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李国生 ■版式：李瑞海 ■责校：魏铼
要闻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本报讯 （记者李婧璇）以“文学是
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为主题的文学引
进与输出对话沙龙活动近日在京举行。本
次活动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英国安德鲁·纳
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以
韩少功翻译的米兰·昆德拉作品、李文俊
翻译的威廉·福克纳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
响等为例认为，在当下外国文学引进的过
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引进不够系
统、对构建特定文学体系的考量不足、翻
译质量参差不齐等。“在文学输出方面，
中国作家现在都希望走出去，即‘到世界

去’。但‘到世界去’不是一个一厢情愿
的过程。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让外国
读者看到中国作家创作出的优秀作品。”

对此，安德鲁·纳伯格公司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黄家坤提出，在版权引进与输
出 中 需 要 注 重 三 个 “W”，“ 第 一 ，
What，即写什么，作品的质量如何，出
版社和作家应该坚持文学的标准，永远不
在文字上妥协。第二，Where，即将作品
卖往何处，版权编辑应该站在国际角度，
将作品卖给能与它产生共鸣的语区及其对
应的国家。同时，为了让作品走向更广阔
的世界，编辑的外语水平也极为重要，出
版社可以通过聘用国际编辑的方式来完成

对外对接工作。第三，Who，即与谁合
作，与哪些编辑合作，作者出版文学书籍
需要找到一个欣赏自己才华的编辑，编辑
也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好作者的眼睛。同
时，找到合适的版权负责人、代理人，对
于中国作家‘到世界去’也至关重要。”

在作家代表分享与交流环节，辽京、
侯磊、许言午等根据版权代理的需求和现
状，以及对版权引进与输出的理解，介绍
了自己目前的写作状态和着力面对与处理
的写作主题。

辽京表示，当代的中外作家、读者关
心着不同的议题，在生活中面临着不同的
困难，但是中外作家反映当代生活的写作

方式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希望我能够用
中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反映碎片化的当代都
市生活”。

“如何写出既能在国内受欢迎，又能
走向国际的作品，这一问题与文学的根本
息息相关。”许言午提出，文学最大的价
值在于深沉而不在于尖锐。“作家可以用
其他形式来对时事、社会议题进行评论，
同时在小说中处理更深沉的内容。”

侯磊表示，他写的北京不仅仅是给北
京本地人看的，更是给外地人、新北京
人，乃至给全世界人民看的。“写细节，
写人情味儿，写质感……力争写出更现
代、更多元化的北京。”

文学引进与输出对话沙龙活动在京举行

合适的版权负责人对中国作家走出去至关重要

本报讯 （记者徐平） 6 月 6 日至 7
日，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广东深圳举
办。专家学者就国内汉学出版成果，对
外汉语图书及衍生开发的数字出版产
品，流失海外的汉文古籍与珍稀文献的
编纂、出版、收藏、保护交流心得，并
为汉学学术刊物编辑、海外汉学著作翻
译出版建言献策。

本届大会以“理解中国：人工智能时

代的汉学研究”为主题，下设“传统汉学
与‘数字人文’的问题和方法”“当代中
国研究与‘数智化’社会变迁”“人工智
能时代的青年汉学人才教育与发展”“经
典研究与翻译的数字化路径”“经济、科
技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时代的文
明互鉴与国际传播”6个分议题，深入探
讨科技发展对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影响。

本届大会秉持“从对话寻求理解”

的理念，与会的中外嘉宾以汉学出版成
果为载体、以汉学传播为主线，为构建
全球文明与中华文明互鉴共进展开对
话，充分践行 《全球文明倡议》 所倡导
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
越”的核心主张。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表
示，深圳“科技之城”的城市底色，为

世界汉学研究提供强大技术支撑；“现代
城市文明”的城市底蕴，为世界汉学研
究注入丰富文化内涵；“大国会客厅”的
城市功能，为世界汉学研究搭建民心相通
桥梁。

大会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来自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汉学家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汉学研究。

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聚焦汉学出版传播

本报讯 （记者刘蓓蓓）“2025年顺
义区亲子阅读推广活动”近日在北京市
顺义区拉开帷幕。活动由顺义区教委、
区妇联、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联合主办，顺
义区社区教育中心、《幼儿画报》、《婴儿
画报》承办。

此次活动以“期刊漂流润童心 亲子
共读筑梦行”为主题，以 《幼儿画报》

《婴儿画报》为纽带，通过“期刊漂流阅
读、21 天阅读打卡活动、幼儿园主题活

动、定制化配套服务”四位一体的创新模
式，覆盖顺义全区 58 所幼儿园、25 个
镇（街道），惠及3万余名学龄前儿童。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提供了
亲子共读诗歌的“三步走”方法：一是选
对读物，二是家校社要营造良好的亲子共
读氛围，三是家长找到好的阅读方法——
增加亲子阅读的互动。儿童文学作家、出
版人白冰以《婴儿画报》《幼儿画报》中
的《猜猜谁来了》《黑和白》《换妈妈》等
故事为例，强调婴幼儿时期的亲子阅读一

定是游戏性的阅读，可以通过主角式阅
读、复述式阅读、场景化阅读和创造性阅
读等方法，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培养
他们的阅读习惯。

在“家校社协同下的亲子阅读新路
径”沙龙环节，儿童文学作家、“蓝皮鼠
和大脸猫之父”葛冰表示，要避免知识、
品质培养等内容的图解式、说明式表达。
此外，在给孩子讲安全自护知识时，要写
得引人入胜。儿童文学作家刘丙钧认为，
在阅读中，家长要亲自介入、真情投入，

还要通过个性化语言转化激发孩子兴趣。
同时，亲子阅读应避免过度提问，先让孩
子整体感受故事，再通过反复阅读加深理
解，激发想象力。

顺义区石园幼儿园园长李淑芳、港馨
幼儿园园长李桂芹、杨镇中心幼儿园园长
王红岩分别就幼儿园在开展儿童阅读方面
的具体做法进行了分享。

活动现场，顺义区妇联代表、家长代
表及幼儿园代表宣读了 《21 天亲子共读
倡议》。

“2025年顺义区亲子阅读推广活动”启动

《幼儿画报》《婴儿画报》开启21天阅读“漂流”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6月8日，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山河回响——红色经典合唱》新书在京发布。该书
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主编，精选10首合唱作
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辉煌的壮阔历
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黄河船夫曲》等经
典曲目以质朴旋律唱出人民心声，用澎湃音符再现民
族不屈意志。

图为读者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阅读《山河
回响——红色经典合唱》一书。

本报记者 李美霖 摄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山河回响》新书首发

本报讯 （记者徐平）由岭南古籍出版
社整理影印出版的《广东通志初稿》《广东
通志》日前与读者见面。这两部著作为广东
现存最早的两部通志，是了解明代及以前广
东的历史沿革、天文气候、地形地势，以及
自然资源、地方物产、人口变迁、文化艺
术、名人业绩等方面最珍贵的资料之一。

明代嘉靖十四年 （1535） 戴璟编修的
《广东通志初稿》，运用图、表、志、大事
记、附录等题材形式，保存了许多其他志籍
乃至其后所修方志均未收载的历史资料。本
次整理出版的《广东通志初稿》采用线装宣
纸影印，分为15册，装为三函，每函5册。

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是明代所修三部
广东省志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勘正了此前戴
璟所纂《广东通志初稿》的疏误。该书兼具经
世致用与保存文献的作用，对深入研究广东
政区变革、社会经济与岭南文化的发展，均具
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全书共70卷，内容分为
11门69类。此次整理采用线装宣纸影印，分
为42册，装为8函，每函5册或6册。

《广东通志初稿》
《广东通志》影印出版

本报讯 （记者孙海悦） 6月6日，《富
春江地理志》首发式暨“桐庐四书”分享会
在浙江杭州举行。

《富春江地理志》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
版，全方位书写百里富春江及两岸2000 多
年来的治水史、风俗史、变革史等，记录富
春江边“水色佳美”的迷人风景，讲述富春
江边的传奇人文故事，生动展现浙江乃至中
国文化深厚的底蕴以及浙江践行“两山”理
念20年来的突出成效。《富春江地理志》是

“新水经注”大型文学精品创作出版工程的
首册，该工程邀请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文学大
奖获奖作家书写自己心中的母亲河，鲜活阐
释“两山”理念，为河流立传，为故园和众
生立传，留存一系列传世精品。

首发式上，《富春江地理志》的作者陆
春祥分享了自己对故乡桐庐和富春江的挚爱
与敬畏。他表示，故乡是自己“血脉里的修
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新水经注”
项目主编徐剑肯定了《富春江地理志》在当
代文化地理书写中的独特坐标价值。浙江省
作协党组书记叶彤致辞表示，《富春江地理
志》 的出版是献给桐庐建县1800 周年珍贵
的贺礼，他还表达了对地方文脉传承与作家
责任担当的期许。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阐述了在全球
化快速发展变化时代背景下书写者立足于
故乡这方水土这方人写作所承载的独特精
神价值与文化使命。

徐剑、黄亚洲、陈世旭、乔叶等作家、
评论家，以及来自浙江教育出版社、作家出
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人参加活动。
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周俊出席活动并发言。

《富春江地理志》
鲜活阐释“两山”理念

让大流量成为新增量
（上接01版）

科学立法夯实治理根基——网络安
全 法 、 数 据 安 全 法 、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
章出台，搭建起我国网络法治的“四
梁八柱”，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
康运行。

重拳执法净化网络生态——聚焦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开展“清
朗”“净网”“剑网”等一系列网络专项整
治行动，从严整治AI技术滥用、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等网络违法乱象；建立全国网
络辟谣联动机制、畅通多元化举报受理渠
道，让网络生态更加良好、网络家园日益
安全。

以文化人，让好声音奏响网
络最强音

福建南平，武夷山草木青翠，生机盎
然。4月21日，“何以中国·闽山闽水物华
新”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这里启动，通过
可视化表达、故事化讲述、情感化渲染，
生动诠释“何以中国”的时代命题。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网络传
播优势、创新方法手段，持续壮大网上主流
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网络空
间正能量更加充沛、主旋律更加高昂。

围绕重大主题，打造“理上网来”
“理响中国”等一批网上理论宣传品牌，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开展中国正能量

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把青春华章写
在祖国大地上”等一系列品牌活动，以正
能量引领网络空间大流量，让大流量成为
事业发展新增量；

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风雨落坡
岭》《诺言》《丹心如画》等一批主题有意
义、制作高品质的融媒体产品涌现，让好
声音成为最强音。

全民参与，让好风气引领网
络新风尚

今年5月23日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表彰大会上，60 名 （组） 同志被授予
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239 名
（组） 同志被授予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树立起价值标杆。

榜样的先进事迹在网络上引发网友
们纷纷关注点赞：“凡人善举，就在身
边”“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精神可追
可及”……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把网络空间发展好、守护好，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

从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向网
上延伸，实现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有机融
合；到举办“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好网
民”等网络互动引导活动，开展时代楷
模、身边好人等典型事迹网上宣传，推动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成为网络风尚；再到
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发布共建网络文明行
动倡议，积极营造守信互信、共践共行的
良好社会氛围……

如今，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网
络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共建共享网
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氛围日益浓厚，网络文
明建设的恢弘画卷徐徐铺展。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上接01版）
“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过去是以

阅读为导向，今后应适当以写作为导向；我们
的全民阅读，若能与大众写作有机贯通起来，
也将收获无限的可能性。”任彦钧认为，从实
践层面来看，读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依
存，又相互创生，最理想的境界是以读促写、
以写促读、读写融合、双效提升。

“通过高考选拔的是一大批有思考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
研究所所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
升国谈道，从今年高考的考察题目来看，对阅
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综合能力素养的要求，
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对人才要求的“变”。

阅读经典也要讲点方法

“今年高考作文题，对平时阅读面广、知
识面丰富的学生，会比较占优势。对经常用读
屏代替读书的孩子就会比较难。”山东大学教
授马瑞芳向记者直言，高考作文题再次彰显
经典名著的阅读在当下尤为重要。

怎样引导学生亲近经典呢？马瑞芳一直
主张，在读原著的同时要找经典作家、资深专
家的解读作为参考。“比如，国家图书馆组织
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汇集了全
国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同时一定要找好的版
本，比如读《红楼梦》，要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

《红楼梦》，自1982年该所校注本《红楼梦》首
次发行以来，40余年一直在修订完善。”

马瑞芳还将自己“边读、边想、边写”的方
法分享给今天的学子们：“著名文学史家陆侃
如先生曾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做研究。他说，
一定要写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有几种写法，一
种是摘要，一种是评点，一种是读后感。陆老
师的助手牟世金先生后来又传授给我一个经
验——要写活页纸，把原著和自己的感受都抄
上，最后把活页纸的内容集合就是一篇论文。”

“阅读精准服务于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学生们需要长期广泛地通过阅读来提升思考
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徐升国建议，学
生们要注重阅读能力、思考能力的培养，强化
经典阅读，实现融会贯通。同时，要适应人工
智能技术新发展变化趋势，积极地应用现代
智能技术、数字技术、新型阅读方式来进行阅
读，通过人工智能进行用户画像、个性化的阅
读、内容的精准匹配，推动经典阅读既与时俱
进，又守正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