和价值是
AI 不可替代的。贵州省文联主席、贵
州省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森结合自己的
编剧实践，肯定了AI在节约成本、提
供创作选择等方面的优势，但也强调作
家要保持自己的温度、情感和灵魂。他认
为，目前AI创作存在重复语言和场景描
述的问题，人类独特的经验、感情和思考
是AI暂时无法替代的，为此，他倡导作
家以积极的心态享受创作过程。

日常生活中，广西文联副主席、广
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凡一平是AI的深度
用户，享受AI带来的生活便利，但在创
作中尝试让AI续写小说却遭遇失败，这
反而坚定了他对自己独特创作构思的信
心。正如漓江文学节·文学艺术共创展策
展人、桂林美术馆党委书记邱丽萍所认
为的，艺术创作必须源自生命个体对世
界的感受。 （下转02版）

用好AI，赋予文学出版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范燕莹

本报讯 （记者蒲添） 5月27日，《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中国国际数字出
版博览会组委会获悉，第15届中国国际数
字出版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将于8月
28日至31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数博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
办，以“数实相融 智赢未来”为主题，通
过展览展示、论坛活动和系列现场活动等，
旨在为国内外出版集团、出版社、数字出版
企业、互联网企业和科技企业等搭建数字出
版全产业链的国际交流、合作、交易平台。

本届数博会将分为6个展区，分别是中
央部委所属出版单位数字出版展区、地方出
版单位数字出版展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展
区、数字出版国际合作展区、数字出版互动
体验展区、书香河南全民阅读展区。数博会
期间将举办1+4+N等一系列活动，即1场
主论坛、4场分论坛，以及合作洽谈签约、
新品发布、产学研互动等系列现场活动。4
场分论坛包括数字出版创新发展论坛、数字
出版国际合作论坛、期刊数字化发展论坛以
及IP授权合作与运营论坛。

第15届数博会
将于8月底在郑州举办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聆听世界的
风声：新华社记者的区域国别纪事》一书日前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该书的数
字版将在国内各大电子阅读平台同步上线。

本书收录了新华社记者在亚洲、中东、
非洲、欧亚、欧洲、北美、拉美地区数十个
国家的部分调研成果。这些调研以驻外记者
视角，通过丰富案例以及记者一线观察思
考，揭示了全球热点事件的背后驱动因素，
探讨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内涵，展现了不
同国家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区域
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巨变，国
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
如此时代背景下，《聆听世界的风声：新华
社记者的区域国别纪事》一书付梓出版，为
读者提供了一个拓宽视野、观察世界的窗
口，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了解和认知各国真
实情况，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世界纷
繁复杂的大变局。

新华社记者区域国别
纪事结集出版

本报讯 （记者杨雯）文化纪实类探访
节目《中华书院》将于6月起在江苏卫视、
AI 荔枝双平台和观众见面。节目以书院发
展脉络为线索，采用嘉宾实景探访的形式，
同时融合AIGC技术辅助场景再现，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为现代年轻
人提供心灵栖居的精神原乡。

《中华书院》 通过实地探访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等中国古
代著名书院，在历史原境中激活传统书院格
物致知、知行合一的精神内核。

在沉浸式探索书院文化和书院故事的同
时，《中华书院》还将着力挖掘传统文化对
现代生活的疗愈力量。节目创新打造“围炉
茶会”“心灵旅行”“哲友会”等多个场景环
节，融合多重现代社会议题，通过将儒家修
身治学、宋明理学思辨等传统文化精髓，与

“职场倦怠”等现代困境相联结，激发大众
对现实生活的深度思考与价值重塑。

《中华书院》
探寻千年文脉

5月26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昭苏县第四中学的孩子们在学校图
书馆阅读从江苏省泰州市“漂流”来
的图书。

两地“图书漂流”活动开展两年
来，先后有2.5万本书籍满载着泰州
师生的情谊，跨越4500多公里，来
到昭苏学子手中，让越来越多的昭苏
学子在书香中成长进步，为梦想插上
腾飞的翅膀。

许丛军/视觉中国

跨越4500公里
传递两地书香

第 33 届全国书
博会主题语“书香中
国 阅读之美”及视
觉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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