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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艺术的现代诠释

在传统艺术领域，一些书籍通过对敦煌壁画、传统制瓷

等艺术品的深入研究，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例

如，《永远的敦煌:常书鸿、常沙娜敦煌艺术珍藏集》《中国景德

镇传统制瓷技艺：七十二道工序》等书籍，不仅展示了艺术品

的物质形态，更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

摄影艺术的全景导览

摄影艺术作为记录时代变迁的重要手段，在2024年

上半年受到了广泛关注。《凝望：我的摄影人生》是叶锦添

在电影拍摄间隙记录的真实瞬间与回忆性文字，勾连出

他的艺术寻真之路；《中国摄影艺术中“身体”的视觉语

言》则是研究了《大众摄影》杂志复刊40年来与身体密切

相关的摄影图像。他们以其丰富的图片资料和详尽的历

史解读，为读者呈现了摄影艺术的发展。

艺术通识教育的普及与推广

艺术教育类书籍在2024年上半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跟着音乐大师去旅行》带领大家到访多个世界音乐名

城，了解音乐大师的故事；《艺术会让我们更爱这个世界

吗》收录5位大家熟知的艺术家，作者以图文形式串联出

艺术家们精彩的故事。这些书以其简洁明了的形式，使

艺术的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艺术家的个案研究

艺术家个案研究在2024年上半年的艺术类书籍中占

据了重要位置。《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配合南京

博物馆的苏轼书画展览，展示苏轼博大精深的艺术精神

世界，《细读黄庭坚书法》系统解读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

庭坚的书艺，通过对艺术家个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艺术

创作背后的社会影响。

2024年上半年的艺术类书籍出版呈现以下趋势：艺

术类书籍的读者群体更加广泛，从专业学者到普通大众，

都有相应的书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艺术类书籍在内

容和形式上都更加注重创新和多样性，以适应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

为了了解出版社上半年反响比较好的艺术类书籍和

下半年的艺术类出版计划，我们采访了三家出版社的社

长、总编辑了解他们社的情况。

邱孟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我们现在发现走专业品牌特色路线，用出版链接活动、展览、讲座，提

供系统化服务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像我们上半年的艺术设计类图书《西文字体设计》，首度出版上市就实

现了在一个月内加印两次。这对一本非常专业的小众设计图书来说是非常难

得的，说明用户群体找对了之后，市场的转化率还是比较好的。

还有我们一直在做的中国书画“名家讲稿”系列，新近拓展了中国早期

油画大师板块，用刘海粟、颜文樑、陈抱一等教育家艺术论稿的系列主题聚

焦，梳理近现代中国西画美术发展的文脉，配合目前全国方兴未艾的系列文

献展览、艺术讲座，这些书也能够比较长久地在社会上引发关注。包括我们

的“光刻社（城市视觉影像）”旗下的系列图书，也都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成

效，《错综的视线》《失焦记》等，将成为该板块下半年的重点产品。

继我们近几年对传统主题出版的持续深耕，下半年我们将重点推出

根据茅奖获奖小说《千里江山图》改编新绘的同名长篇连环画，“强国图

志”系列继《大地芳菲：宣传画里的新中国女性形象》后，将主题继续聚焦

于老百姓的日常记录。

身处上海这一“世界设计之都”，我们出版的设计图书离不开时尚主

题，但会从更专业的视角深度引领读者解读什么是“设计中的品牌文

化”。像下半年出版的《Marimakko:芬兰国宝设计的印花艺术》《嘉柏丽尔∙
香奈儿：时尚宣言》，这些关于女性设计大师的出版物不仅传递时尚，更是

关乎女性赋能的价值解读。

管慧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上半年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金文全集》(8卷本），这套图书由全国知名

古文字专家曹锦炎教授主编，收录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3000多件金文拓

片，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一套金文图书。出版后，收到了广大书法爱好者

的欢迎。上半年我们还出版了《陆抑非全集》《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湖山

学丛》《回到铅笔》等，市场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有些书半年就重印了。

下半年我们将推出“中国画笔墨研究书系”《中国园林版画菁华》《敦

煌彩塑技艺》等一批反映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图书，此外还将延续出版世

界知名当代艺术家大卫·霍克尼的新作《大卫·霍克尼眼中的世界》《热爱

生活：大卫·霍克尼作品集（增订版）》等图书。

钱之江（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我们社上半年反响比较不错的书有4种：《藏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

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20世纪早期从敦煌获得的绘画珍宝中的

艺术精品集，获大英博物馆正式授权首次出版；《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

类》以宋画中的鸟类为中心，对宋画的真正实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研究；

《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以北魏墓葬材料为主体，考察图像与

装饰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交互作用，尝试建立具有装饰史观的墓葬图像论；

《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从始凿年代、保护级别、窟龛数量等方面对石窟

造像进行立体式呈现，相当于为浙江全省的石窟造像打造了一份详细、精

确的身份档案。

下半年我们即将出版的有由孟嗣徽主编“海外藏中国古代壁画精品”

第一种《广胜寺壁画》；围绕“汉代神兽”主题的文集《驰骋三界：汉代神兽

的图像世界》，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汉代神兽意象在汉代社会的形象表现

（例如画像石、壁画、雕塑等），以及它们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汉朝世界观，乃

至反映整个汉代的社会意识。

另外下半年我们的艺术类图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吴越国文化的呈

现，今年年底会率先推出一部以编年形式串联吴越国文物、体现吴越国文

化艺术成就的图书《吴越国文物编年》（暂定名）。之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一

部《吴越国塔幢研究》，反响不错，这两年还会陆续推出一系列吴越国文化

相关的图书，涵盖石窟、金石、造像等各个方面。

艺术可以承载人类的情感与思想，跨越时间和空间，找到心灵相通的

知己。2024年上半年，艺术类新书市场呈现多样化和深度化的特点，涵盖

了艺术史、摄影、绘画等多个领域。

今年上半年，艺术类书籍市场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传统艺术的

深入研究到现代艺术的创新探索，从艺术史的宏观叙述到艺术家个案的微

观剖析，各类书籍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内容，满足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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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主题出版叫好又叫座
2024年上半年主题出版类图书不仅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并且着眼当下寻求发展之道，进而展望未来。呈现

主题出版内容丰富，多点开花的特点，2024年上半年主题出版类图书叫好又叫座。

“新质生产力”主题出版好书频现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

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词

汇。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

为新发展阶段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集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国

家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4 年上半年主题出版紧贴“新质生产

力”核心内容，围绕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

“新”与“质”，把握其理论内涵与实践外延；新

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有

哪些关联等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问题，

2024年上半年“新质生产力”主题出版书目从

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不同方位进行解答。

2024年上半年“新质生产力”主题出版图书不

仅数量猛增，并且图书质量俱佳，“新质生产

力”主题出版好书频现。例如1月份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质生产力》，该书研

究国际上典型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和日

本）和国内主要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

成都、合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案例, 总

结其先进经验, 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

律。2月份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新动能》，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

大前沿理论展开研究，分为“新动能”“新模

式”“新产业”“新科技”四大部分。中信出版

社于3月出版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

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定

义与内涵，对数字经济、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

等热点领域进行研判。《经济前沿课：新质生

产力》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在4月出版，该书是

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项目批

准号：23AZD083）的研究成果，分析如何塑造

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5月份工

人出版社出版的《 和工会干部谈谈新质生产

力》，论述了工人阶级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的主力军作用，分析新质生产力在提高劳

动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

铸魂育人，党史图书引领精神之光

关于“党史”类图书以及以各种“xx精神”

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出版图书，不仅是历史的

记录者，也是时代的引领者，它们能够深刻地

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

方向。

2024年上半年“党史”类主题出版图书通

过系统地整理和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党的发展历程、重大事件

及历史人物的贡献等。这不仅帮助公众建立

正确的历史观，也为研究政治史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来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党史的学

习，可以激发人们对党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

事业的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

感。例如，江西教育出版社于1月出版了《调

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功秘诀》，将调查研

究与党的百年历程结合，以60余万言的篇幅，

描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新时代100余年

间调查研究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于3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学习

史》，重点考察全党集中学习活动，揭示党的

学习内容与途径。“延安时期图志”丛书由西

安出版社在6月出版，该丛书以图说形式记录

党中央“延安十三年”时期的主要成就和历史

贡献，从时间和事件上理清历史脉络，分《军

事卷》《政治卷》《新闻出版卷》3卷5册。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5月出版的《“两个结合”基本

问题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阐释了“两个结合”蕴含的中

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

明了“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新境界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以“xx 精神”为核心的主题出版图书，比

如“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这些精神财

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2024 年上半年

“xx精神”类主题出版图书不仅回顾了过去的

英雄事迹，更重要的是提炼出了其中的精神

内涵，指导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扬光大

这种精神，以精神之史铸精神之魂。例如，湖

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于1月出版的《太行

记忆——红旗渠精神口述史》，是国内首部关

于红旗渠精神的口述史，还原了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美

好家园的奋斗场景，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陕

西人民出版社3月出版的《永远的延安精神》，

既讲历史，又讲理论，通俗易懂地从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探索延安精神之

源、诠释延安精神之魂。

少儿类主题出版再添新力

2024年上半年少儿类主题出版图书数量

与质量实现双增长。在当前社会，对于孩子

们来说，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是非常

重要的。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2024 年上半年少儿类主题出版图

书显得尤为重要，该类图书从多角度播种历

史智慧，育未来栋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培养他们的爱国情

怀，增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

2024 年上半年少儿类主题出版再添新

力。例如，长江文艺出版社2月出版的《芦哨

声声》，是军旅作家王棵写给孩子有关抗日战

争题材的成长小说。小说中，水乡人家的日

常生活图景徐徐展开，看似平静的生活下涌

动着战争的暗流。小说谱写出一曲江南平原

上军民共同抗战的赞歌，引导当代儿童铭记

珍贵的艰辛岁月。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月出

版《红色基因代代传 经典儿童绘本》，共计 4

册绘本，分别描绘了“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

神”“大别山精神”“二七精神”。红旗渠精神

讲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

献。河南文艺出版社于 5 月出版的《三千儿

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是一部完整讲述红

二十五军长征故事的青少年通俗读物，全景

式再现了这支队伍历尽艰险转战近万里的雄

奇历史。以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时间、地域转

换为主线，聚焦行军路上一场场惊心动魄的

战斗，淋漓尽致地展现三千儿郎在血雨腥风

年代的无畏牺牲与青春热血。

2024上半年文学图书一窥：云落处，皆是吾乡

70后作家创作日渐丰硕

上半年原创文学方面，在经历了上一个

茅盾文学奖周期众多长篇小说佳作的“井

喷”之后，似乎略微有一些数量上的回落。

在已出版的图书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

是张楚的《云落》。张楚过往创作过众多优

秀的中短篇佳作，但从未创作过长篇。这样

一位重要的 70 后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自

然是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反复修改，一出版

就广受好评，登上了包括本报在内的众多图

书榜单。

小说设置的地点是名为云落的县城。张

楚在县城住了40年，对县城生态可谓十分熟

悉。超过40万字的篇幅，容纳了县城背景下的

众生态。就如同腰封所说，这部书是“一幅中

国县城的清明上河图”。在图书出版之后的众

多宣传中，“县城书写”自然也被列为一个醒目

的标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城乡变革中，

县城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点，成为了解

认识中国当下现实的一个窗口。张楚以其擅

长的细腻观察和文字，书写的又何尝不是城镇

化大背景中的芸芸众生？

另一位70后重要作家李修文，也带来了暌

违多年的长篇新作《猛虎下山》。这部颇具寓

言色彩的小说，让人不禁联想起改制大潮中的

众多工业省份曾经发生的现实。有形的猛虎

固然可怕，无形的“虎”才是关乎人们生存的梦

魇和要义。古典志怪小说中“人化虎”，给了作

家启发，卑微懦弱的主人公，最后竟然“变成”

人们口中的猛虎，整部作品也充满了戏剧性。

同为70年代生人的作家韩松落，上半年出

版了小说集《晚春情话》，6篇小说形色各异。

在传统媒体盛行的时期，韩松落曾经开设了众

多专栏。在2016年前后纸媒断崖下滑之后，厚

积薄发的韩松落，又将重点转向纯文学写作，

并且不断有新作问世。

作家盛可以《建筑伦理学》，由5个中短篇

小说构成，主打中篇小说《建筑伦理学》以女主

人公万紫回乡盖房子为线索，刺探乡村世情伦

理，揭示个体隐秘的情感与内心世界。东君的

《无雨烧茶》，通过10个隐没于烟火日常的故

事，一座南方老城的前世今生。

以上介绍几位70后作家，并非说其他年龄

的作家们没有重磅新作。事实上众多成名已

久的前辈作家们创作力仍然十分旺盛，80后以

及更年轻的90后作家，也开始有厚重之作推

出。尽管以代际划分作家已经越来越困难，但

在那个时间段出生成长的作家们，正在逐渐产

出重要的作品，并越来越多斩获包括茅盾文学

奖在内的最高文学奖，这也是上半年文学图书

的一个印象。

名家新作不断
创作力旺盛更胜年轻人

在名家新作方面，上半年还是有很多重

量级新书的。格非的《登春台》通过4个人的

故事，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和人性进行观

察和探讨。麦家在《人生海海》5年之后，推出

了新作《人间信》，重返故乡和童年。刘庆邦

的《花灯调》是一部脱贫攻坚主题的长篇小

说，作品同时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老藤的《草木

志》围绕由古驿站演变而来的村庄——墟里

村的振兴发展，讲述了驻村干部“我”、村主任

邵震天等人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终于让该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炜《去

老万玉家》，是他“写给一代青年的记忆之

书”，也是他“面对时代洪流的倔犟心语”。《如

风似璧》作为张欣的首部民国题材小说，是她

创作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和突破，写出了

一个活色生香的广州味道。作家鬼子的《买

话》以返乡人刘耳的故事，讲述离乡人重新融

入故乡之难。王朔系列新作的收官之作《起

初·鱼甜》，也于上半年推出。不过从上市后

的反响看，没有第一部刚出的时候关注度高。

万玛才旦的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也

在最近出版，在文学和影视结合日趋紧密的当

下，这样一位可以跨越连接两个领域的艺术

家，即便已经离世1年，还是让人十分惋惜。周

大新《站在人生长河的下游》收录了自言“已步

入人生长河下游”的周大新近年来创作的散文

随笔近70篇。《东北故事集》收录作家迟子建近

年创作的3篇中短篇小说，钩沉东北历史，展现

人的命运。

80后作家写80万字巨著
创作日趋成熟

80 后作家逐渐步入或接近 40 岁，创作

视野上也更加开阔。作家马金莲《亲爱的人

们》近期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全书分为

上下两部，共 80 多万字。作品以西海固地

区农民家庭马一山家 3 个子女祖祖、舍娃、

碎女的奋斗故事为核心，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写到 21 世纪的当下，既有个人和家庭的

命运史，又有整体易地扶贫搬迁的村庄乡镇

变迁史，还有改革开放后尤其新时代以来的

国家发展变化史。

作家陈崇正上半年相继出版了2本新书。

作家出版社出的《香蕉林密室》讲述了一个家

族在碧河镇的香蕉林中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密

室。这个密室隐藏着家族世代的秘密和历史，

以及一个关于陈家祖先的传说。花城出版社

出的《归潮》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新

南方文学世界，从文化上重新辨识岭南文化的

特质。

魏思孝新作《土广寸木》聚焦乡村，书名即

为“村庄”二字的拆解。作品如一部当代乡村

的文字纪录片，充满切近的细微观察及深刻而

具体的关怀。

非虚构作品紧贴现实

非虚构、纪实作品，因其与现实紧密相连，

往往一经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上半年这方

面的作品也有不少。

学者、评论家刘大先的《去北川》以羌族

悠久历史流续为经，以北川的农耕发展、人文

构建、百姓命运为纬，书写了从老北川到新北

川历史性的壮丽转变。作者结合自己的挂职

经历，还融入了人类学、民族学的思考。南京

师范大学何平教授认为，“北川”应该是当代

国民记忆的重要部分，也应该得到文学持续

关注。《去北川》是纪实文学的有益开拓和积

极的探索。

调查记者出身的作家袁凌，今年推出了

《我的皮村兄妹》。该书是对皮村文学小组成

员们人生故事的全景式记录，也是对当代劳动

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全面展现。

胡安焉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我比世界晚

熟》，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等作品出版后

也有很好的反响。单读、铸刻文化策划的《边

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可能的世界》延续

了该系列对于世界的思考和探索。学者黄灯

在《我的二本学生》推出的《去家访》则再次聚

焦教育问题，保持了很高的热度和讨论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佳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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