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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至 18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
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版
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以
下简称“图博会”）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本届图博会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以
书为媒搭建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中外出版
交流合作平台，吸引了2500多家中外展商携20多
万种图书踊跃参展，中外出版人、汉学家、作家
学者、广大读者收获满满。

主题出版扬帆出海

本届图博会引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精品出
版物展”。该展区重点展示了 《习近平著作选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2023年版）》等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和相关学习读
物，《复兴文库》《中华文明史》等主题图书，《儒
藏》“精华编”等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
明优秀成果的图书，《中国城市发展史》 英文版、

《三体》英文版等进出口精品出版物以及《数字长
城》 等网络出版精品，集中反映中国出版的“非
凡十年”。

图博会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
（12卷） 受多家外国出版机构关注。这套丛书由近
百位专家学者合作完成，是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之一。目
前，该丛书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如施普林格·自
然集团、俄罗斯全球出版社、波兰马尔沙维克出
版集团等签约多语种图书 119 种，覆盖英文、法
文、俄文、韩文、印地文、罗马尼亚文、泰文、
希伯来文等17个语种。

在中国出版集团展区，351 年历史的荣宝斋、
126年的商务印书馆、111年的中华书局、91年的
三联书店、86 年的新华书店总店以及新中国成立
后诞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
民音乐出版社等 19家出版文化单位集中亮相，展
示上千种出版物。展区设有3个重点展台，分别以

“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中国式现代化”“人类
文明新形态”为主题，对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的优秀出版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
秀出版物进行充分展示，其中包括 《复兴文库》
等一批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出版选题。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复兴
文库》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

基本线索，先期出版和展出的第一至三编，目前
已在伦敦书展、吉隆坡书展、新加坡书展等隆重
推出。为进一步扩大该丛书的海外影响，在中国
出版集团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
司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出版集团好书全球云展销
大会”上，启动了 《复兴文库》 海外图书馆馆藏
建设项目。项目将通过立体化的海外图书发行渠
道，提供分区域、多元化专业服务，促成更多海
外图书馆典藏这部大型历史文献精品。

文学类图书引关注

中国作家协会今年继续在会场开设“中国作
家馆”。展区内，“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图书，不时吸引海外
展商驻足翻看。湖南省是今年“中国作家馆”的
主宾省，现场不仅有介绍湖南文学发展的展板，
更提供了诸多湖南籍作家的最新力作供读者和海
外展商了解，其中包括水运宪的《戴花》、阎真的

《如何是好》、彭东明的 《坪上村传》 和王跃文的
《家山》。在“中国作家馆”举行的“‘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海外版权推介座谈会”上，该
计划入选作品 《白洋淀上》 作者关仁山、《热雪》
作者王松结合作品内容，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创作
心得。他们认为，如何让海外读者正面了解当代
中国，是中国作家的使命。

《北上》塞尔维亚文、阿拉伯文版，《云中记》
阿拉伯文版，《从紫禁城到故宫》日文、阿拉伯文
版，《北京古代建筑——北京园林》法文版……北
京出版集团展区的“‘走出去’精品图书展柜”亮点
纷呈，展出文学、少儿、人文社科、传统文化等
多个门类，英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
俄语、日语等多个语种的外文版图书。图博会期
间，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驻中国办事处在北京出
版集团成功挂牌，双方共同举办了 《穆斯林的葬
礼》 马来文版新书发布会。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
主席拿督吴恒灿表示，2021 年，双方合作推出的

《平凡的世界》 马来文版在当地反响热烈，《穆斯
林的葬礼》 是继 《平凡的世界》 之后引入马来西
亚的第二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国文学不应仅仅
属于华语读者，还应通过译介走近全世界热爱文
学的读者。”拿督吴恒灿说。

近年来，湖南文艺出版社致力于原创精品文
学图书对外译介，已向 21 个国家输出图书 64 种。
湖南文艺出版社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

合作已久，前期合作图书《机
器》《命运》《曾国藩》《艾约堡秘
史》等入选中宣部“走出去”扶持
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
程”并如期出版。图博会期间，
双方又签订了 《戴花》《北爱》

《国术》《彩瓷帆影》4种原创精
品图书的版权协议。

文 学 对 各 国 青 年 增 进 了
解、沟通心灵、提升友谊具有
重要意义。图博会期间，一系
列 针 对 青 少 年 读 者 的 文 学 活
动、版权贸易引人注目。

“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真
实反映了中国农民的生存和精
神 状 态 ， 文 字 风 格 简 洁 、 准
确。作家胡学文笔下的人物真
实而丰满，引人共鸣。”哈萨克
斯坦欧亚国立大学学生霍贾合
买提·杜曼这样评价长篇小说

《有生》。图博会期间，在中国
作协“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
部”支持下，《有生》 中文版出
版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和哈
萨克文版出版方欧亚-阿斯塔纳
出版社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和欧
亚 国 立 大 学 两 国 青 年 齐 聚 一
堂，围绕这部作品展开对话。

“ 《兄弟俩》 是我的儿童
文学作品中第一部版权输出海
外的，原因可能是它写到了老
北京的儿童生活，充满地域文
化色彩。”作家肖复兴说。该书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伊朗普尔塞什出
版社关注，双方在图博会上签订了 《兄弟俩》 波
斯语版版权输出协议。童喜喜的儿童文学 《嘭嘭
嘭》 首次出版于 2003年，20年来畅销不衰，发行
量近百万册。该书中文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图博会期间举行了 《嘭嘭嘭》 马来文版、英文
版、中文版输出马来西亚签约仪式，将面向更多
海外读者讲述中国少年儿童故事。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今年是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交 65 周年。本届
图博会主宾国阿尔及利亚以“阿尔及尔—北京，
文化与文明的交融”为主题举办了丰富的活动，
与读者分享该国文学、艺术以及美食和服饰文
化，让更多读者近距离了解这个非洲面积最大的
国家。书展期间，阿尔及利亚伊赫提拉福出版社
引进海豚出版社《“一带一路”温暖故事汇·“西
诺瓦”们的中国妈妈》；湖南文艺出版社《阿拉伯
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四卷本） 举行新书发布暨阿
拉伯语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
团发布“中阿友好文库”阶段性成果；五洲传播
出版社举办“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成果发布
会，集中展示 50部图书成果；“阿尔及利亚之夜”
活动全程在抖音等平台直播，观看量超300万。

图博会期间，各大出版机构以书为媒，共促
中外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就致力于以
教材和工具书出版，推进中国语言文化传播和中
外文明交流。“引进来”方面，商务印书馆与牛津
大学出版社 （中国） 联合发布了 《牛津高阶英汉
双解词典》（第 10版）。本次发布的最新版 《牛津
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首次以纸质词典和App同步
推出，将更好满足学习者需求。“走出去”方面，
商务印书馆与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出版社签约
输出“世界少儿汉语”“汉语十日通”两个系列多
语种版权。“世界少儿汉语”教材充分发掘汉字和
汉语特点，让学生在丰富的活动中体验汉语之
美；“汉语十日通”是一套为短期班、零起点学习
者编写的综合教材，在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孔子学院长期使用，销量累计超10万册。

会场内，中译出版社主办的“探寻文明之
光，共襄文明互鉴”文化研讨会暨《探寻希腊人》

《探寻罗马人》新书分享会吸引诸多读者目光。两
书由英国欧洲古典文学学者、教师詹姆斯·伦肖编
写，是一套优秀的历史通识读物，旨在引导中国
读者全面客观认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意大利
驻华文化参赞、文化中心主任菲德利克说：“我们
的青少年必须学习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意识
到，人类早就彼此相识并携手并肩走过千年，这
份情谊需要时常记挂。这便是这套书的价值所
在，希望有更多此类教育书籍呈现给中国读者。”

会场外，北京出版集团系列文学活动之一
“‘全球首发’：从中文起航——文学期刊现场中的
世界视野”分享会，以 《十月》 杂志“全球首发”
栏目为例，探讨如何消除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

“时差”，引发网友兴趣，线上观看总人数达 80
万。从今年开始，该栏目将勒克莱齐奥、库切、
阿多尼斯、平野启一郎、沃多拉兹金等不同语种
代表性作家的原创作品，带入中国读者视野。

据初步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
易协议（含意向）2000 项。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
出意向和协议1387项，引进意向和协议502项，达
成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111项，各类签约、发布活
动令人目不暇接。青岛出版集团“版权‘走出
去’发布会”签署了青岛出版社与世界汉学中心
合作协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柴
可夫斯基四季音乐绘本》《甲骨文绘本》3 个海外版
权输出签约项目以及马来西亚大野狼书店与百路
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体书版权输出协议项目；
长江出版社《“5·12”唐家山堰塞湖应急处置》英文
版由世界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
版，将中国的优秀科研成果传播到全世界，对各
国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具有借鉴意义；中国主题图
书国际合作出版协作机制合作网络不断扩大，包
括中南传媒在内的 6 家新的中方成员和 12 家新的
外方成员加入进来……一份份合作意向的达成、
一场场交流活动的举办，折射出各国人民以书为
媒，共促心灵融通、增进交流互鉴的美好愿望。

本报电（记者赖睿） 第十四届
中国摄影艺术节暨中国摄影金像奖
颁奖典礼日前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
办。开幕式上，第十四届中国摄影
金像奖揭晓，纪实类、艺术类、商
业类三大类共19位摄影师获奖。94
岁的张崇岫和86岁的蒋铎获得“中
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摄影） ”。

本届艺术节以“启航新征程，
金像铸辉煌”为主题，由中国文
联、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国摄
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推出“第十四
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

“筑梦——我们的新时代摄影作品
展”“一起向未来——中国冰雪运动
摄影大展”等近20个展览，集中展
示近几年中国摄影创作成果。其
中，为张崇岫、蒋铎两位“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举办的“致
敬展”属首次亮相，是艺术节的一
大亮点。

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金像论
坛。论坛不仅邀请金像奖获奖者与
摄影人互动交流，还邀请“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蒋铎与大家面对
面，分享其丰富的摄影和人生经历。

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
卡姆艺术……如今，中国已有43个
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如何更真
切地感受这些非遗项目？它们如今
的传承情况如何？老艺人们是怎样
带徒弟的？近期，在国家图书馆的
展厅内，观众可以通过扫描展板上
的二维码，观看多位非遗传承人展
示技艺的相关影片，了解这些内容。

在第 18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国家图书馆开启了“年华易老，技·忆
永存——第五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
映月暨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传承
人记录成果特展”系列活动。活动以
国家图书馆为主会场，全国 220 余
家各级各类图书馆进行联展联映。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
年。本次特展聚焦“人类遗产，中
国智慧”“建档记录，履约实践”两
大主题，梳理中国20年来在非遗保
护建档记录方面的履约成果，展示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
录、名册的43个项目的独特魅力和
保护传承取得的进展。

特展中展映的68部影片，全部
来自非遗记录工程——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中的代表性
成果。其中包括2022年中国最新列
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以及较少进入公众视野的
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
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麦西热
甫、中国活字印刷术等项目。

非遗记录工程——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是一项与时
间赛跑的工作。由于大部分传承人

已步入暮年，工程中的许多项目留
下了传承人最后的影像。通过对记
录成果的展映，这些珍贵的影像作
品得以与公众见面，而这些作品将
作为国家文献资源得到永久保存。
截至目前，非遗记录工程已开展对
1800多位传承人的记录，并完成了
对其中1040位传承人的记录工作。

据悉，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
同步开展，展览展映将持续到7月9
日。同时，国家图书馆与京港地铁
合作举办的 M 地铁·图书馆项目也
将结合特展内容推出主题活动，在
地铁车站进行宣传展示，让更多人
感受非遗的魅力。此外，国家图书
馆还将邀请多位领域内的专家学
者，举办国图讲坛“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讲座月”等6场纪念活动。

达成版权贸易协议2000项，超20万人次入场参观，北京国际图
书博览会——

以书为媒，沟通世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中方工作人员正在向海外出版人介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入选图书。 陈泽宇摄

藏博会活动丰富成果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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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举办

在图博会现场，观众正在阅读云冈石窟佛造像典藏卷。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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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馆”展出的多语种文学报刊。 本报记者张鹏禹摄

本报电（记者申琳、袁泉、琼
达卓嘎、徐驭尧） 记者从 6 月 18 日
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
际博览会（以下简称“藏博会”）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藏博会招商引
资成果丰硕，共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7 个，签约项目合同 60 个，协议投
资 531.83 亿元。本届藏博会举办的
西藏营销推广大会共签订 6 份旅游
业合作协议，1 份文化业合作协
议，7 地（市）分别与对口援藏省份
代表签订了“客源援藏”协议。

本届藏博会期间共举办各类活
动 11场。6月 17日，第五届藏博会
主旨论坛在拉萨举行。350 名中外
嘉宾围绕“新时代·新起点·新机遇
——赋能‘三区一高地’建设开新
局”主题，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
慧力量、共绘美好愿景。

第五届藏博会展览展示场馆以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为主线，设
置了中央关心、援藏成就、西藏旅游、
文化西藏、绿色工业、高新数字、边贸
物流、中华藏医药、高原特色农牧产
业、清洁能源等 17 个展区。本届藏
博会各类参展企业 612 家，区外参
展企业 64 家，区内参展企业 473
家。产品数量是上届藏博会的 3 倍
多，线下参会观展人数 12 万人次。
来自尼泊尔、泰国、柬埔寨、不丹
等16个国家的75家外商应邀参展。

本届藏博会首次采用线上线下
结合的办会模式，搭建线上展览展
示和互动体验平台：展示平台“云
上藏博”版块设置西藏旅游、文化
西藏、高原体育招商引资、品牌展
商等专栏；互动平台“互动体验”
版块，上架近 200 种西藏优质商品
和近30条旅游线路，观众可线上订
购或扫码进直播间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