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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书展开幕，人潮汹

涌，书香满城。南京西路上，与上

海书展主展区一路之隔的上海商

城一楼展览广场上有一爿亮眼的

新天地——“国际艺术图书专题

展示区”。

展示区面积大约    平方

米，着实不算大，但稍稍一逛，便

惊喜连连。从大众耳熟能详的

达 · 芬奇、伦勃朗、卡拉瓦乔、克林

姆特、达利、里希特等艺术大师的

精装本作品集，到将小众艺术带

入大众视野为出版主旨的塔森出

版社（       ）“基础艺术”系列，

再到超百种难得一见的海外博物

馆、美术馆精美馆藏图录等，不夸

张地说，展示区里的     种与

“美”有关的书籍，对于艺术爱好

者而言，是一场饕餮盛宴。

更有意思的是，现场除了图

书展区，还有文创展区，集中呈现

  多款国潮风文创产品。取材

自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纸本彩绘

《三山五园外三营地理图》的纸雕

灯、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画家王希

孟《千里江山图》卷衍生而来的文

具套装、设计灵感源自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藏唐代“月宫铜镜”……

与毗邻展柜的进口艺术图书形成

了有趣的“对话”，“国际范”与“国

潮风”在这里交流互鉴，交相辉

映。

其实，这一方小小天地，既是上海书展首次

将进口艺术图书大规模集中展示，也是    上

海书展“       ”创新办展模式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年  月，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先行先试优势以及优质的国际文物艺术行业资

源网络，首届国际艺术书展实现了一次“艺术”

跨界“出版”的创新实验，成功搭建海外艺术类

出版社与国内文博机构、艺术类出版社交流沟

通的平台，助推上海打造辐射亚太的“枢纽书

架”。首届国际艺术书展不仅汇聚了来自  个

国家、  个城市的   家境内外参展商，展示了

   个出版品牌的几千册艺术图书与展览图

录，更联合展商发布了“博物馆国际传播计划”，

旨在推动博物馆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与交流，为

艺术图书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新机遇。据了解，

继这个 8 月的“国际艺术图书专题展示区”后，

第二届上海国际艺术书展也即将于   月拉开

帷幕。此次书展将从自贸区腾挪到上海中心大

厦举办，力求打造成具有艺术性、专业性、国际

性的艺术出版行业风向标。 孙佳音

上海书展首日重磅活动，出版业专家学者共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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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技术正加速更迭，出版正日新月异。在交流互鉴中，我们要如何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积极借
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要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文化润物无声？昨天下午，作为2024上海书展开
幕首日重磅活动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式现代化——2024上海书展主题出版研讨会”在上海展览中心
友谊会堂三楼举行，专家学者共话中国出版讲好中国故事，演绎中国精彩的新成果、新思路、新目标。

新时代 新成果
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在党和国家的

倡导、支持下，日益重视文明交流互鉴的学理研究、

知识普及和出版实践，持续推出全新的成果并深度

参与中外学术、出版交流对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

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在演讲中回

顾了敦煌文献流散的“伤心史”，40年“满世界寻找

敦煌”的学术史，与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

机构深入合作打造敦煌文献传世精品的出版史，“敦

煌文献和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敦煌藏

经洞宝藏中还有许多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文

明，敦煌文献高清图录的出版，必将推进我们对中国

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研

究，加深中外文明的理解和互鉴。”

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欣欣然预告了商务印

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00种首发式今天下午

3：45在中心活动区举行。“我们很骄傲，‘彩虹墙’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按颜色分类）自1982年出版

第一辑50种以来，经过40多年奋斗已经出版22辑

1000种，是无数读书人的向往。并且这1000

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中国现代学术体

系、学科体系的自立自强提供了强有力

的学术支撑，也为外来文化本土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

优质的文化基础。”

新时代 新技术
讨论热烈，上海辞书出版

社社长秦志华没来得及发言，

他向研讨会提交了书面交流材

料。打开文档，无论是上海辞书出

版社通过打造“聚典数据开放平

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文

化知识传播效能的生动实践，还是通过

《辞海》网络版的开发和迭代升级，并以此

为基础全力推进实施《辞海》外译计划，从而立

足文化主体性，发挥出版主动性，推动构建中国

特色知识体系的美好愿景都叫人欣喜、振奋。

新时代，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技术为出

版业究竟带来更多机遇还是挑战？中国出版协会理

事长邬书林在题为《积极用好AI，充分发挥出版在

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基础性作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

业界应积极拥抱AI技术，促进出版在文明交流互鉴

中的基础性作用。邬书林指出，尽管过去30年间出

版业面临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但其核心价值传播

知识与文化的作用未减反增。他以励讯集团为例，

阐述了出版业如何通过AI和数字化转型实现增长，

并提出出版业应利用AI提供知识解决方案，重构学

术出版社区，改进工具和评价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

和国际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要过度迷信AI，须结

合人工智能与人的智慧，才能共同推动出版业的创

新与发展。”

新时代 新目标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敦和讲席教授刘东指

出，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性受挫，国际学界的

时髦话题已经转向“后全球”（postglobal）了，无论是

否愿意采纳“后全球”这个概念，它都应当有助于我

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

点。“在过去的一段

时间，正因为抓住

了全球化的正侧

面，才使得中国国

力迅速腾飞，在今

后的一段时间，能

否规避全球化的负

侧面，能否创

造出‘中国

文化的现

代形态’，对

于这个星球的

未来将是至关重

要的。”

面对艰巨使命，

出版人时不我待。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在题

为《阐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让主题出版走向世界》的主

旨演讲中强调，出版是文明的延

续和共享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对人类的贡献需要与此相匹配的出

版业。“中国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通过

出版业全面阐发，让中国的思想、理论、方案

与世界共享。处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

中，中国学术界、出版界有责任回答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提供新的价

值和方向。”他说，出版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

可通过共同努力，把握时代机遇，推动

中国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为世界提

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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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00种

■《辞海》网络版

■“国际艺术图书专题展示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