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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主题出版之

一。“一带一路”文化产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明

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在沿线国家的落地和实践，而成为世界文明知

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始终秉承

“开启民智，昌明教育”的使命，抱持用思想推动

社会进步的出版理念，积极回应国家要求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着重打造“一带

一路”主题图书出版。目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一带一路”图书有数十种，品种丰富，内容多

样。记者采访了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请他

谈谈相关图书的出版情况。

□商务印书馆“一带一路”主

题图书出版品种很多，您能介绍下

有哪些方面的图书？这类选题策

划是如何布局的？有什么与众不

同的地方？

■“一带一路”是全新的国家战

略，策划这方面的选题商务印书馆

除了出版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历史的图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词典和工具书之外，着重开发

当代学者的文化研究成果，先后与

央视合作，把两档电视专题片落地

做成了《数说“一带一路”》和《一带

一路》图书；与“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合作，推出了赵磊主编的《“一带一

路 ”年 度 报 告 ：从 愿 景 到 行 动

（2016）》和《“一带一路”年度报告：

行者智见（2017）》；与国家发改委和

国家信息中心合作，推出了《“一带

一路”战略研究》和《“一带一路”大

数据报告（2016）》；还策划了王义桅

主编的《世界是通的——“一带一

路”的逻辑》、杨亦鸣主编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等。

此外，还有“丝瓷之路”系列丛书、

《汉语图解词典》和《汉语图解小词

典》各60个语种。

商务版“一带一路”图书，锁定

“一带一路”研究专家和机构，聚拢

了“一带一路”研究的核心成果，保

持了产品的高质量和高品位。其

中，《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

逻辑》被评选为“2016 中国好书”

“2016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您觉得相关选题内容还有什么可以拓展的

新领域或有待提高的地方？

■“一带一路”图书产品，可以向学术研究领

域拓展，着力探讨“一带一路”方略的理论依据和

推进方案，如《“一带一路”战略研究》，30 多位作

者，历时3年，重点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理

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是包

容性全球化，成为“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领军之

作，为改变“一带一路”学术研究和理论支撑落后

于建设实践现状开了个好头。

“一带一路”图书产品，还可以向海外传播拓

展。如商务的《汉语世界》英文版双月刊，特辟“探

路者”专栏，用外国人的视角，地道的英语，讲述

“一带一路”企业的故事，第 1 期聚焦三胞集团的

“养老业”，第2期聚焦皇家驿站的“生活家”，向海

外传递中国声音，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和支持。

□如何采取更加生动的形式提高读者阅读

“一带一路”相关图书的兴趣？

■当前，需要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介

绍“一带一路”的相关情况。如央视编著的《一带

一路》，记录了国内外60多个普通人物与“一带一

路”的故事，以小故事阐述大战略，用事实和事例

印证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

家的合唱”的宏大主题。又如央视编著的《数说

“一带一路”》，为央视“一带一路”的特别报道，节

目挖掘超过1亿GB的数据，分析发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40多亿百姓休戚相关的密切联系，让沉

默的数据说话，呈现出“一带一路”国家间前所未

见的图景，出版后受到读者的高度好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

与国家图书馆少儿馆主办、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协办的“原创图画书2016年度

排行榜”发布会在京隆重举行。《盘中

餐》《巴夭人的孩子》《我是老虎我怕谁》

《走出森林的小红帽》《雨伞树》《奇妙的

书》《豆丁要回家》《小青虫的梦》《明天

见》《远去的马蹄声》共 10 部优秀原创

图画书入选排行榜。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光巨，韬奋基金

会理事长聂震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原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原

主任海飞，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副主席张

明舟等领导和嘉宾到场出席，贺捷生、

彭懿等作为创作者代表领取了获奖证

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

江燕等为入榜作品颁发了小金狮纪念

杯。 （郑 杨）

“一带一路”主题图书再掀出版热潮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后的天下担当，同时也预示着“包容性全球化”才是世界大势所趋。

■郑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日至

15日在北京举行。此次高峰论坛是2017年我国重要

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近期，随着论坛准备工作的展开，与“一带一路”

相关的经济文化活动也相当丰富、活跃。3月8日，葛

洲坝签约巴基斯坦最大的达苏水电站项目；3 月 14

日，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上交所完成“一带一路”首

单熊猫债发行；3月16日，中国交建与沙特签署基础

设施领域的合作备忘录；3月21日，中国“一带一路”

官网网站正式上线；3月29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承办的“一带一路”国家主题图书巡回展在

泰国曼谷举行，精美的中国图书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

化表演引发了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浓厚兴趣。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

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

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

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

议；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

演讲时又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

通建设，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

符号，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该倡议提出的3年

多来，100多个国家和组织热情响应，4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纷纷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随着近期这些经济与文化活动的开展，尤其是“一

带一路”国家主题图书巡回展活动的开展，让“一带一

路”主题图书的出版与阅读也再度升温。据悉，曼谷书

展只是首站，其后书展还将在华沙、雅加达、沙迦和克

罗地亚4地举办活动，目的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民众充分展示中国优秀图书、展现中国文化。为此，

各出版机构2017 年第一季度都纷纷推出与“一带一

路”主题相关的好书、新书，期望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一带一路”主题图书新书、好书齐亮相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是中国学

界“一带一路”战略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者，他写作的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

一书入选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

部推荐第十一批学习书目并登上央视“2015年中国好

书”排行榜。在书中，王义桅从国际战略视角对“一带

一路”进行了专业解读并论述了“一带一路”给中国带

来的机遇，也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风险

与挑战。近期，王义桅又推出新著《世界是通的——

“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版），在

书中他指出，“世界是平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

的错觉。其实，贫富差距、民心不通，乃是各国所面临

的紧迫问题。全球化，单靠过去欧洲所开创的航线、美

国所确立的规则，早已无法承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后

的天下担当，同时也预示着“包容性全球化”才是世界

大势所趋。“一带一路”提倡的“五通”才是塑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根本，让全球化普惠而均衡，并落地生根，

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路径，也推动更多国家

脱贫致富，开创21世纪地区与国际合作新模式。

王义桅还认为，如果我们把古代丝绸之路称之为

全球化1.0时代，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称之为全球化

2.0时代，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则开创了公正、合理、

包容的全球化3.0时代。“一带一路”战略符合当代世界

文化融合发展的整体趋势，体现出深沉而强劲的文化

力量。其他近期出版的新书还有李学林主编的《“一带

一路”：中亚石油安全与共享》（石油工业出版社2017

年1月版）、李鸿阶主编的《福建经济新常态与“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朱坚真著《中华经济圈与全球经济协作》（海洋出版社

2017年3月版）、张祥建主编的《“一带一路”中国大战

略与全球新未来》（格致出版社2017年3月版）、胡正

塬著《“一带一路”战略》（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4月

版）、中国银监会国家部编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概

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3月版）、米华健著《牛津

通识读本：丝绸之路》（译林出版社2017年4月版）、廖

国一著《新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科学出版社2017年3

月版）等。这些图书分别从区域经济发展、自贸区建

设、基础设施、金融、历史文化等相关领域阐述了与一

带一路战略的关系、所能提供的服务以及未来发展路

径。都是学术功底比较扎实的研究之作。

“一带一路”主题图书期待实用性与可读性

其实，“一带一路”主题出版近些年一直是各出

版机构关注的重点。据记者观察，以社科图书出版

见长的出版社主要关注政策解读、学术前沿的选

题。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出版社的选题则侧重从历

史、文化的角度深入挖掘故事。虽然品种丰富，各

有所长，但有时也不免重复，选题策划有同质化现

象。未来“一带一路”主题图书的出版，各出版社的

选题策划应该在保证权威性、专业性的基础上，更

加追求实用性与可读性，力求给“走出去”的中国企

业提供更加准确、切实的帮助；给想要了解“一带一

路”战略的读者提供生动有趣、更有深度和内涵的

读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初推出的“一带一路双向

投资丛书”就是既权威又非常实用的图书。据该书责

编王颖介绍，这套丛书包括《中国双向投资政策指南》

《2015中国双向投资发展报告》《“一带一路”双向投资

研究与案例分析》《“一带一路”国外投资指南》（上）

《“一带一路”国外投资指南》（下）共5本。该丛书的作

者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年3月，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明确了各省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及对外合作重

点方向。发改委和商务部、外交部联合推动“一带一

路”战略的落地执行工作，他们掌握一手资料，有各省

市对外投资的一手数据，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能直接

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使馆沟通，组织素材，给国

内企业了解国外的投资环境提供帮助。因此机工社在

策划这套图书时觉得，选择发改委这样比较权威的机

构合作，能够保证图书的质量。王颖还介绍，这套书出

版后，企业读者反馈认为这套书比较实用。中国企业

出去投资，一定要了解对方。这套书能够帮助读者深

入到当地文化当中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政治、法

律、社会环境，更好地跟当地企业、政府沟通。

谈到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生动解读，英国著名

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彼得·弗

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

出版社2016年 10月版）是必须要提到的一本书。

该书从历史角度解读了中国为什么要打造“一带一

路”顶层战略，由于作者用突破以往“欧洲中心”的视

角，全景展现了2000 年来主宰人类文明的丝绸之路

的历史，叙述曲折生动、语言睿智流畅，刚一出版就

受到读者好评。 （下转第10版）

藏族是中国及南亚最古老的民族之

一。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人民，在青藏高

原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了独特、丰富的

民族文化资源。手工艺这些土生土长的民

间技法，是藏族劳动人民长期生活的积累

和智慧的结晶，构成了藏民族深厚的文化

底蕴，为藏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形成和

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民族之间沟通交流

的频繁，不少藏族民间手工艺已经失去了它赖以生存

的土壤。加上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手艺活苦累且收入

难以养家糊口，不愿学习传承技艺，老艺人的相继离

世，让一些技艺从此失传。传统民间手工艺面临后继

无人的尴尬以及日渐式微乃至消失灭亡的困境，无疑

是藏民族之痛，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殇。因此，记录、传

承、延续藏族手工艺文化，拯救传统工艺，便是我们编

辑《雪域精工——藏族手工艺全集》（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6年11月版）一书的目的。

该书主要立足于少数民族优秀民间文化的抢救

与传承，涵盖了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一类

几乎所有的类别，能够最充分展现藏族民间传统手工

艺全貌，是目前为止国内外首部最全面、最详实的藏

族手工艺百科类图书。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

了藏族手工艺文化的空白，推动了藏族传统

民间手工艺的发展，而且为读者揭开了藏族

手工艺的神秘面纱，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藏族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发展与传承的行列中来，

为后世子孙留下优秀、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

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到付印、与读者见

面，此书耗时两年有余，且每一个阶段都向我

们提出了挑战。内容的打磨是编辑的重点，但是将装

帧设计与内容结合，既能呼应主题，使之成为一个整

体，又能给书带来更深层的文化宣传效果也是重中之

重。该书在封面上，采用了简洁大方的中国红，整个

设计以藏族常用的红、金、黑三色为主，中国红的封面

烫印哑金的文字，压凹一朵祥云，简洁而不失高雅；书

脊充分汲取了藏族图案的审美内涵，黑底的书籍烫印

黑金文字，再装饰以藏族特有的彩色图案，华美而不

失文化底蕴。此套书共上下两册，装入函套内，函套

凹凸压印花纹，精致华美。全书通过30余万字、1800

多幅图片，将藏族手工艺的精华凝结成书，是作者15

年来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展示，也是藏族手工艺文化

的拯救与传承，该书的出版对藏学手工艺的研究有很

重要的贡献。

《雪域精工——藏族手工艺全集》

立足于少数民族优秀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传承
■汪青青 陈 玲

●重磅推荐

●

访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