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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剑武先生是同乡，相识在十
几年前。起初只知道他是人民日报高
级编辑、美术评论家，以一支健笔纵横
艺坛多年，阐述幽微、著述颇丰。在有
些公开场合也常能听到他对艺术的见
解，每每语惊四座，常有过人之论。

在美术批评界，剑武是出了名的
耿直汉子，当面针砭，甚至不留情面，
用现在的流行语，有几分“毒舌”。有
些人会望而生畏，但真正的艺术家，会
珍惜这份“毒舌”，因为耿直背后，更多
的是真情。这些年，他在中国文物与
艺术品市场研究中，断伪存真，剔骨理
筋，直言更是无价了！

在之后的交往中，渐渐知道，他
于采编之余、著述之余，亦醉心翰墨
挥洒、丹青点染，只是颇为自珍，不
轻易示人。

今夏，剑武告诉我要回湖南做一
次书画展，真心为他高兴。从我湖湘
烟水中养出来的一腔豪纵之气，在京
华翰墨场中浸润，如同一柄磨砺了多
年的宝剑，终于能让世人窥见锋芒。

剑武于书法钟爱狂草，气势宏
阔、天骨开张。从他创作的几帧巨幅
来看，如江河奔腾流淌，而能收放自
如，结字合于法度，却又不落某家某
派的窠臼，章法铺排，于大局着眼，
如老手斵轮，看似不经意，却又妥帖

自然。他创作的大篆，也颇多可圈可
点之处。大篆一道，前辈名家高手林
立，剑武不专以中锋因袭传统，常取侧
势，杀锋入纸，更具金石斑驳之妙，
别具一格。

了解剑武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画
画，“爱画入骨髓，高歌披心胸”这两句

话，他当得起。数十年饱览传世名作，
眼界、见地均属一流，又得到张仃先生
这样画坛名宿的亲炙，下笔自然不
俗。他喜欢作大幅荷塘，不描摹客观
物相，常以抽象之法成之，乱头粗服、
充塞满纸，彩墨辉映最为豁人心目，所
写不是眼中之荷，而是胸中之荷。他

的画作，不同于普通画家，不必取悦于
人，所以能直抒胸臆，无一点江湖市井
气，当以逸品目之。

剑武擅诗，今古皆能，我于现代诗
是门外汉，所以无能置喙，然而从他格
律诗词读开去，不仅音韵铿锵、格律自
然，更是言之有物，出于灵府，一望便
知是个中老手，正是古人所说的“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和时下那些拼凑平仄
堆砌辞藻的“古风”自有天渊之别，与
他为人、为文，如出一辙，耿直真切，不
卑不亢。我时常觉得，他身上有曾国
藩、左宗棠那个时代湖南读书人的影
子，一生“经世致用”，一手“锦绣文
章”，令人羡慕。

剑武于诗词、于丹青、于书艺，
皆取道于“游于艺”。中国文化传统
中的文人品性，正是不以艺为艺，而
是在艺之上，即所谓家国情怀。剑武
的诗词不是应景之作，更非无病呻
吟，而是植根泥土、感叹苍生、情系
时运之作。他的书法不是在写字抄
诗，而是在写情诗、写家信、写檄
文，是读书人的意气与行为，而较少
考虑他人的然否。他的画作多为荷
花，是这个湖湘子弟家乡的寻常景
致，也是这个穷人家孩子当年摆脱饥
荒的历史记载，所以，他在“出污泥
而不染”这个不朽命题之外，开掘并
展示了荷塘的“养育之恩”——放纵
不羁的枝叶构成里，是荷花的平淡、
清和、垂爱千古。

剑武今年花甲初度，自号“问梅
翁”，其实对于书画艺术的锤炼，尚
属青春，以他的勤奋、积累与天赋，
假以时日，其书画诗文将臻于何等境
界？不可限量，虽然他依旧从容。

本报电 （春 利） 由腾讯影业
和润禾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的青春励志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
大》日前在清华大学开机。

该剧讲述了硝烟弥漫下，一群
铁骨铮铮的热血青年，不畏枪林弹
雨、不畏艰难困苦，历经重重严峻
考验，坚定科学救国的信念，成为
国家杰出人才的故事，也有许多人

最终选择了追随真理、追随光明、
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道路。该剧
出品人、总制片人张丽颖说，该剧
将主打快节奏、强情节的创作风
格，契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达到主
旋律与年轻态的结合。

该剧由著名导演黄建新任艺术
总监，高翊波执导，周宇、张婵娟
等5人组成编剧团队。

七八月间似乎是书的节日。这
边厢西安举行的全国书博会锣鼓刚
歇，那边厢就传来上海书展人满为
患被迫限流。8月 21日，第 26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下简称图博
会） 又在顺义新国展开幕。

走在展馆，满眼皆是鲜红的
“70”字样，中国各大出版机构以精
品图书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其中以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最
为耀眼。

姑娘们穿着美丽的裙子，仿佛
参加 Party；孩子们则欢蹦乱跳，似
乎找到了释放天性的地方。看到故
宫出版，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文创，
没想到，围在故宫出版图书台前的
人远远超过看文创的。一个女孩
说：“可以买明年的日历书了！”无
庸置疑，故宫的文创的确带来了品
牌效应。

通过展示活动，可以看到出版
社的用心。如榫卯结构的实物展
示，让人分清中国建筑里的“斗”
与“拱”，也知道了北京科技出版
社，而“ 《黄帝内经》 里的经筋美
容术”活动，令中医古籍出版社的
形象变得鲜明。

通道左右的活动一个挨一个，
嘉宾们专注谈论，完全无视周围的
喧嚣。围绕新作《云中记》，阿来与
30 国汉学家进行了生动深刻的对
话。阿来谈到对灵魂的理解以及为

什么10年后才写汶川地震，因为经
过沉淀，他才能通过书写，来忘记
灾难的沉重。

来来往往的人潮中，金发碧眼
的外国人很自然地浏览、寻觅。本
届图博会，共有 85 个国家和地区
参展，国际展商比例超过 6 成，达
1600 多家，仅英国一个国家就有
88 个展台。在国际馆洽谈的人不
少，好在每一展台都有年轻的中国
学生充当翻译和接待，让哈佛、剑桥
等著名出版社不再高不可攀。塞尔
维亚展位的图书色泽鲜艳浓烈，记
者问接待的两位中国姑娘，他们带
来的是什么样的书，她们回答，主要
是和中国有关的图书，还有一些是
塞尔维亚的畅销书和经典图书。

与展示品寥寥的数字阅读展台
相比，那些有图书实物的地方似乎
更为近人。多抓鱼的二手书 10 块
一本，展区内人头济济。

本届图博会承办方中国图书进
出口总公司 （简称中图公司） 自身
也很活跃，不仅与联通携手合办
5G 新阅读展，与京东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在按需印刷图书资
源、数字资源零售领域达成长期稳
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携手培生
集团、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剑
桥大学出版社、泰勒与弗朗西斯集
团、圣智出版集团五家国际领先的
出版公司共同举办“中图公司与海
外出版社按需印刷合作发布授牌仪

式”，并承办了首届印刷出
版文化国际研讨会。研讨会
上，22 位嘉宾以“印刷出版
文化与人类文明进步”为主
题，围绕世界印刷出版史、
印刷出版文化遗存保护等多
个内容讲演，提出印刷出版
应主动拥抱时代变化，不断
推进绿色化、数字化、智能
化、融合化发展，让凝蓄在
印刷出版之上的文明因子闪
耀未来。

至 8 月 25 日图博会结
束，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
版权贸易协议5996项，其中
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
协议3840项，引进意向和协
议 2156 项，共举办 1186 场
文化活动，吸引专业观众
17.5万人次，总参观人数32
万人次，为国际出版界和广
大读者奉献了一场全球版权
贸易和全民阅读的盛宴。

应当怎样回顾新中国 70 年的图
书出版业？

可以从规模的发展壮大来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图书出版社不
到百家，书店不到 3000 家，如今出
版社已发展到581家，书店超过20万
家，此外还有被称为图书销售半壁江
山的网络销售。1950 年全国出版图
书只有12153种，2018年全国出版图
书已经突破 50 万种。至于图书出版
业的经济规模愈发无法比较。

也可以从经营结构的优化来回
顾。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没有一家
出版发行集团，更谈不上上市。70年
后的今天已经有了30多家出版发行集
团，16家上市的国有出版股份公司。

还可以通过对外交流的成就来
回顾。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只有极
少量的图书出口，极少参加国际书
展。而 2018 年出口图书全年达 6000
万美元，年度输出图书版权 1 万多种
到 89 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全世界
40 多个国际书展，几乎每个书展都
有中国的出版机构参展。中国图书
出版业已先后在法兰克福书展、巴黎
图书沙龙、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 18
个国际书展上举办中国主宾国活动。

还可以从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来
回顾。在图书出版走过了纸介质铅
印、胶印和数字印刷的历程之后，图书
数据库、电子书、有声书、AR/VR 图
书、多媒体电子书接踵而至，闻所未闻
的数字出版物现已与纸介质书籍成并

存态势，而智能出版还正在兴起。
然而，回顾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

程，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出版
的好书来回顾，因为出版业的主要使
命就是多出好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解放区带来
的一批文学作品《暴风骤雨》《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
香香》《漳河水》《白毛女》等出版发
行。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鲁迅、郭沫
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冰
心、叶圣陶等名家作品继续出版。

当读者正思量新中国将如何对待
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时候，1952年

《水浒传》出版了。很快，不仅是《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出版了，俄
国的普希金诗歌和高尔基、托尔斯泰
等人的小说也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
选》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也陆续出版了。

最激动人心的是一批令人感奋的
新书——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启动了
革命战争的文学书写，之后便有“保林
青山”和“三红一创”蔚为大观。前者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和《山乡巨变》
等四部长篇小说，后者是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红日》《红
岩》《红旗谱》和《创业史》，成为中国文
学出版史上的佳话。《毛主席诗词选》
的出版，《铁道游击队》《我们播种爱
情》《三家巷》《苦菜花》《上海的早晨》
等一批长篇小说和《将军三部曲》《雷
锋之歌》《复仇的火焰》等一批抒情长

诗的出版，让亿万读者闻书香而感奋。
建设年代的图书出版起步之初就

确定了“古今中外”的格局。古代文化
遗产整理研究的出版加快了步伐。4
部古典文学名著校注本出齐，一批古
典小说、诗词、散文、文论相继出版，

“二十四史”整理校注工作开始启动。
外国文学“三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
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
思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宣示了中
国图书出版业的现代品格——既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马克思主义
的，更是人类文明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里，商务
印书馆翻译出版了200余种世界各国
学术译著。与此同时，国家出版管理
部门还组织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十
二年（1956-1968年）规划总目录》，共
计划收书 1614 种。这一规划在 1978
年之后得到落实。1982年“汉译世界
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 50 册出版，引
得众多青年学子竞相争购。现在，这
一皇皇巨著已经达到700种的规模。

1978年5月，伴随改革开放，出版
机构重印 35 种中外文学名著。《外国
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
名著丛书》，加大了覆盖面。重印中外
文学名著，满足了广大读者“井喷式”
的阅读需求和人们思想解放的迫不及
待的需要。

改革开放40年来，许多图书的出
版成为标志性事件。《青春万岁》《冬天
里的春天》等长篇小说的出版标志着

开启思想解放的闸门；《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红高粱家族》等作品的出版
标志着文学更紧密地拥抱普通大众；

《尘埃落定》《东藏记》等作品的出版标
志着文学的多样性成为可能。曹文轩
获得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标志着
我国儿童文学的出版已达到可与国际
同行平等对话的水准。《不列颠百科全
书》全译本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
版，标志着我国百科事业已经赶上先
进发达国家的步伐。“走向未来丛书”和

“走向世界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丛书”等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国家的改
革开放和文化建设已经拥有更为广阔
的参照系。“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
出版标志着中国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
上都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外国版权图书的引进和出版同样
具有标志性。上世纪 80 年代《大趋
势》《第三次浪潮》等，上世纪 90 年代
大量外国经济学名著，20 世纪之初

《世界是平的》 等书籍的翻译出版，
标志着中国既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
势，且能自主选择道路前行。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经常
使得国际同行惊喜。《工程控制论》《青
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国大科学装
置》和“中国高铁技术系列教材”等书
籍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在若
干重要领域已居于领先地位。

书香飘过70年。《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书出版5年来，已经以22个语种、
25个版本、625万余册发行量覆盖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受欢迎程度
是中国图书7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这
一出版实例让我们意识到中国道路和
中国经验正受到世界更广泛的关注，
我们可以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奉献更多的中国好书。

（作者系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
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又一个暑期档即将结束。虽然前
期情势较为低迷，但后续则惊喜不断，

《扫毒2》《哪吒》《银河补习班》《烈火英
雄》《使徒行者2》等接连引发关注，证
明电影市场日益成熟，可以源源不断
提供优质作品。站在终点回首，我们
甚至可以发现，这个暑期档的电影类
型之丰富，已超过了以往的夏日影坛。

《扫毒 2》《银河补习班》《烈火英
雄》等数部票房成绩可喜的电影，都是
现实题材，它们的广受欢迎，印证着贴
近观众、和他们关系紧密的电影，会受
到最持续和长久的关注这条真理。不
少观众认为，《银河补习班》其实是最

符合暑期档要求、具有“雅正”范儿的
电影，而《烈火英雄》和《扫毒 2》由于
英雄的号召力和正能量偶像明星的吸
引力，也能很好地起到对青少年观众
的垂范和教育作用，这样的影片今后
在暑期档应该更多一些。

值得关注的是，《扫毒 2》《使徒行
者2》《沉默的证人》等暑期档大片，都
是港产片，《烈火英雄》也拥有香港导
演和香港制作团队，这显示出香港电
影和香港电影人的不断进步和崛起。

一些文艺片也在暑期档获得了良

好口碑，如女性题材电影《送我上青
云》颇受关注，还有经典影片《狮子王》

《千与千寻》《骡子》等满足了观众的个
性观影需求。

但喜剧片影迷在这个暑假不免感
到遗憾。往年暑期档都有大爆的喜剧
电影，今年只有《跳舞吧大象》和《鼠胆
英雄》两部喜剧片，票房都不尽如人
意。这也延续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喜剧
片匮乏和质量一般的颓势。

每年的暑期档因为有大量的年轻
观众，积蓄了汹涌的观影热情，不断寻
求着出口。希望今后有更多好电影吸
引年轻观众，燃烧我们对电影的爱。

本报电 （任睿明） 日前，《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丛书》多语种签约翻译启动仪
式在京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撰写的《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丛书》12卷、300多万字已于今
年 4月正式出版。

该丛书对中国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发展经
验作出权威的学术和理论诠释，围
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为世界提供
了一份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和中

国智慧。
举行该丛书的多语种签约翻

译启动仪式，是以学术著作形式向
世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报电 （李雨青） 日前，由北
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重点扶持，丝
路文化传播、新鼎明影视投资出
品，纪录中国理事会协调制作的电
影《共同命运》在北京首映。该片是
全球首部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电
影，一辆长途卡车沿着“古丝绸之路”
奔驰，在不同的风景和故事节点切换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物故事，
让观众了解“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
改变。

非洲女孩格瑞丝，坐上中国合
作修建的铁路，走出小山村；西班
牙七旬手工造纸匠人桑托斯，探访
造纸的故乡中国安徽；约旦的富家
女在第19次面试后，终于被一家中
国电商企业录用；中国新疆维吾尔
族篮球少年，刻苦训练，见到了偶
像姚明；货车司机吴英华，从广州
开到哈萨克斯坦，送的不仅是货物
还有希望。

该片导演团队来自多国，创作
跨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

行程30万公里。影片展示了世界各
地的壮阔风光，还通过普通人视
角，解读中国与世界的休戚与共，
命运相连。影片于 8 月 30 日在全国
院线上映。

本报电 （海瑞娟） 日前，累计
销量超 300 万册的 《故宫里的大怪
兽》在2019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推出罗马尼亚文版。《故宫里的大怪
兽》目前已出版12册，是国家新闻
出版署2018年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出版物之一。自出版以来，版权
输出至俄罗斯、韩国、泰国等10余

个国家和地区，罗马尼亚版是正式
出版的第一种外文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
国辉介绍，这套书讲述了故宫不为人
知的守护神兽的故事，蕴含丰富的中
华传统神话、传说，将带世界各地的
孩子重新认识中国的标志性建筑故
宫以及中华文化。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奉献更多的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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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开机拍摄

中国神兽走进罗马尼亚

首部“一带一路”电影《共同命运》8月30日全国上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
多语种签约翻译启动

类型丰富的暑期档
□苗 春

类型丰富的暑期档
□苗 春

气势宏阔 天骨开张
□薛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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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在俄罗斯展位前合影留念◎人物

纪录电影《共同命运》
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