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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家底”荐好书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
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洛 图 荐 书

河 洛 书 香

文 化 观 察

书界
动态

昨日，洛阳作家
侯 运 通 散 文 集《老
屋》研讨会暨赠书仪
式在河洛文化文献
馆举行。

《老屋》由河南
文艺出版社于 2024
年12月出版，为侯运
通出版的首部散文
集，也是他出版的第
4 部著作 。 全 书 分
为“明月照乡愁”“生
活万花筒”“行走山
水间”3 部分，收入
99 篇散文，总计 35
万字。

与会作家、评论家认为，散文集《老屋》不仅是侯运
通散文作品的集中展示，还是洛阳文学创作的一个重
要收获。书中收录的《情系侯家庄》《老屋》《母亲这一
生》《村里的“东方明珠”》《春光短笛》《游白园和关林》
等散文佳作，讲述了家族史，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变
迁，将即将消失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有力地传承“家文
化”“孝文化”和“地域文化”。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省作协副主席赵克红为《老
屋》作序。他在序言中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散文集
中人物系列的每篇作品，都有故事有亲情，综合起来就
是一部侯氏家族史，充满了历史纵深感和思想性。从
中可以看到侯氏家风家训的世代传承，充满了教育人、
鼓舞人的正能量。”

侯运通，洛阳偃师人，省作协会员。其自幼爱好文
学，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
南日报》《洛阳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
诗歌等1000余篇（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世事如
云》等多部作品。

侯运通向市图书馆及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
院、洛阳理工学院、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图书馆捐
赠了图书。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巴图 文/图

侯运通散文集《老屋》
研讨会举行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史铁生的经典散文集，从这本
散文起，我们开始认识史铁生，怀念史铁生。作家曹文
轩说：“几十年病痛对他的折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
承受力，这种磨难早已融合进他的思想和灵魂。”《我与
地坛》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
代表作之一，其前两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
教材中。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张园晗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被誉为中文写作垂范之作的
散文集。作者刘亮程以一个“闲人”的视角，细腻地描
绘了故乡黄沙梁这个新疆沙漠边缘一个荒凉偏僻小村
庄的变迁故事。作者将故乡的人、事、物拆解融入充满
乡土风情的文字，展现出对故土的思念与对自然的虔
诚，唤醒人们对家乡无法割舍的情愫。阅读这本书，不
仅能够让人感受到久违的平静，更能启发读者重新审
视自身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引导读者回归初心、砥砺
前行。

★作者：刘亮程
★出版社：春风文艺
出版社
★洛图索书号 ：
I267/1311

★作者：史铁生
★出版社：人民文学
出版社
★洛图索书号 ：
I267/2148-2

1月9日至11日，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行，逾40万种图书精彩亮相。
北京图书订货会是读书人、写书人、出书人一年一度的不言之约。出版市场的风向瞬息万变，流行话题

的光环稍纵即逝，但这场新年伊始的出版业盛会依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它承载着出版行业不变的初心与坚
守。会场内外，新书好书轮番登场，思想交流热火朝天。

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展出逾40万种图书

“深呼吸，保持镇静，扔掉救生衣，一跃而
入，欣赏这部杰作——它不仅是亚洲的，更是世
界的。”美国汉学家葛锐在其出版的《〈红楼梦〉
阅读指南》中如是向读者推荐这部中国文学名
著。根据该指南评估，《红楼梦》是世界第七大
畅销书，销售量超过1亿册。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自
1791年刊刻至今，《红楼梦》不仅是一代代国人
心中的经典，也在持续“出海”，不断走向世界更

深处。今年，俄罗斯ACT出版社重新出版两卷
本《红楼梦》俄译本，德国翻译家弗朗茨·库恩的

《红楼梦》德文节译本历经 90 余年仍在不断重
印再版，受当地读者的青睐程度可以媲美歌德
的作品。

目光移到线上，《红楼梦》不止一种样态。
红楼人物像总是能在海外社媒上吸引各国爱好

者，面对戴敦邦的人物插画，法国人
评论袭人“非常漂亮”，俄罗斯人留言

“十分动人”。
《红楼梦》的风靡，译介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红楼故事通过语言抵
达海外，不断更新着世界环游图。

“《红楼梦》从中国的多民族语言
到世界多语种，以北京为中心辐射至
全世界。”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曹

立波说。《红楼梦》最早被西方人识别，是英国传
教士马礼逊于 1812 年在致英信函上译下第四
回片段，《红楼梦》又在其1816年出版的汉语学
习教材中被提及。很快，英国人德庇时、德国人
郭实腊等传教士开始了译介，俄罗斯人柯万科
将《红楼梦》译文带回了本国。自19世纪30年
代开始，这部小说逐步被译介到亚、欧、美各洲，
成为声名远扬的经典。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唐
均在研究中整理出一组数据：目前，《红楼梦》在
全球 34 种语言中出现了 155 个不同篇幅的译
本。其中，全译本36个，涉及18种语言。

《红楼梦》是块“大部头”，尤其在当下，阅读
欣赏体验更为多元，有人情愿看“高光剪辑”，有
人愿意一回不落地细细品味，因此，从“节译本”
到“全译本”，本是译介能力不断递进的历史进
程，现在有了更丰富的考量。在西南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教师刘名扬看来，俄罗斯汉学家孟
列夫的观点非常重要，若是将小说变为“译者认
为读者最感兴趣的片段”，这种节译可能会忽略
小说本身的美学意义。但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看
来，在译文准确优美的前提下，节译本的便携性
也不容忽视，“书应该轻巧，能够放在口袋里面，
或者放进包里，这样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可以
随时看书”。

除去译本，《红楼梦》曾被写进海外汉语教
材，或者被写成阅读指南，其在汉学研究中的重
要性更是不必多言。“一本写于18世纪的故事，

‘今天’依然非常真实、引人入胜。”葛锐在《〈红
楼梦〉阅读指南》中如是说。

多位汉学家都发出这样的感慨：研究《红
楼梦》需要好几年，甚至一辈子都不够。但是

《红楼梦》凭其更轻巧丰富、符合当代审美的形
态，在让更多人看到。2016 年 9 月，英文版歌
剧《红楼梦》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首演，这也成
为中国古典小说以英文歌剧的形式
在西方主流国家歌剧舞台上演的首
例。而近日，上话版话剧《红
楼梦》迎来第 50 个全本、第
100场演出。编剧喻荣军说，

“剧场外的世界如
此纷繁复杂，而剧
场是一个可以静下
心来体悟人生的地
方，这就是我们在
今天排演《红楼梦》
的意义所在。”

（据《文汇报》
作者：孙彦扬）

由辽宁出版集团策划、辽海出版社出版
的《新时代万有文库》（简称《文库》）首批25
种典籍，日前亮相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
此25种为古注本20种、白文本5种，包括《诗
经》《周礼》《公羊传》《论语》《老子》《庄子》《墨
子》《孙子兵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
级教授刘跃进担任主编，学者安平秋、李致
忠、陈铁民、赵敏俐、詹福瑞、廖可斌担任学术
顾问。据悉，《文库》收录的典籍采取“一典多
版本”和“一版三形式”的方式出版。“一典多
版本”即每种典籍除选择一种最精善版本重
点整理外，另出二至三种有代表性的经典版
本，以便比较阅读，参照研究。“一版三形式”
即每种典籍最精善版本分白文本、古注本、今
注本3种形式出版。各种版本及出版形式，
根据整理进度分批出版，计划出版500种，旨
在为读者提供一套兼具时代性、经典性、学术
性、系统性和普及性的丛书，使之成为认同广
泛、传之久远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范本。

（据新华网）

戴敦邦绘英译
本《红楼梦》插图

（资料图片）

在会场内外的交流声中，打造
“图书影响力”，出好书、做精品成为
行业关注的焦点。

立足当下，新时代主题出版好书
频出；《额尔古纳河右岸》在直播售书
时代掀起销售热潮；叶嘉莹解读诗词
的图书成时代文化印记……这些书
籍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融入读者人
生，化作时代记忆标签。对此，中国
版协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聂震
宁直言：“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出版业
提高社会功能的基本点和着力点。”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表
示，通过推动好书影响力建设，把
一些重要好书的背后故事讲清楚，
推动出版人更好地按照出版规律
去做出版，为出版业赢得更大的社
会影响力。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刘
伯根则认为，好作者、好书稿、好编
辑，是深耕内容、做出好书、提升图
书影响力的基础，好的阅读推广平

台和推广人，是扩大图书影响的重
要支撑。

展望未来，出版融合发展成为热
议焦点。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柳斌杰则在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
访谈上提出，要完善出版
与全民阅读政策，从技
术、融合视角重构出版产
业链，优化市场环境与定
价 机 制 ，拥 抱 数 字
化、人工智能等新质
生产力。

展会人潮涌动的
背后，映照出读者对
高品质精神滋养的热
切渴望，以及全民阅
读迈向纵深的坚实步
伐。以书为媒，人们
在这里感受博大壮阔
的时代气息，出版业
肩负起新年“做有影

响力出版”的使命，让知识之力在华
夏大地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据《光明日报》作者：李苑 谭华）

书香浓郁，读者如织。出版机构
纷纷亮出“家底”，展示精心筹备的新
书成果。

在展会现场，学者纪连海携新书
《纪连海评左宗棠》《品梦粱录》《品梦
华录》现身，他抛出问题：“顺治七年
腊月初九，是哪年哪天？”他继而讲
解：“1650年12月31日。举此例就是
要说明，学术人务必秉持严谨治学态
度，精准考究历史细节，才不负读者
求知热忱。”

展会上，这样的专家讲座随处可
见。人民艺术家王蒙携新书《诗词中
国》来到会场，该书为读者解读200多
首经典诗词、80 多位诗人词人，讲述
3000 余年中华诗歌史。考古学家王
仁湘则以《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
国》为引，为读者带来一场“关于早期
中国文明的新理解”的讲座。“海外中
国哲学研究译丛”的出版者则讲述了
丛书的重要价值——为中国传统哲
学提供“他者眼光”，为中国传统哲学

在新时代“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
代文明相协调”提供借鉴参考。

文学出版领域同样异彩纷呈。
已举办 20 年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品牌
活动“原创之春”，共推出逾70部重点
原创作品，其中《机器》《命运》《长津
湖》等荣获国家荣誉，《月光紧追不
舍》《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等聚焦少
数民族故事。“这些作品记录着中国
人民20年奋进征程与时代沧桑巨变，
连接着作家与民众的心灵。”湖南文
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说。

走进安徽出版集团展区，“培根
工程”丛书（第一辑，5种）、《徐则臣小
说论》等新作正式与读者见面；在江
苏出版展区，《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
三部曲》《自然而然：曾孝濂传》《璩家
花园》等“中国好书”上榜图书，吸引
读者的目光；在新疆展区，首届天山
文学奖获奖图书正在进行展示，获奖
作品《他人的篝火》《阿娜河畔》《白水
台》《章德益诗选》《周涛散文自选集》

等，引得读者驻足翻阅。
科技出版板块紧跟时代步伐，致

力于讲好科学故事。《第四支柱：中国
存力崛起录》为读者呈现在数据为王
的时代里，中国存储力量的发展之
路。《共和国的数学家（青少版）》真实
呈现华罗庚、冯康等数学家，肩负使
命、勇攀高峰的艰辛历程，为青少年
点亮科学梦想；《我是未来科学家》则
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科技世
界的大门。

当下，聚焦社会发展的图书越发
受到读者青睐。我国首部面向社区工
作者群体等的“城乡基层治理实务”系
列丛书，为基层干部尤其是社区工作
者提供综合性工具用书。《昆山景象》
描述昆山市连续20年居全国“百强之
首”的历程与经验，被视作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学读本。《行走安阳——高考
中的城市密码》则解读20余年各地高
考试卷中 122 道含安阳元素的真题，
展现安阳历史、文化与风貌。

《我与地坛》

《一个人的村庄》

在全球34种语言中出现了155个不同篇幅的译本——

《红楼梦》“出海”又“出彩”

好书如云：新作点亮阅读新期待

行业趋势：洞察出版发展新征程

《新时代万有文库》
首批25种典籍出版

《老屋》封面

读者在图书订货会上寻找心仪的图书读者在图书订货会上寻找心仪的图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行走安阳——
高考中的城市密码》

◀王蒙新作
《诗词中国》

▲绘本《我是
未来科学家》

▲ 纪 连 海 新 作
《品梦华录》《品梦粱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