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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王筱卉） 为纪念林徽因诞辰 120 周
年，由林徽因外孙女、梁再冰之女于葵所著的非
虚构文学作品 《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近日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依据独家所藏大量林徽因及其亲属第一
手文献档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现了林徽
因的一生。书中大量照片及文字史料为首度公开。

近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的“重读林徽
因——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山河岁
月：回望林徽因》新书发布会”上，专家表示，林徽
因有建筑学家的学养、诗人的眼光、思想者的锋芒。
作为一部传记，本书真实、客观、立体再现了人
物风采，填补了林徽因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负责人介绍，1985 年，
人文社出版了第一本《林徽因诗集》，此后陆续出
版了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林徽因》《林徽因集》

（四卷本） 以及林徽因的传记、回忆林徽因的文献
集、林徽因亲友著作等多种相关图书，广受读者
喜爱，还将计划推出《林徽因全集》。

美国学者罗宾·沃尔·基默尔所著的
《编结茅香》（商务印书馆） 是一部别具一
格的印第安文化史。作为一名印第安裔学
者，罗宾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教授环境生物学。“逐水草而居”的幼年
经历，让她对北美当地的动植物尤为熟
悉。书中细致描摹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世
界，包括他们如何根据时令与物候搜集食
物、“天女故事”的原始信仰以及社会交
往、代际关系等内容。

比如，碧根果是印第安人的食物之

一。当碧根果丰收的时候，以碧根果为食
的松鼠也会因为食物的丰富而迎来种群增
长。但随着松鼠数量上升，碧根果开始供
不应求。同时，松鼠种群数量的增加也会
引来更多天敌的捕食。随着松鼠数量下
降，碧根果的产量会再次迎来高峰，并在
之后进入下一个轮回。在长期的生产过程
中，勤劳的印第安人发现了这一规律，并
称其为“大年结实”现象。印第安人也会
根据这一规律，在恰当的时机采摘碧根
果，以获得丰收。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罗宾逐渐意识
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而是要让人们学会如何与地
球上的生命和谐相处。作为北美大陆的古
老居民，千百年来的相依相伴，让印第安

人同当地的动植物有着深挚的情感。罗宾
在追述儿时生活时，用细腻而饱含情感的
笔触呈现了印第安人的自然观与生存智
慧。书中写道：“ （在印第安人的世界
里） 物品和服务并不是购买来的，而是作
为礼物从大地那里接受的。”每年，印第
安人在采集草莓后，都会“努力地回报草
莓”。他们会为草莓的匍匐茎清理出小块
土地，方便草莓扎根。印第安人知道，如
果只是一味索取，那么明年就很有可能吃
不到草莓了。在作者看来，当代人可以学
习印第安人生态观中的古老智慧。

罗宾在书中说，“身为一名植物学家，
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直白明确地阐述；
但我同时也是个诗人，整个世界是用隐喻
来对我说话的。”《编结茅香》不仅是一部印

第安文化史，也不止探讨人与自然之间该
如何和谐共处，更试图为我们呈现一面反
思当代人生活的镜子。罗宾描绘的世界，是
一个充满诗意与情感的世界。她眼中的一
草一木，是有生命、带情感的。作者希望通
过这本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充实、饱满。

在罗宾看来，“正是生产者与消费者
的关系让一切都变了。”在书中关于“商
品和礼物有什么不同”的讨论中。罗宾以
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例，谈到小时候穿的羊
毛袜都是祖母亲手纺织而成，作为一份珍
贵的礼物与馈赠，让作者在穿戴的同时，
也充满了对祖母的感激。如今，她的衣帽
都是从商场购买而来，与素未谋面的工人
之间毫无情感联系。作者讲述这个例子，
意在提醒当代人别让自己的情感触觉变得
愚钝，要时常对生命中的馈赠心怀感激。

正如 《编结茅香》 的副标题所说，这
本书希望带给读者的不仅是关于印第安文
化的知识，更希望让大家得到“来自印第安
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在阅读中
获得“启迪”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或许
是《编结茅香》能带给读者的最大收获。

杨先让是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
一代美术家。无论是
从中国画到油画的转
型，还是从版画到中
国 民 间 美 术 的 跨 越 ，
他的艺术道路始终与
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
展紧密相连。《刀与木：
我的版画之路》（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杨
先让的版画艺术创作
为主线，让读者沿着他
的探索之路，回望一代
艺术家的爱国情怀与
艺术追求。

“每个艺术家都不
能跨越时代，更不能
摆脱时代的约束，个
人的艺术实践必然离
不开其时代的影响。”
作 者 在 该 书 《前 言》
中写道。上世纪 50 年
代初，杨先让从油画
转为新兴木刻版画创
作，本能的艺术冲动
和对时代的敏感，促
使他创作了 《延安组
画》《鲁迅与 〈可爱的
中 国〉 》 等 写 实 作
品。感动于石油队伍
会 师 大 庆 草 原 的 壮
举，1975 年，他创作
木 刻 版 画 《会 师 大
庆》，仅用10天便完成
了这幅有数百人物造
型、水印套色、恢弘
大 气 的 大 幅 版 画 作
品，真实还原了建设大庆油田时热火朝天的场面。

创新求变是版画艺术的生命，从套色木刻起
步到填补传统黑白木刻技术空白，杨先让将西方
木刻刀法与中国传统雕版刀法融于一体。他不断
探索新的版画形式和创作技法，题材范围也不断
扩大，如反映山区春景的《开春》、呈现敦煌艺术
的《海底梦》、刻画长城景象的《凭吊》等，风格
鲜明。当然，艺术家连同他所创造的作品，都不
是孤立的，这些镌刻着时代变迁、生活嬗变、艺
术流变的版画连缀在一起，汇成了一幅流动多姿
的长卷，既是中国现代版画紧扣时代脉搏的缩
影，也体现着艺术家扎根生活的创作追求。

如果说杨先让艺术之路的第一个转折点，是
从油画“阴差阳错”转行到版画，那么，另一个
转折点则是他暂时放下刻刀，转而投身中国民间
艺术的挖掘与保护。这样的改变对一个视版画创
作为生命的艺术家而言，需要极大勇气。其中固
然有艺术道路的选择，更有出于社会责任的考
量。杨先让在 1983年出国探亲时，参观了许多艺
术学校和博物馆，国外对原生态艺术的重视和吸
收，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是一大宝
藏，“将会为中国艺术家提供无限的灵感，给予他
们极大的启示。”他曾坦言，“民间美术不是我的
梦想，但这是我的责任。”带着这份“执念”，他
先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办国内首个民间美术系，
讲授民间美术，后又于1987年到1989年，率领考
察队历尽艰险出入黄河流域 14次，潜心考察中国
传统民间艺术，出版了考察成果 《黄河十四走》，
成为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关于民间美术最为重要的
考察实录之一。“让民间美术登堂入室，超越时
空，滋润中华儿女的心灵”是杨先让的心声。在
海外宣传中国民间艺术、笔述艺术界的新闻旧
事、在国内外举办文化讲座……如今，94岁高龄
的他虽然不再“以刀代笔”进行版画创作，却一
直未停止对艺术的思考。

《刀与木：我的版画人生》里有作者用画笔书
写岁月年轮的艺术人生，也有描摹各色人物、各
式场景的版画。虽然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像杨先
让一样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我们却能像他一样，用
心“雕刻”每一寸时光，成为生活的“艺术家”。

71 个国家和地区约 1600 家展商参展，
22万种中外图书集中亮相，1000多场文化
活动吸引近 30 万人次观众入场参观……6
月19日—23日，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以“深化文明互鉴，
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旨在助力中外出
版界跨文明、跨国界、跨领域交流合作，深
化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文化主题图书受关注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 《长江文化
史》 英文版将面向全球读者发行，意味着
更多英语读者有机会领略到长江文化的独
特魅力。此次与长江出版社的合作，是柯
林斯出版集团向世界推广中华文化迈出的
重要一步。”在 《长江文化史》 英文版版
权输出签约仪式上，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
版集团法语主编葛妮说。该书所属书系

“长江专门史丛书”入选长江水文化建设
联盟与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共同向读者
推荐的25种“长江好书”。

本届图博会上，中华文化主题图书热
度提升，受到中外展商和广大读者关注。
在中华书局展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
神》 泰文、吉尔吉斯文、哈萨克文、土耳
其文、乌兹别克文版，《一本书读懂中国
史》 越南文版，《中国美德读本》 哈萨克
文版等集中亮相，引读者驻足翻阅。中译
出版社推出的 《用音乐学古诗》，将古诗
词与现代音乐结合，向世界呈现中国审
美。该书英汉双语版从创作阶段就开始中
外合作，由中国翻译家许渊冲和美国汉学
家凯尔·大卫·安德森共同翻译，此次又输
出阿拉伯文版。北京教育出版社携新书《华
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 亮相图博会，
该书通过考察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深度
挖掘京剧戏服背后的中华文化礼仪内涵，
收录近 500 张历史图片、戏服照和舞台剧
照。该书作者刘飞、刘连伦在现场结合实
物，为观众讲解了“蟒”“帔”“褶”等戏
服类型的不同含义，引来阵阵掌声。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看来，
中华文化主题图书“走出去”，要兼具题
材之“好”和叙事之“美”。“以 《彩瓷帆
影》 为例，这本讲述海上丝绸之路上彩瓷
文化的书籍，是中国作家把目光投向世界
的生动体现。”该社出版的作家纪红建报
告文学 《彩瓷帆影》 追溯长沙彩瓷融合南
北、创新突破，使长沙成为世界釉下多彩
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的历程，探秘

“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
素。据了解，该书版权输出至斯里兰卡、
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出版界如何迎接数字化转型，加强国
际合作实践，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是本届图博会“第四届出版融合发展

国际化论坛”上与会者关心的一个话题。大
家表示，出版产业正面临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读者倾向于数字
化阅读，出版业要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创
新整合视听元素，为广大读者提供沉浸式
阅读体验，多维立体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为方便海外出版和馆藏机构及时、直
观了解中国出版动态，本届图博会上启动
第五届“中国出版集团好书全球云展销大
会”。依托该平台，中外出版社不仅可以
充分交流，引进或出口优质图书资源，更
有机会携手开展合作出版项目。

中外版权交流成果丰硕

“文学经典常读而常新，常新而常
译，又因常译而有了被更多读者赏读的可
能。真正的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一译再
译，《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向读
者展示的就是这样一本本可待成追‘译’
的作品。”在本届图博会中国作家馆举办
的 《新编新译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阶段成
果发布会上，文库编委、《世界文学》 杂
志常务副主编叶丽贤说。据介绍，该文库
是作家出版社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联合打
造的大型世界文学经典翻译出版项目，计
划用 10 年—15 年的时间，重新翻译、编
辑、出版一批世界文学经典。2019 年 9 月
立项以来，项目已分两批陆续出版 《莫泊
桑短篇小说选》《梭罗文存》《爱伦·坡经
典小说集》《一千零一夜》 等 17 本图书，
其中不乏首次翻译成中文的经典之作。

本届图博会上，中外版权交流取得丰
硕成果，据初步统计，共达成中外版权贸
易协议 （含意向） 2100项。其中，各类版
权输出意向和协议1426项，引进意向和协
议558项，合作出版意向116项。江苏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章剑华纪实文学 《向苍穹：
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 签约英文、韩文、
土耳其文、吉尔吉斯文版出版协议，将向
世界各国介绍中国天文事业发展历程。人
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的丰收纪实文学 《太阳是一颗种子：寻找
遗失的可可托海》 签约马来文、阿拉伯文
版出版协议，该书以可可托海有色及稀有
金属开发历程为背景，再现了矿业工作者
在可可托海和伊犁河谷之间度过的激情岁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
合出版的何建明纪实文学 《石榴花开》 是
一部以新疆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题的作品，该书英文版首发式
在本届图博会上举行，未来还将推出阿拉
伯文版。北京出版集团举办张楚长篇小说

《云落》 海外版权推介会，作为鲁迅文学
奖得主张楚的首部长篇小说，该书用心书
写时代巨变下平凡人的生活和情感，以细
致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县城的“清
明上河图”，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

学提供了诸多真实、立体、丰富的中国面
孔，出版后引发广泛关注。

《2023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显示：
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40
亿元，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 2 亿人，覆盖
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本届图博会上，
中国网络文学吸引外国展商关注。《何日
请长缨》 是一部聚焦国企改革、工业崛起
的网络小说，描绘中国改革开放后重工业
发展历程，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科技创新
提供了窗口。继2023年与韩国民俗苑出版
社签署版权输出协议后，《何日请长缨》
此次向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输出版权。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带一路”手册》
多语种图书亮相图博会。自 2018 年推出

《“一带一路”手册》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积极推动该书多语种出版工作，目前
已签约 17个语种，出版 8个语种，有力增
强中西方智库之间的学术互动，使海外读
者更全面了解“一带一路”倡议。该社与
西南财经大学合作出版的 《新质生产力》
是中国第一本新质生产力主题图书，自今
年 1 月出版中文版后，启动“走出去”工
作，目前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
牙文和波兰文版的推介和翻译正有序进
行，计划2025年6个语种全部在海外发行。

精彩活动助力全民阅读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生活在中
国》新书发布会”上，中法文化界人士齐聚
一堂，聆听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
奥利弗·格兰让分享自己的中国见闻。自
2005年来到中国，奥利弗先后参与《城市
之间》《奥利弗游中国》《我的新疆日记》
等多个节目及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多年
来，从偏远村庄到现代都市，他行走中
国，见证了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的成就
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奥利弗将亲身
经历写成新书 《生活在中国》，作为一部
个人心灵史与聚焦当下的中国见闻录奉献
给读者，引发现场观众浓厚兴趣。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湖南文艺出版社
“午夜文丛”新书的发布。在世界文学史
上，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巴黎发端的“新
小说”，几乎都出自一个叫作“午夜”的
小出版社。自1999年，艺术家陈侗等与湖
南文艺出版社开始“午夜文丛”系列丛书翻
译出版，25 年来出版作品 127 部，其中贝
克特、阿兰·罗伯—格里耶、艾什诺兹和
图森等人的作品颇受读者欢迎。本次发布
的新书包括罗贝尔·潘热的 《帕萨卡利亚
舞曲》《某人》《梦先生》、阿兰·罗伯—格
里耶的《作家生命之序言》 、卡特琳娜·罗
伯—格里耶的《阿兰》等7部作品。该社还向
法国大使馆赠送了一批“午夜文丛”图书。

中外作家、汉学家、翻译家对话，历
来是图博会的重头戏。本届“故事沟通世

界”品牌活动上，继莫言、余华、阿来、张
炜、曹文轩、刘震云等作家之后，茅盾文学
奖得主徐则臣与来自全球的 30 多位汉学
家、翻译家围绕中国文学展开对话。“童年
是一个作家永远摆脱不掉的最丰富、最深
厚、最宽广的写作资源。童年是一种时间意
义上的故乡，而故乡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
童年。”徐则臣分享了童年对自己的影响。

“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在伊朗出版
后，受到读者好评。伊朗读者对故事中描
绘的现代北京社会和人物的命运，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伊朗汉学家孟娜介绍了该
书在伊朗的情况。来自西班牙、墨西哥、
韩国、埃及等国的汉学家、翻译家分别分
享了阅读、翻译徐则臣作品的感想。

本届图博会聚焦全民阅读，其间举办
沙龙讲座、新书发布、活动体验等1000多
场文化活动，进一步拓展了大众阅读的边
界，让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读者在图博
会体验到阅读带来的乐趣。柳德米拉·乌
利茨卡娅与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夫斯卡
娅并称为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三驾马
车”。在“《乌利茨卡娅作品集》译者分享
会”上，三代俄语翻译家围绕文集分享了
作家在借鉴俄罗斯19世纪经典文学主题基
础上，植入现代生活要素和道德情感，着
力探讨小人物和女性生存困境的经验。在

“温暖现实主义书写美丽家乡——长篇儿
童小说《孔雀坝，我的家》《在希望的田野
上》新书发布会”上，傣族青年作家李司
平、河南籍作家何南分别分享了自己的儿
童文学创作故事。“《点爆故事》图书分享
会”上，影视策划、制片人唐蒙围绕新作，
拆解中外经典影视作品的故事结构，给写
作者以启迪。“《梁启超在饮冰室》新书分
享会”上，作者汪兆骞回忆起儿时到饮冰
室书斋，给梁启超遗孀王桂荃奶奶拜年的
点滴。“《醒来已是正午：2023 年短篇小说
20家》《茉莉为远客：2023年当代散文20家》
新书分享会”上，两书主编、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介绍了通过年选定格丰
富、多元、新锐的文学记忆的心得。这些
活动或面向大众读者，或面向文史爱好者
和写作者，或专为青少年读者举办，现场
气氛热烈，激发了大家的阅读兴趣。

本届图博会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
合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启动
了第四届“阳光阅读计划”。该计划面向海
外阳光学校 （学堂） 赠送中文学习读物，
并联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多家国内
重点行业出版机构，向海外青少年群体开
展国际中文学习产品展销活动，推荐上千
种优质中文学习及阅读读物。

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充分发
挥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公共平台作用，积极
促进中外出版商贸交流、文化交流，在实
现产业各方合作共赢的同时，也为公众提
供了一场精神文化大餐。

“引进来”“走出去”亮点纷呈
——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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