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书发布

32024年9月20日 星期五 第2968期

本版编辑：张馨宇
E-mail：912929228@qq.com

排版：姚志英综合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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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第6版）
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5版）
新华字典 （第12版 双色本）
666件可写的事 创意无限的写作游戏书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10版）
历史 基础模块 中国历史
开心辞书 学生实用英汉双解大词典
华夏万卷 初中英语同步字帖 （7年级上）
新华字典 （第12版 单色本）

版别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台海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高等教育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16年9月
2024年5月
2016年7月
2020年7月
2022年4月
2023年4月
2023年8月
2020年4月
2019年4月
2020年6月

定价（元）
109.00
45.90
118.00
32.90
49.80
198.00
19.98
58.00
24.00
26.90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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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书名
等一切风平浪静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
一句顶一万句
西游记 （全2册）
我的阿勒泰
我与地坛 （纪念版）
红星照耀中国 （青少版）
额尔古纳河右岸 （平装）
边水往事

版别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6月
2017年6月
2018年4月
2022年7月
2017年7月
2021年8月
2011年1月
2017年6月
2019年6月
2024年5月

定价（元）
52.00
22.80
22.00
68.00
65.80
45.00
29.00
33.00
32.00
59.80

2024年9月上半月文化教育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2024年9月上半月文学艺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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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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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和大人一起读
少年游学 人一生要去的100个地方
少年游学 跟着诗词去旅行
夏洛的网
猜猜我有多爱你
金波四季童话 （注音美绘版 套装4册）
稻草人
习近平讲故事 （少年版）
安徒生童话
小巴掌童话 （彩图注音版）

版别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8月
2024年2月
2024年1月
2014年8月
2013年7月
2018年2月
2019年3月
2023年1月
2019年3月
2021年8月

定价（元）
39.80
34.00
34.00
37.00
43.80
100.00
25.00
28.00
25.00
19.80

2024年9月上半月少儿读物销售排行榜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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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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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昆虫记
神秘的答案之书
崔玉涛育儿百科
漫画讲透黄帝内经
神奇的答案之书 （平装）
协和专家孕产大百科
海蒂怀孕大百科
空腹的神奇自愈力
经典中医启蒙
儿童健康讲记 一个中医眼中的儿童健康·心理与教育

版别
人民教育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医古籍出版社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年8月
2019年5月
2019年1月
2024年2月
2020年9月
2016年8月
2019年4月
2024年4月
2018年1月
2016年1月

定价（元）
34.80
38.00
178.00
58.00
35.00
49.80
68.00
55.00
68.00
48.00

2024年9月上半月科技生活类图书销售排行榜

为了及时反映市场行情，为出版社、书店营销、选品提供参考，为读者阅读、购书提供指南，本

报每半月刊出一次图书销售排行榜，以服务业界与读者。半月图书销售排行基于“国家出版发行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销售数据和商报·奥示“中国出版业市场监测系统”线下ERP数据、线上监

测数据，由全品类总榜和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少儿读物、科技生活5个分类榜组成，均

按销量降序排列。（报载各榜TOP10；各榜TOP20见商报官微、官网）

（上接第1版）

2024年中国（福建）图书展销会在马来西亚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以及中马建交50

周年，以“马中50文化搭桥，携手未来”为

主题的文化活动——中国（福建）图书展

销会9月13日在马来西亚古晋举行。

活动现场，马来西亚沙捞越副总理沈

桂贤的代表总理署政治秘书许德婉、中国

驻古晋副总领事宋长虹、沙捞越议员罗克

强、古晋南市市长黄鸿圣、古晋中华总商

会会长陈日枝、古晋中华中学校友会主席

黄国辉、晋汉省华总秘书林亚德、古晋南

市市议员莫壮平和蔡佑龙，以及以海峡出

版发行集团总会计师陈爱民为团长的福

建文化代表团等嘉宾参加活动。

此次书展，主办方精心准备300多种

反映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以及新时代福建

风貌的精品图书。图书展区陈列《摆脱贫

困》《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

迹》等主题图书，也涵括反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及新时代福建图景的多种中

文图书。图片展以内容丰富的系列图片，

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探索之

路，通过福建窗口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式

现代化的认识与理解，利于国际社会更清

晰地洞察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未来方向。

书展期间，福建文化代表团向古晋

侨界以及古晋华校、马六甲育民小学捐

赠中文图书，并访问马来西亚大将出版

社，以书为媒，传递团圆与文化交融的美

好祝愿。

本次活动由古晋中华文化艺术促进

协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主办，福建新华

发行集团下属的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具体执行。 （穆宏志）

商务印书馆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从鲁迅的国学情思到日本近代化的翻译轨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月13日，《鲁

迅与国学》新书分享对谈会在北京鲁迅博

物馆鲁迅书店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姜异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与

线上线下读者一起畅聊鲁迅、共读好书。

20 年前，借由与顾农先生关于“鲁迅

的国学观”的一次对谈，孙郁开始留心思考

这个话题。20年后，他交出了自己思考的

成果——《鲁迅与国学》。近日，《鲁迅与国

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兼

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鲁迅研究著作，也是

孙郁20年沉淀之作。

孙郁在会上介绍了其新作《鲁迅与国

学》的创作初衷，从暗功夫这个角度，考察

鲁迅的知识结构、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进而考察五四一代学人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该书不仅探讨了鲁迅在多个国学领域

的研究成果，还分析了这些研究如何影响

了他的文学创作和个人思想的发展。

董炳月指出，该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

从方法论层面提供了“鲁迅与国学”这样一

个阅读鲁迅、研究鲁迅的系统性、整体性框

架。从国学角度重读鲁迅，会有很多新的

发现。

黄乔生指出，该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

鲁迅整理和思考国学的成果，当今学术研

究也应用现代意识观照鲁迅与国学的关

系，用美学和科学的精神观照国学。

姜异新从碑文与文体演变的角度，分

析了鲁迅在整理古碑文献过程中所得出的

独特见解，这些见解为鲁迅后期的文艺观

念奠定了基础。

4位嘉宾围绕今天为何要谈鲁迅与国

学、鲁迅在国学领域的整理研究工作、鲁迅

如何看待对孔子和诸子百家、鲁迅为何创

作《故事新编》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又讯 9 月 14 日，商务印

书馆“汉译名著名家谈”系

列讲座第五讲在商务印书

馆涵芬楼书店·历史陈列馆

开讲。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陈力卫主讲“翻译与‘近代

化’：日本从朱子学到西洋

学的转向”。

本次讲座内容涉及日

本自明治时期开始的近代

化 进 程 中 ，翻 译 所 起 的 作

用。明治时期是日本“师夷

长技”，引进西方技术和思

想，开始一系列政治、经济

和社会改革的时期，也是日本从封建社

会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

过程中，翻译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何要

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翻译又带

来了怎样的思想变革？陈力卫以这几个

问题为经，从翻译角度梳理并勾画出日

本近代史的轮廓。

讲座结束后，陈力卫就听众和读者

提出的问题，如“封建”一词的“东往”又

“东来”，日本学术图书向外译介情况

等，与现场读者深入互动，并为购书读

者签名。 （张馨宇）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19 日，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

主办的2024北京文化论坛在京开幕。在

开幕式暨主论坛上，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

元发布《中外文化交流报告2023》。

该报告基于各机构公开文献、数据和

案例，对2023年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展开调

研。研究发现，2023年，中外文化交流直

面挑战与机遇、把握安全与发展、注重合

作与互惠，呈现出快速回暖、积极向好的

总体态势。交流规模快速接近疫情前水

平，方式更加多元、形态更加新颖、对话更

加深入，步入高质量发展新轨道。

多个领域成效明显

文化传播增效 2023 年，中国广泛开

展国际出版合作，文化传播更加贴近受众

需求。截至2023年底，《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已翻译出版4卷、41个语种、发行覆盖

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读懂中

国的百科全书”。北京文化论坛、良渚论

坛、和合文化全球论坛、金熊猫国际文化

论坛等重大国际论坛活动，积极分享中华

文化智慧，联合发布文化保护传承宣言，

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产生重要示范效

应。同时，文化感知与交流方式也日新月

异。“全景故宫”数字虚拟体验、“寻境敦

煌”VR沉浸展等，给海外民众带来身临其

境般的文化体验。

文产互动活跃 2023 年，中国文创产

业集群出海，联合全球文化产业协同发

展，中外文化展览展示互动更加频繁。来

自56个国家和地区2500余家展商慕名参

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声誉卓著的巴黎

国际博览会也首次迎来中国官方参展

团。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联袂推出的“纪念费城交响乐团访华

50周年音乐会”，呈现“跨越半个世纪的友

谊”。海外文化产品也落地中国。2023年

中国影院上映进口片78部，全球票房排名

前10的电影均有上映。

教育合作升级 2023 年，中外教育交

流合作迅速走出疫情影响，高水平深入发

展。国际师生重返校园，合作办学热度上

升、形式多样。中国新增44个本科以上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合作更加丰富多

元。中国也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改

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积极努力。

科技交流深化 2023 年，中国积极融

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加快技术转移和知

识分享步伐。中国已经加入200多个国际

组织和多边机制，参与近60项国际大科学

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据丝绸之路国际总

商会统计，全球82个国家的218个团体会

员中，超过半数都表示愿意参与共建“文

化数字丝绸之路”。

跨国旅游复苏 2023 年，出入境便利

政策连续出台，掀起了外国游客来华热

潮，增进了中外民间的友谊与互信。当年

中国入出境旅游人数超过 1.9 亿人次，中

国游客海外消费金额达到 1965 亿美元，

“打卡中国”成为全球旅游新潮流。2023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吸引了7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旅游推广机构、相关企业参展，

非遗文化体验受到广泛欢迎。

体育赛事助力 2023 年，中国积极参

与主办、协办各类国际综合或专项体育赛

事，促进不同文化包容理解。杭州亚运

会、成都大运会、国际滑联系列赛、国际帆

船赛等国际赛事得到世界各国积极响应，

演绎了许多和谐、和睦、和美的动人故事。

新特点与新趋势

2023年，中外文化交流在主题、形式、

主体、载体、平台等方面呈现诸多新特点

与新趋势。

文化大国肩负新责任，文化遗产保护

将更得力。2023年，各国携手推进世界文

化遗产的申报、修复与研究工作，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国际合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最鲜明的议题。“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

第一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面向未来，

中国将不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期

待各国在主要国际组织框架中通力合作，

共同保护传承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

财富。

人际交流成为新热点，各国人民友谊

将更牢固。2023年，中外文化交流呈现社

交化的新特点。这种方式不仅促进了信

息的即时共享，更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相

互尊重和理解。展望未来，中外民间交往

将更加频繁，社交媒体也将推动文化交流

成为国际交往新趋势。更多跨国文旅品

牌活动和跨文化教育精品项目，将不断夯

实中外友好的民意基础。

“Z世代”担当新主力，未来全球朋友

圈将更年轻。2023年，“Z世代”青年善于

运用新技术、新媒介，他们以创作跨文化

艺术作品、发起网络文化活动、参与国际

志愿者项目等方式，架设起连接中外的桥

梁。展望未来，国际青年将进一步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中流砥柱，国际交往“朋友

圈”将更具青春活力。

城市交往催生新风尚，城市发展合作

将更深入。2023年，城市日益显现出文化

交流的媒介属性，更成为中外民众文化交

往的流行时尚及文明互鉴的中心枢纽。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各个城市，探寻文化景观与特色美食，体

验高铁速度、便捷支付、无人驾驶等现代

化成果，重新认识一个文化与科技交织的

文明中国。展望未来，中外文化交流将不

断凸显友城元素与合作议题，将有更多中

外城市“寻搭子”“结对子”，共同构建城市

发展共同体。

数字科技拓展新空间，文化交流形态

将更多彩。2023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数字技术，以全景式、沉浸式文化体验，

让远在千里的受众能身临其境地感知异

国文化魅力。展望未来，数字技术将进一

步推动内容、技术、模式、业态和场景的全

方位创新，文化交流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

机遇。

回首 2023 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积极

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倡导全球文明倡议

给予高度评价，也有 10 位作出突出贡献

的国际友人获得中国首届“兰花奖”。当

前，国际形势依旧复杂多变，全球治理不

确定因素增多，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与文

明互鉴的意义更显重大。2024 年 6 月 7

日，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决议，得到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

决议通过，这正是中国为增进文化之间

相互理解、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而做出的

积极努力。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积极

倡导并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

之间的交流合作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

多机会，努力推动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携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耀 文）

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中国外文局发布《中外文化交流报告2023》

2024首届大湾区动漫电玩节在深圳举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9 月 15 日至

17日，2024首届大湾区动漫电玩节在深

圳举办。本届动漫电玩节由中国动漫集

团有限公司指导，国家动漫创意研发中

心大湾区（深圳）分中心和香港动漫电玩

节组委会联合主办，以“好漫展就是不一

样”为主题。来自法国、阿根廷、日本、韩

国等9个国家的参展商和表演嘉宾齐聚

深圳参加此次活动。

据悉，这是香港动漫电玩节25年来

首次登陆深圳。作为继东京国际动漫展

之后亚洲第二大的动漫节展活动，香港

动漫电玩节于1999年首次举办，经过2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标杆性动漫盛事。引

入香港动漫节品牌，旨在打造一个国际

顶级动漫电玩数字创意品牌活动，带动

大湾区动漫创意、数字技术、文旅产业的

融合发展，提升大湾区动漫数字创意产

业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欣 闻）

读懂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通览》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75周年。近日，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了由著名理论家、历史学家李忠杰

所著的《共和国通览》，以“识别码”的形

式，系统回顾共和国的历程，生动展示共

和国的形象，深刻总结共和国的经验，是

一本增强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热

爱，便于国际社会读懂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优秀力作。

《共和国通览》全书共 13 章 179 个

“识别码”，从国家标识、国家地标、国家

道路和指导思想、国家制度、国家政权、

国家领导力量和群团组织、国家战略、国

家精神、国家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国家

对外开放、国家防务和军队建设、国家统

一、国家对外关系等13个方面全方位、多

层次阐释共和国，具有很强的知识性、专

业性、资料性、典藏性，可谓“一书在手，

读懂中华人民共和国”。

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借用“识别码”

概念阐释共和国的历史和面貌。全书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炼出一系列基本的“识

别码”，从“标识”“界定”的角度，从与其他

国家相区别的角度，准确地回溯中华人民

共和国 75 年走过的历程，描画共和国的

基本面貌，界定共和国的身份和地位。一

个个“识别码”，就是一个个小传、一个个

故事、一段段过程、一个个领域、一幅幅素

描，就是一个个据以识别、定位的经纬度

节点。把这些“经纬度节点”汇总起来，就

从总体上呈现出共和国的基本面貌，展示

出共和国的发展历程、辉煌成就、时代特

征。即使随机读一两个关键词，也能了解

共和国的一个侧面。 （穆宏志）

苏州城市学院举行《青春里的苏州记忆》新书发布会
9月18日，《青春里的苏州记忆》新书

发布会暨“融城思政”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城

市学院举行。

发布会上，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

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邹燕与苏州城市

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毛小勇共同为《青春

里的苏州记忆》新书首发揭幕，标志着这部

集思政教育与苏州文化于一体的创新教材

正式面世。苏州城市学院校党委副书记周

玉玲等为2024级新生代表赠书。

据介绍，《青春里的苏州记忆》是苏州

城市学院“融城思政”实践的又一成果。全

书分为红色印记、辉煌成就、科技创新、乡

村振兴、文脉传承、历史街巷、园林精粹、璀

璨非遗、基层治理、名人殿堂10个单元，涉

及100个教学点位，通过融入思政元素，引

导学生走出校园、融入苏州，了解苏州故

事、讲好苏州故事、传播好江南文化，传承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苏州市属本科高校，苏州城市学

院以“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特色化”为

办学理念，大力推进以“理论武装”“队伍建

设”“科研创新”“课程创新”“社会实践”“校

园文化”等“六大融城工程”为牵引的“融城

思政”教育特色品牌建设。近年来，为全面

深化“融城思政”品牌，学校举办“苏城行走

的思政课：百名学子讲百点”等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融城”活动。现场，“苏城行走的思

政课：百名学子讲百点”视频首播。苏州城

市学院与苏州市中医医院、苏州高新区镇

湖街道等7家单位签订共建教学实践基地

协议，“融城思政”教育实践基地揭牌。

会上，苏州城市学院有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汇报了学校“融城思政”工作开展

情况。发布会后，“融城思政”学术研讨

会召开。 （邵 杰 顾心竹）

《鲁迅与国学》新书分享对谈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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