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万种内地精品图书亮相

第 34 届香港书展

植根文化沃土

中国网络文学加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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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正值周末，中国工艺美

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五彩锦

簇———中华服饰文化展”的展厅里人流

如织。有人举起手机拍照留念，有人驻

足了解精湛的织造工艺，还有人在与同

伴讨论哪里能买到“同款”衣装……这

场中华服饰的视觉盛宴，让众多游客沉

浸其中。

无论是品读历史的文博场馆、名胜

古迹，还是放松消夏的乡野山谷、海岸

沙滩，这个暑期，多地迎来旅游高峰期，

游客熙来攘往的景象随处可见。近年

来，文旅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从需求侧的火热消费，到供给侧的优质

产品，我国文旅市场在供需两端发力，

促进文旅产业持续升温。

文旅场景融合进阶焕发新生机

“我平时比较爱看古装剧，偶然得

知有这个展览就想着一定要来看一

下。”在中华服饰文化展现场，观众赵小

姐对记者表示，这次来参观果然不虚此

行，“不仅能欣赏到历朝历代和各少数

民族的精美服饰，还让我对服饰的制作

技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文旅市场强劲复苏，得益于供给侧

的创新。从暑期市场看，文旅市场供给

越来越丰富。除了“跟着影视去旅行”之

外，全国多地立足自身优势，不断创新

文旅场景，文旅消费在结构上呈现明显

的个性化、多样化趋势。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

城”打破传统戏剧演出的模式，融合情

景装置艺术与舞台沉浸技术，为游客带

来全新体验。通过剧场和情境空间的展

演展示，戏剧幻城拓展出更多产品与业

态，与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

心、水云间文化商街等联动，延伸形成

文旅综合体。

贵阳泡泡岛音乐节、爱未来·贵阳

城市音乐节、遵义乐堡音乐节……近年

来，贵州的音乐节“遍地开花”，并以“音

乐 + 集市”“音乐 + 艺术”“音乐 + 美食”

为载体，融入年轻一代喜爱的潮流集

市、美食玩乐、网红打卡等互动艺术，打

造出专属于年轻人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会让大家的

运动热情更加高涨，“体育 + 旅游”融合

发展也不断加速。日前，体育总局、文化

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

2024 暑期全国户外运动赛事目录，包括

环海南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 21 项国际

国内赛事入选，推动体育赛事“流量”转

化为文旅消费“留量”，释放假日消费活

力潜力。

博物馆多管齐下提升服务质量

了解一座城市，从博物馆开始。逛

博物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喜欢的旅

游方式，多家博物馆在暑期推出全新展

览，让广大游客不虚此行。

7 月 19 日，“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对公

众开放，展览展出 788 件古埃及不同时

期的珍贵文物，其中多数文物是首次来

到亚洲；“临清贡砖烧制技艺精品展”7

月 16 日亮相恭王府博物馆，对官式建筑

营造技艺（恭王府）八大作中的瓦作以及

国家级非遗项目“临清贡砖烧制技艺”进

行全景展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烽火抗战———抗战时期的人民军

队”迎来观展热潮，不少青少年趁着暑假

到馆观展，学习历史，缅怀先烈。

展览持续上新的同时，文博场所的

服务品质也在持续提升。多家博物馆着

眼细微处，下“绣花”功夫，保证到馆游

客能有良好的参观体验。

故宫博物院将一些长时间暴晒的

路椅搬运至阴凉处，最大程度发挥路椅

的休息功能，为游客提供休憩环境；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在馆外排队等候区增

设凉棚、安排馆医、提供防暑降温药品

等；洛阳博物馆优化男女厕位比例，减

少女性观众大量排队现象，无障碍设施

亦配备到位，为游客提供更为便捷、舒

适的用厕服务。

多部新片佳作亮相野电影的夏天冶

“挑不过来”“想看的有点多”“我要

犯‘选择困难症’了”……这个暑期，大

银幕精彩纷呈。从国产佳作到进口影

片、从悬疑刑侦到欢乐喜剧，一大批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新片先后

在暑期档亮相，推动电影市场火热升

温，提振行业发展信心。

数据显示，2024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含预售）截至发稿时已突破 55 亿元。

电影市场繁荣折射了人民群众对丰富

精神生活的美好追求，也是公众充分释

放的消费热情的体现。

如今，观众的观影心态更加理性成

熟，对优质内容的要求水涨船高。故事

能否引发观众的情感共振成为决定影

片口碑的关键。在目前上映的影片当

中，有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有所建树，有的在

类型化探索方面做出新尝试，进一步拓

宽了国产类型片的边界。

据了解，待映的影片有即将在 7 月

底上映的国产漫画改编的奇幻动作片

《异人之下》、现实题材电影《逆行人生》、

剧情片《解密》、追光动画系列新作《白

蛇：浮生》等。题材多样的影片给观众提

供了差异化的选择，有效丰富了电影市

场供给。随着更多优质影片上映，暑期

档有望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

中宣部电影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电

影暑期档是电影的盛会。期待各方齐心

协力、全力以赴，共同打造生机勃勃、热

气腾腾的电影夏天，延续中国电影市场

红红火火的态势。 渊韦衍行冤

暑期“文化味”更浓

诗与远方正当“夏”

游客正在参观野五彩锦簇要要要
中华服饰文化展冶 韦衍行摄

第 34 届香港书展近日在香港会

展中心开幕，60 多家内地出版单位组

成内地出版展团参加本届书展，集中展

销近万种内地精品图书。

本届香港书展首度以北京作为主

题城市。北京主题城市展区面积 150 平

方米，以“京港携手筑梦·书香共绘华

章”为主题，充分展示北京近年来出版

成果和高质量发展成就，重点展示主题

类、社科类、文化艺术类、少儿类、数字

融合等京籍出版物，以及富有特色的京

味文化产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内地出版展区设

立主题精品图书展，集中展示介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题图书和承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

优秀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代典籍和

文化类丛书、套书等。

为契合本届书展“影视文学”的年

度主题，内地出版展区还展销《我的阿

勒泰》等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丰富文化

内涵的优秀影视文学作品。

据悉，书展期间，北京展区还将组

织作家乔叶赴港参加“京港文学对话”

读者面对面交流座谈，举办《少年行 丹

青引———京港青少年书写北京作品集》

新书发布暨颁奖活动，以及出版文化交

流活动等。

在北京展区的重点图书展示展台，

香港青年刘以博认真翻阅手中的《我爱

北京———2023 全球青少年征文优秀作

品集》。他说自己曾在北京实习数月，

对当时的美好时光记忆犹新。“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流光溢彩的北京，领略日

进日新的北京。”

广东展区则突出“岭南新韵”，邀读

者齐鉴岭南特色、齐赏岭南文化、齐品

岭南书香。广东馆的场馆设计以广式

骑楼为原型，展现了岭南地区颇具地方

特色的建筑形式，不少香港市民表示

“看到觉得很亲切”。本届香港书展，广

东展团展销图书近 700 种、1400 册，将

中国故事、广东故事、大湾区故事娓娓

道来。

据介绍，书展期间，内地出版代表

团还将与香港地区出版人合作举办多

场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中国电影出版社

举办的“梦：电影与中国文学”主题演讲

活动、现代出版社举办的青年作家金小

安“给生活加一勺糖”系列图书分享会

等，旨在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的人文

交流。 渊黄茜恬冤

自 2006年起，“85 后”童敏敏开始

用笔名“童童”在网上发表小说。她创作

的《冬有暖阳夏有糖》等作品被翻译成英

语、印尼语、西语、葡语等多个语种。

“文学的力量可以超越国界与时

空，书中的内容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

色，满足了海外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

欲。”童敏敏说。

经过 20 余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网

络文学由小众走向大众，凭借其旺盛的

生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强大的感染

力，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景观。

7 月 12 日至 14 日，第七届中国“网

络文学 +”大会在京举办。会上发布的

《2023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

示，中国网络文学行业“出海”持续推

进，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行业海外市

场营收规模 43.5 亿元，同比增长

7.06%，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作品（含网

络文学平台海外原创作品）总量约为

69.58 万部（种），同比增长 29.02%。

根据报告，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翻

译语种超过 20 种，涉及东南亚、北美、

欧洲和非洲的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3 年，东南亚超越北美地区成为网

文“出海”的首要目的地，网络文学正成

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网络文学具有即时高效、成本低

廉、互动性强的特点，有着跨国界广泛

传播的天然优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中心主任何弘说，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

积淀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有着极强的吸

引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

扩大，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

华文化的意愿日趋强烈，这为中国网络

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网络文学这扇“窗口”让越来越多的海

外读者从一个个极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中，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

感受中国脉动。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里丰富的哲

思、精妙的语言、无穷的韵味，让我感

受到汉语言之美。”童敏敏说，“作为创

作者，我们试图用宽广的国际视野、崭

新的审美趣味和年轻人喜爱的表达方

式，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

“网络文学是中国文化产品‘出海’

最大的 IP 源头。中国网络文学‘走出

去’，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也是文

化产业‘走出去’。”阅文集团首席执行

官兼总裁侯晓楠介绍，不久前收官的网

络文学改编剧《庆余年》第二季，不仅延

续了第一季的热度，还让海外观众感受

到中华文化的千古风流。

截至 2023 年底，阅文旗下海外门

户“起点国际”已上线中国网文翻译作品

约 3800 部，海外访问用户数累计突破

2.3亿，覆盖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渊杨淑君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