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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热 点

一组数据引人注目：
刚刚闭幕的第 30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上，来自 7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家展商
洽商合作，5天时间内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
议2100余项，其中少儿类居输出品类榜首。

作为世界第二大书展，图博会见证了
中国童书走向世界迈出新步伐。

行业数据显示，少儿图书已成为中国
零售图书市场最大细分类，占比约为 27%；
中国少儿图书市场十年前就已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少儿图书市场。

本届图博会上，童书展台人气火热，
琳琅满目的图书不但吸引了大小读者，更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中国童书魅力何在？
它展示了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图画书 《赫哲英雄阿木》《小问号童谣

绘本》《妈妈的剪影》《大自然之书》 等一
批原创精品，亮相中国和平出版社的精品
图书国际版权推介会。其中，既有改编自
传统民间故事的绘本，也有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剪纸艺术为创作手法的作品。

“每一本精心创作的童书都是文明交流
互鉴的小使者。”和平社社长林云说，“我
们希望与优秀的创作者一起，出版有温度
的童书，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作品带
给各国孩子，让他们了解中国，感受中国
文化的丰富多元和独特魅力。”

大象出版社将 《诗书里的成长》 输出
法文、波斯文版权。来自法国和伊朗出版
机构的代表说，书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
蕴，能够激发全球小读者的共鸣。

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 《地图上的中国
史》 新书发行及版权签约式上，俄罗斯科
学院科学书刊出版发行信息中心总经理奥

列格·瓦维洛夫认为，以地图形式讲述历史
非常有趣，可以帮助俄罗斯小读者了解中
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

它反映了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
新近入选“中国好书”的儿童文学

《珊瑚在歌唱》亮相图博会，用富于诗意的
讲述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引
起很多国际出版人的兴趣。

以中国城乡变革为背景的现实题材儿
童小说 《万花筒》，展现了上海独有的石库
门弄堂生活。在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
的海外版权推介会暨泰语版、阿语版签约
仪式上，来自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社的版
权代表说，希望把更多反映当代中国现实
生活的童书介绍给世界读者。

描写老北京胡同生活的系列图画书
“老街的童话”让来自越南的出版人武桥知
媛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告诉记者：“书中描
写的北京风俗令人着迷，我们买下这套书
的越南语版权，想让更多越南小朋友也能
分享书中传递的温暖与哲思。”

它具有与世界交融的童心童趣——
在“跨越时空的童年交响”主题活动

上，“童年中国书系”英文版亮相。
“童年是最纯真美好的时光，这套书讲

述的就是源自中国大地、触动儿童心灵的
美好童年故事，其中 《我的邻居是大象》
等3本英文版图书已发行上市，收获了很多
外国小读者的共鸣。”出版方河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社长段建军说。

近年来，中国科幻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
一种热门文化现象。图博会上，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和知识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少儿
科幻小说“恒星异客·第三季”，备受瞩目。

专家认为，以科幻这种世界性语言为

载体，将新奇的想象力、丰富的科学知识
与温暖的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中国少儿科
幻未来可期。

它吸收了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德合作绘本《迷路》、中法合作绘本

《埃菲尔和他的铁塔》……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携 200 余种图书参展，并与意大利驻
华大使馆联合举办了《马可·波罗的神奇之
旅》出版发布会及《老鼠记者》出版15周年百
册庆典等活动，展现中意出版合作新成果。

在“俄罗斯金质童书”鉴赏会上，中外专
家共同探讨俄罗斯儿童文学之美。接力出版
社总编辑白冰说，引进和翻译当代俄罗斯儿童
文学精品，是希望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
借鉴，引领少年儿童欣赏不同的文学风景。

既讲述“中国故事”，也拥有“世界眼光”。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丰富多彩的中外童书提
供了更多元的阅读选择，也打开了孩子们的
国际视野，让他们在阅读中认识世界。

展会现场，一个贴满多国标识的联合
展台引人注目。“我们在这次展会上发起了

‘一带一路’出版人俱乐部，进一步加强中外
出版合作，让‘走出去’更便捷高效、‘引进
来’更丰富多元。”作为曾当选国际儿童读物
联盟主席的首位中国人，展台发起人中国
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张明舟说，中
国童书里有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

图博会举办了世界童书论坛、国际插画
论坛、第四届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
等一系列交流活动，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
书林表示，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童书出版
大国，在积极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成果基础
上，正不断强化内容生产和海外推广传播，
中国童书走向世界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据新华社电 记者史竞男）

中国童书走向世界

6 月 24 日 ， 第 二 届 “ 一 带 一
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庆国际博览
中心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技能
合作·共同发展”为主题，共设置电
子技术、信息网络布线、花艺、珠
宝加工、互联网营销等 18 个项目，
共有来自 61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以
及裁判、技术观察员等同台竞技、
交流技术。

▲珠宝加工项目选手在比赛中。
▶咖啡制作项目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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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精彩纷呈

世界遗产保护是中外人文交流中最具活力的领域
之一。近段时间，中国同多个国家保持密切交流与合
作，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在日前举行的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理事会第二
次会议期间，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洪都拉斯文化、遗产
和艺术部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协
议。双方同意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等方面开展务实
合作，深化科潘遗址考古研究与展示利用合作。

中国与法国近期签订 《中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
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关于木质遗存与土遗址保护
科学研究之合作协议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法国文
化遗产科学基金会将就木质遗存保护研究和土遗址保
护研究展开深度合作，联合开展巴黎圣母院火烧木材
及秦始皇帝陵火烧木材遗迹 （木炭） 保护修复以及价
值认知研究。

在联合考古、古迹修复、文物交流展览等方面，
中外合作也在持续推进。

在埃及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区，中埃联合考古
队近期再现了孟图神庙中一座小型神殿的整体轮廓，
掀起了埃及古都神庙的神秘面纱；继希瓦古城等项目
合作之后，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人员日前发
掘一处贵霜帝国时期大型聚落遗址契纳尔特佩遗址，
展现丝绸之路的千年遗存。

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出土的楔形文字粘土板、希腊
塞萨洛尼基古建筑区域发现的宙斯头像雕塑、记录伊拉
克亚述古城历史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系列泥板……上
海、南京、苏州等地正在举行文物交流展，展示着文
明对话的魅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长法对本报记者
表示，多年间，中国通过签署交流合作协议、联合申
遗、学术交流与合作等多种方式，在世界遗产保护国
际交流与合作领域采取了积极行动。从上世纪中国与
意大利政府及罗马中央修复院和相关大学合作开展多
个文物保护和修复项目、开展技术交流和文物保护人
才联合培养，到敦煌研究院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
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达成长期合作、在敦煌莫高窟
壁画保护和环境控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再到近年来
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多个国家合作推进
各项研究与保护项目，中国始终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
护国际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世界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优秀成果，也是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国在世界遗产申
报与履约、援外文物保护、保护管理体系、多边对话交流
等方面积极开展务实合作，为团结各方力量、推进世遗
保护传承、增进民心相通注入力量。”复旦大学国土与
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
社区发展教席主持人杜晓帆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世界遗产申报与履约方面，2014年，由中国、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
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形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丝绸之路项目，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丝绸之
路54个廊道中第一个成功申遗的项目；在援外文物保护
方面，中国先后开展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茶胶寺
保护工程，尼泊尔加徳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震后修改
工程，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修复工程，乌兹别克斯坦
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工程等，为世界文化遗产
抢救、保护作出重要贡献，助力濒危文化遗产重现光彩。

“中国在世界遗产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坚持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不断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交流领域
取得新成果。”杜晓帆说。

深度参与多边对话

6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 缔约国大会第 10届会议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举行，中国成功当选 2024—2028 年度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

自 1985 年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以来，中国始终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
治理，多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两次成功举
办世界遗产大会并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积极
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
持续支持非洲国家开展世界遗产能力建设。

杜晓帆表示，中国近年来积极活跃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
修复中心等国际平台并担任重要职位，与世界各地基
金会、研究所等组织机构展开了重要合作。从第 44届
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福州宣言》，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加强世界遗产
教育、知识分享和新技术的使用，到中国发起并主导
成立区域性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联盟，同各方共同推进亚洲城市和乡村文
化遗产保护、联合考古、保护修复古迹遗址、打击文
物非法贩运等合作，中国始终积极融入多边对话交
流，参与各项世界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事务。

与此同时，中国主动对接现有文化遗产国际组织
和机制，密切参与国际文化遗产共性议题。杜晓帆表
示，在保护管理体系方面，中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世
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国际公约、国家与地方法律法规
三级法律框架，积极对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 等内容；同时加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业
能力建设步伐，提升世界遗产监测预警效能，相关保

护管理经验为援外文保项目、国际交流合作打下基
础，多项举措与实践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吸引着国际关注。”詹
长法说，中国通过政策支持与国际合作、技术和知识
共享等，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全球治理，为文明珍宝的
保护传承贡献了中国智慧。“近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即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落户中国故宫博物院。该委员会由中国提出并于
2024 年 3 月正式获批，是 ISO 自 1947 年成立以来在全
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成立的首个技术委员会。这一委
员会的设立，有望推动后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
标准化工作，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持和规
范化指南。”詹长法说。

守护人类文明瑰宝

日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
际联盟共同主办的“守护与重光”展览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开幕。中国2017年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冲突地区
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入参
与联盟科学委员会工作，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朗斯分
馆、瑞士国家博物馆共同成为全球 3 个“国际文物避
难所”，为世界濒危文化遗产提供安全庇护。

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执行主任瓦莱里·弗勒
朗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同行有许多文物保
护理念值得借鉴”，希望中方进一步与文化遗产国际治
理体系相融合，为联盟的工作提供更多支持。

“中国一直用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强
调尊重多样性，促进全球合作。”阿富汗卡丹大学国际
关系学者贾拉勒·巴兹万近日谈到中国援建阿富汗文物
保护工作站、培训文保人员时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
倡议，强调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重要
性，彰显了中国致力于促进全球和平与合作的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

“中国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担当和作为，彰显
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和‘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
形象。中国通过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合作，强调文化多
样性和文明的交融共存，助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理
解。当前，越来越多海外伙伴愿同中国合作推进世界
遗产保护事业，国际社会瞩望中国继续以实际行动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詹长法说。

“世界遗产保护需要不同文化对话合作，中国愿
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为推动全球世界
遗产事业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和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近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

詹长法表示，中国可在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多个
领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中国
可进一步发挥优势，加强技术创新和关键问题研究，
推动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在数
字化保护和环境监测技术领域的创新。在与国际学术
界交流分享的同时，巩固提升中国在全球文化遗产保
护中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政策和法规建设层面，中国
将持续参与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制定，
分享中国的经验和做法，推进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杜晓帆表示，近年来，世界遗产类型逐渐扩展，
突破了传统的保护理念和价值认知框架，出现了强调
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融合的“文化景观”、强调
社区参与的“活态遗产”概念。在相关新领域，中国
可持续分享保护理念和智慧，通过交流和对话，为促
进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

“在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合作的过程中，中国
有望继续发挥作用，促进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南方合
作、南北对话，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携手讲好不
同文明之间的故事。”杜晓帆说。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合作

美美与共，擦亮世遗“名片”
本报记者 林子涵

不久前，中国与埃及方面举办联合申遗座谈
会，共同商讨中国重庆白鹤梁题刻与埃及罗达岛
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白鹤
梁题刻与埃及尼罗尺同为世界大河流域的水文遗
存，两处历史遗迹跨越万里的“握手”，进一步
搭建了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对话的桥梁。有埃及主
流媒体报道称，“对中埃即将开展的合作感到高

兴”，双方将从联合申遗的经验中受益，“这也将
进一步增强两国密切的外交关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多
年来，中国积极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始终以负
责任态度参与世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为推动世
界遗产事业发展、擦亮世遗“名片”持续贡献智
慧和力量，不断书写“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在中国重庆，
江中有一道天然石
梁，因古有白鹤栖
于梁上，得名“白
鹤梁”。石梁上的
题刻记录了长江涪
陵段千余年间的枯
水水文，指导农业
生产。图为近日，游
客在重庆白鹤梁水
下博物馆的地上陈
列馆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在 埃 及 开
罗，河中岛上有
一根测量水位的
标 尺 ， 被 称 为

“尼罗尺”，用于
测量尼罗河汛期
水位，几千年来
被用来预测年度
农业收成。图为
近日在埃及开罗
拍摄的罗达岛尼
罗尺。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