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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为媒，为世界读懂中国、中
国通往世界打开一扇窗。

6月19日至23日，第30届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举办。550家国内展商和1050个
海外伙伴在此相遇，打造了一场热
闹非凡的文化盛宴。

创办于 1986 年的图博会，以
“把世界优秀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
图书走向世界”为宗旨，已发展成为
世界第二大书展，发挥着跨国界、跨
时空、跨文明的中外出版交流合作
平台作用。

本届图博会以“深化文明互鉴，
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
7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家展商参
展，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亮相。

在这里能看到文化之美——
精美的阿拉伯服饰、香甜的椰

枣、中东传统乐器乌德琴……本届

图博会主宾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展
台，丰富多彩的展示体验项目和特
色艺术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在海南展台，19家海南特色文
化企业现场展出黎锦、椰雕等 200
多件特色产品和《苏东坡时代》等
精品图书，向世界展示海南独特的
文化魅力和发展活力。

“岳麓书院”以艺术景窗形式亮
相，湖南展台劲吹“中国风”，展现
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这里能看到创新之美——
“太逼真了！感觉像进入了《三

体》世界！”在网络出版展区，戴上
VR 眼镜“身临其境”体验 5G 新阅
读产品的张先生兴奋地说。

图博会上，“寻境敦煌”“数字
长城”等文化与科技融合成果，为
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听觉、触觉相
结合的科技盛宴。

首次亮相的“图壤大世界”阅读
体验区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
通过VR、AR、MR等前沿技术，打
造沉浸式阅读空间，帮读者获得更
好的阅读体验。”中图云创图壤研
究院行业研究员王昭懿说，技术赋
能优质 IP 内容转化，带读者踏上

“从书中来，到未来去”的跨时空
之旅。

在这里能看到合作之美——
展会举办的“中国—亚美尼亚

互译出版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在
“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推动下，
《边城》《家》《呼兰河传》以及《亚美
尼亚史》《亚美尼亚短篇小说集》
《亚美尼亚童话集》等首批8部互译
经典著作。

项目承办单位辽宁出版集团副
总经理单英琪表示，这些图书充分
展示了中亚两国充满勃勃生机的

文明之美。
展会现场，一系列合作签约仪式

亮相：商务印书馆举办了中国—伊朗
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首批成果发
布会、与德国德古意特—博睿出版社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等，集中展现“走
出去”新成果。

北京展区，来自英国、意大利、土
耳其、印度、巴西等国的出版商“组
团”到访，目光在琳琅的图书间穿梭，
感受着来自中华大地的深厚文化底
蕴。一位外国客商拿起一部装帧精
美的中华传统文化类图书，用不太流
利的中文赞叹道：“这真是好书，我要
把它带回我的国家，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图博会奏响不同文明美美与
共的乐章。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美美与共”！22 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亮相图博会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王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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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 国 童 书 走 向 世 界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几百年前的一场洪水，整个古镇悄无声息地沉
入水下，逐渐淤积，直到2023年末的一次考古发
掘，一座古镇遗址重现人们眼前。

34座房址、8条道路、10座灶台、13条排水沟，
以及陶器、瓷器、木器、金属器等各类器物370件
……这是考古人员在新路遗址清理出的遗存。该
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西北距板闸遗址约
3公里。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胡兵介绍，
这是一座典型的明晚期街巷遗址，体现出运河沿线
日常烟火气与繁华的商业气息交织之美。例如，
F7房址内发现了三处灶台遗迹，推断可能是一家
饭店；YL2院落为“前店后宅”结构，沿街是店铺，其
他灶间、厢房、堂屋和中心庭院为店主私人生活区，
四面封闭；又如F20房址，直接在其店铺门口路面
建起一座灶，以便沿街叫卖。

贯通整个发掘区的一条宽约4米的道路，是该
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它与两侧的排水沟、辅路等共
同组成整个遗址区的主干道系统，所有房址均沿该
路南北两侧有序分布。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器物
初步判断，遗址中的主路可能为文献中记载的明
代万历时期的陈公新路。

“新路遗址的主体布局、街道走向、建筑底座清
晰可见，保存完整度相当高。最有意思的是，我们
往下继续挖，能够看到至少有三到五层文化堆积，
路面叠着路面，如同千层酥一般。”江苏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副院长陈刚说。

“千层酥”的比喻虽生动有趣，但也从一个侧
面揭示了这座运河畔古镇饱受水患之苦。新路遗
址首轮发掘负责人、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馆员祁小东说，新路遗址的特点是房屋、
道路保存得尤为完整，甚至篱笆墙也保留至今，但
屋内留下的器物数量却不多，推断不是突然被洪
水淹没，而是因反复遭受水害，逐步被废弃的。

据了解，在新路遗址重见天日前，淮安还发现了另两处运河沿岸保存完好、
规模较大的水下古城镇遗址。

其一是板闸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全国唯一一座木板衬底的水闸遗址。该遗
址揭露出明代闸体及附属设施，发现水闸、古河道、码头、堤坝、河堤等遗迹。据
考证，明朝为平缓水流、保障通航，在此设置运河水工设施板闸。因闸设钞关、因
钞关兴镇，板闸钞关、板闸镇由此而生，一度“居两淮之咽喉，贯淮扬之通衢”。

板闸东南侧的清代街巷遗址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的，多数房址墙壁倾
斜塌陷，淤土（沙）层明显为洪水泛滥后形成。出土器物丰富，有瓷器、陶器、金属
器、玉石器等2000余件，绝大部分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各类器物依功用堆叠
在各类房址中，部分器物被有意识地收拢在锅、盆、背篓等容器内。“比如一处杂
货铺，揭开后地上是成摞的商品。由此推测，洪水来得突然，老百姓离开很仓
促。”胡兵说。

其二是泗州城遗址，位于淮安市盱眙县。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因火山喷发而
被掩埋，泗州城是国内唯一一座整体格局淹没于水下的州城城址。

泗州城建于北周，隋朝时毁于战乱、唐代重新兴建，唐代至明代为漕运中心，
商船货船往来不断，曾繁荣一时，有“水陆都会”之称。随着“黄河夺淮”“蓄清刷
黄”，泗州城频繁遭受水害。康熙十九年，繁盛了近千年的泗州城在一场持续数
十日的暴雨中被彻底淹没。

“与一瞬间被火山岩浆吞没的庞贝古城相比，泗州城被水灾吞没，并被泥沙
掩埋，免受风化和人为破坏，在某些方面，其完整程度不亚于庞贝古城。”陈刚说。

淮安为何会有三处水下古城镇？
“新路、板闸、泗州城遗址是淮安经常性发生水患的‘历史剪影’。”中国水利

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员、淮安市政协特聘文史专家戴甫青说，淮安地
处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因运河而兴。黄河夺淮600多年间，这里又成为黄、
淮、运三河交汇处，黄河带来大量泥沙，河网、水系常被淤塞。

为保漕运通畅，解盘坝之苦、避风涛之险，明清时期在淮安运河沿线修建了
堤、闸、坝等众多水利设施，后来更是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两大衙署设在淮安，
分管漕运、治水。尽管如此，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上游淮河洪水与黄梅天等因
素叠加影响，仍导致淮安水患高发。

昔日运河边繁华的古城镇在历史的烟云中沉入水底，又掩埋于泥沙之下。
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沿线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古城镇陆续重见天日，为我们
还原古代运河沿线百姓生活提供了想象空间，让大运河的历史更加鲜活生动。

（新华社南京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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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6月 25日电（记者
许晓青）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
市广播电视局 25 日发布促进微短
剧产业发展系列新举措，旨在推动
微短剧全产业链加速发展，力争在3
年内推出 300 部以上精品微短剧，
培育壮大10家行业龙头企业，推动
实现年度微短剧产业规模达到150
亿元。

首届上海微短剧大会25日在第
29届上海电视节主会场举办。当天
发布的系列新举措是一套“政策+服
务”组合拳，从培育市场主体、加速
产业集聚、精品内容引领、鼓励布局
海外、优化审批流程等方面共出台9
条措施，并配套推出4项扶持计划，
专注于内容生产、作品“出海”、人才
培养、保障实施。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
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罗毅介绍，最新
出台的上海微短剧产业政策在立足
上海城市定位和资源禀赋基础上，
重点突出精品内容的引领性、产业
园区的集聚度、中小企业的扶持力
度、区级政务服务的功能性，力争在
3年内实现空间集聚、主体丰富、创
作活跃、科技赋能、服务精准、健康

有序的产业生态。
据悉，为支持上海微短剧产业高

质量发展，上海每年将统筹设立5000
万元的上海网络微短剧产业引导经
费，实现对微短剧全产业链的扶持与
奖励。

由上海市相关行业协会共同发起
的上海微短剧产业发展联盟也于 25
日成立。

上海发布促进微短剧产业发展政策“组合拳”

“无名无款，只此一
卷 ；青 绿 千 载 ，山 河 无
垠。”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近日在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市中心的阿塔图尔
克文化中心精彩上演。

图为演员在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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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福州三坊七巷南后街，古朴
清幽的青石板路、错落有致的古厝、
飞檐翘角的马鞍墙、榕树繁茂枝叶妆
成的“心”、头顶簪花的青春面孔……
如今的三坊七巷，古韵与新潮交融，
在岁月沉淀的古朴雅致之外，更添了
几分“年轻态”的新活力。

“保护修复遵循‘修旧如旧，保持
总体坊巷格局、风格、风貌不变’的原
则。活化利用则要拥抱年轻人，重点
培育新业态、新文化。”福州名城保护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羽说。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现有
200余座古厝，其中各级文保单位29
处。街区以古厝为核心元素，紧跟

“文化+国潮+旅游”新趋势，国潮快
闪店、沉浸式戏剧、街头艺人演绎等
文旅新业态接踵而至，受到越来越多
年轻游客的青睐。

三坊七巷、上下杭、烟台山……
在福州古厝集中连片分布的历史文
化街区，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

“火起来”，活化利用理念的更新，引
领城市文脉历久弥新。

“福州古厝中现有各级文物、历
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6000余处，近
两年开展的新一轮古厝登记普查中，
又遴选出7000余处价值较高的老建
筑，这1.3万余处古厝就是福州古厝
的精华。”福州市名城委保护修复处
处长黄峰说。

闽江北岸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走过三通桥，再沿三捷河畔缓步，不
远处飘来淡淡的咖啡香气，一栋精致
的二层青砖小楼映入眼帘，“网红打
卡地”鹿森书店就坐落于此。

简约而不失优雅的木质书架上，
既能看到西方古典书籍，也摆放着福
州当地文化绘本，轻柔舒缓的纯音乐
和暖黄色的光线，营造出文艺而温馨

的氛围，点一杯咖啡或一份甜点，翻开
精致的书本，静静“雕刻时光”，成为不
少年轻游客的“心头好”。

正如鹿森书店所打造的集图书、文
创、餐饮等于一体的复合型体验空间，
上下杭的街头巷尾，历史建筑与现代商
圈有机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
特色。

与上下杭隔江相望的烟台山历史
风貌区，山地街巷纵横交错、园林古厝
中西合璧、人文气质多元包容，已成为
福州商业和文化的新地标。

“片区内共有文保建筑、历史建筑
及传统风貌建筑191处，汇集了福州开
埠后的17国领事馆以及众多洋行、教
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烟台山管委
会副主任李晋说，“在活化利用中锚定
年轻客群，我们引入成熟的商业模式，
为浓厚历史感的街区注入现代感。”

烟台山上的木构老建筑盐仓遗址
现已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在街区改造
之前，盐仓遗址位于巷道末端，因偏僻
而通达性不佳。

“在业态规划时，我们以盐仓遗址
为中心，引入茶室、水吧、餐厅，希望能
把这里打造成消费者愿意停留的小聚
落。”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市场推广合
伙人周婧雯说，“有的主理人主动开放
店铺空间，利用高差将绿化池改造成茶
座，我们再把街头艺人演出、文化展览
等活动导入，这个半围合的小院现在已
经变成别致一景。”

以老建筑为优质载体，在活化利用
中兼顾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
与商业之间的平衡，烟台山以开放的心
态、年轻的业态、潮流的调性，成为外地
游客优选目的地。“‘新鲜’永不过时，我
们把‘年轻’赋予古厝，期待能续写烟台
山百年风华。”周婧雯说。

（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

福 州 古 厝 传 新 韵
新华社记者 王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