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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 CHINA CULTURE DAILY

全国多位专家齐聚三星堆共论古蜀之源

8月21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80余名著名

专家、学者齐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参加“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

源学术研讨会”，共同讨论古蜀文明的源头。四川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

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5500至5000年，出土陶器、玉器、石

器等文物近万件，是古蜀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

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古蜀文明源起何处、古蜀先民从何而来、中国南北方

文化交流互融等课题展开交流讨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

做大会学术总结时表示，探索营盘山遗址、姜维城遗址等岷江上游的史前

遗址，将有助于认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渊源。 （据新华社）

特别聚焦

5G 技术将深刻影响传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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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国明

5G 是关于传播的一个技术平台，

其作为一种技术逻辑本身对传播学提

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和命题，作为一种

革命性的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传媒

业和传播业。无论政治传播、新闻传

播、经济文化传播还是学术传播，从传

播角度都包括三个基本环节。第一是

触达，任何一个传播要能够触达到目标

用户。第二是认知，我们在进行学术生

产或者其他方面信息生产的时候是个

编码过程，而用户认知的过程是一个解

码过程，其中也充满很多新的挑战和机

遇。第三是认同，也就是知识传播、学

术传播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起到什么

样的效果。

在“触达”环节，5G 技术的影响甚

大。我们都知道 5G 技术不仅包含所

谓的两高两低：两高是速率高、带宽

大；两低则是低时延和低能耗。这两

高 两 低 决 定 了 我 们 今 天 的 传 播 包 括

学术传播在内的所有传播形式呈现出

一种全新的格局：从传播者、传播内

容、传播渠道到传播效应的实现都起

着相应的作用。以传播者为例，过去

我们的学术传播其实是一种精英逻辑

支 撑 下 的 传 播 ，而 5G 技 术 使 得 人 类

文 明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实 现 了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参 与 到 社 会 传 播 的 过 程 中 ——

即“人人都是传播者”。换句话说，在

视频没有大行其道、没有成为社会传

播主要方式之前的书写文字时代，其

实主要是精英人群在发言，在总结各

方面的知识、体会等等。这就是书写

文 字 时 代 作 为 内 容 主 体 的 基 本 状

况 。 但 是 视 频 让 每 一 个 人 —— 哪 怕

大 字 不 识 几 个 的 人 都 可 以 利 用 简 单

的学习，就可以把自己的环境、诉求、

想 和 社 会 交 流 的 内 容 无 障 碍 地 和 社

会 交 流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来 说 是 一 个

“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而这样的

一 个 时 代 其 实 对 我 们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出 版 逻 辑 本 身 是 有 很 大 不 同 的 。 今

天 如 何 把 普 罗 大 众 的 智 慧 囊 括 到 我

们内容生产、学术生产当中去，事实

上 是 我 们 今 天 的 学 术 出 版 和 社 会 传

播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传播形式本身也已经出现了

重大的改变，以学术出版为例，过去主

要载体是纸介质的出版，而今天我们就

可以看到除了纸介质出版之外，事实上

有声读物、音频、视频等多种多样的媒

介形式已经成为今天年轻人进行知识

学习的主要方式，而我们今天的学术出

版到底能不能用一种新的比如说音频

的、视频的、VR 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

学术成果，呈现我们的学术原理，事实

上是能不能跟上时代步伐、能不能把我

们人类文明创造的精英的东西跟全人

类，尤其是跟年轻人进行分享的一种最

重要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点上所实现

的突破与创新决定着我们的学术真正

在社会发展当中能不能实现变现、在社

会文明积淀当中能不能落地的一个重

要指标。

过去我们都是用书写文字来进行

相关的理论、逻辑、理性的表达，今天

有了越来越多的虚拟现实等高科技的

实现方式，而这种视频表达方式有我

们过去书写文字所没有的全新要素。

对我们做学术出版、学术传播的人而

言，对于这种非逻辑、非理性的基于场

景、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我们对它的

了解相当有限，包括我们对音频本身

是用男声说还是女声说，是苍凉一点

还是活泼一点，所有这些机制本身我

们还没有太多的研究，也就需要我们

未来把学术研究重镇放在情感传播方

面的研究以及音频、视频方面的修辞

学意义和要素运用意义上，这对于未

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沟通——视频作

为一种社会传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实

际上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执行院长）

□□ 本报记者 连晓芳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

并不能解决知识泛在局面下的知识学

习，无论是数字图书馆还是各个大型

数据库，一个搜索申请会有几十个、几

百个甚至几万个内容来响应，要从庞

大的回应当中找到理想的目标仍然需

要一定的时间。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

基础的信息化新阶段的到来，知识重

组、媒介融合、全场景的智能出版呼之

欲出。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多媒体融

合出版方式的丰富，不仅为学术传播

提供了轻盈的翅膀，也让学术研究成

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搭建桥

梁和纽带

出版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表征和实

现路径，出版在传承人类文化、传播人

类文明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出版的历史，便是以知识的积累

和技术的进步为主线螺旋上升的历

史。从手抄本时代到印刷出版时代，

再到电子出版的横空出世，催生出新

产品、新业态，数字出版时代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出版工作特别是学术出版的发展

和交流。作为出版的重要类型，学术

出版对出版事业发展和学术事业繁

荣乃至人类思想的进步都至关重要，

为人类文化创新和创造担负着质的

提升和量的增加的双重责任。

从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以来，已经得到 100 多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

与。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

杰认为，“一带一路”上的人文合作和

文化交流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途

径，我国出版界加强了与沿带沿路各

国的出版交流合作，在版权贸易、图

书推广、人才培训、技术合作和投资

合资本土化出版方面都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学术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是

真理的宝库，用学术语言和出版进行

文明对话，传播中国的形象，让世人

认识中国文化的实质，是文化‘走出

去’最重要的事情。”柳斌杰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看

来，在古往今来中西文明互鉴的过程

中，“一带一路”是路径，出版是载体，

两者都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西学术出版的

交流，实质上就是东西方文化思想的

沟通。”他说。

学术出版如何提供真正的知识

服务

“如何解决互联网时代下的知识

服务问题？就学术出版而言，各种学

术出版不论图书还是报刊都经过严

格的学术评议与把关，依托学术出

版单位及科研机构开展知识服务是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一项工作。”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

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正在建设国家知识资源

服务中心，依托专业的出版机构、研

究机构，以为用户提供真正的知识

服务为目标。魏玉山告诉记者：“目

前我们已经遴选了 110 家专业出版机

构，开发了 100 余款知识服务产品，即

将上线。我们将以出版人的严谨和

专业，做好互联网时代知识服务的工

作，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可信赖的知

识服务产品。”

可以预见，未来的阅读内容将是

更加精准化的。知识服务与智能服

务的发展，都会为以学习、研究为目

的 的 阅 读 提 供 更 加 精 准 便 捷 的 服

务。知识型数据库的出现为读者的

学习、阅读进行了加工提纯，让读者

不必再从过载的信息当中寻找内容，

不仅可以实现更快的搜索，还可以对

用户的兴趣、需求进行识别，针对他

们所需的内容、知识提供更加精准的

服务。

文化性是学术出版价值的终极

追求

学术出版是人类学术成果记录、

传播与共享的重要渠道。随着中国学

术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成果的不断

提升，学术成果的说服力大大增强，特

别是现在的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说服

性、规范性、分析性特征越来越突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认为，中

国学术出版不仅在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文化积累和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

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之间

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和促进作用。

“中国的学术，尤其是中国经验的

总结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

值和意义。以我所在的人民大学出版

社为例，我们与多家国外出版社就中

国经济发展做了许多图书上的合作，

就是希望把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世

界。”贺耀敏说。

当前，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无论

从图书品种、数量来看，还是从图书

规模、效益来看已经形成持续增长

的态势。“在价值与意义上，学术出

版是人类学术成果记录、传播与共

享的重要渠道。”华中农业大学副校

长吴平指出，不同的时代学术出版

活动记录了人类文化悠久绵长的历

史 ，学 术 出 版 承 继 了 学 术 文 化 传

统。古代圣贤的儒家学说丰富了学

术出版，也记录了古代哲学、史学、

文 学 、艺 术 在 历 代 研 究 发 展 的 轨

迹。无论古今中外，无论论文集丛

书，不同时期的不同出版物都可以

找到某一个领域学术前进、发展、飞

跃的过程，这也是古典文献出版对

人类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积极搭建出版“走出去”联盟

作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国有文化

进出口企业，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总公司（简称“中图公司”）一直致力

于为行业提供服务，积极推动中国文

化“走出去”。目前，中图公司拥有 45

家国内外分支机构，业务网络遍布全

球，并与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

多家出版机构、出版组织保持良好的

业务关系。凭借承办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海外书展中国主宾国等重大

文化项目，中图公司与海外文化机

构、我国驻外使馆以及海外翻译家、

出版人、作家等有了更多密切而务实

的合作。

“2017 年，中图公司发起成立中国

出版‘走出去’联盟，为了扩大中文版

权输出，实现中国图书实物出口，切实

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自发成

立的行业联盟组织。”中图公司总经理

张纪臣说。

据张纪臣介绍，截至目前联盟成

员单位共有 22家。“我们通过建立有效

沟通平台，增加彼此间了解，实质性地

解决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所遇到的

困难和发展瓶颈，以实现优势资源整

合、优势资源共享，共商共建中国出版

‘走出去’发展大业，推动中国出版企

业抱团取暖。”他说。

近年来，中图公司与业内单位强

强联合、合作共赢，实现了实物出口、

翻译出版、国际合作出版、“外国人写

作中国计划”、“中国图书海外中心”

“中国内容编辑部”“中国书架”“北京

出版交流周”“新孔子学院汉学计划”

等立体化“走出去”模式，开创了出版

“走出去”的工作新业态。

值得期待的是，联盟还将进一步

整合和共享优势资源，为中国出版

“走出去”事业发展拓展途径，聚合国

内出版社优质内容资源弘扬中华文

化的魅力，让出版物所承载的文化产

生广泛的影响，真正实现“走出去”和

“走进去”。

出版出版““走出去走出去”：”：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

中图公司搭建中国出版“走出去”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