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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工具书如何焕发新活力？昨

天，备受瞩目的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在

上海发布2.0版，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规划设计、上海辞书出版社研发运营。

这款基于传统工具书的创新型互

联网数据服务产品，自2020年8月运

行以来，已与学习强国、微信读书、百

度百科、掌阅、起点读书等40多个应

用开展深度合作，累计为4000多万用

户提供超10亿次知识查检服务，其中

海外用户500多万。

“2.0版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提

升查得率、拓展数据类型、提升对接效

率，更好地满足了各类数字阅读场景

下的知识查检需求。”上海辞书出版社

党委书记、社长秦志华说。

对   多万条工具书
数据进行系统梳理重组

“屏幕取词查检，释义即刻呈

现”——聚典这一服务方式，解决了用

户在线阅读即时知识查检的需求，开

创了传统工具书数字化转型新模式。

据透露，2.0版运用最新人工智能

技术，对430多万条工具书数据进行

系统梳理和重组，从内容端大幅扩充

词条数量；梳理用户行为，应用智能技

术，实现查检词条与库藏知识的智能

关联，自动识别取词差错并更正推送；

完善自动化对接流程，从初期API调

用到SDK包，再到如今加入智能推

荐，实现数据分发的技术升级。

此次迭代升级拓展了数据类型，增

加了诗文库。“中国文学鉴赏辞典是上

海辞书出版社一大核心资源，该系列编

纂出版历时30余年，开创了中国文学

鉴赏出版之先河，陆续形成20多个品

种。”秦志华透露，新推出的“诗文库”从

“诗文篇名、朝代、作者、作者小传、诗文

原文、注释、译文、赏析、赏析作者”九大

维度对内容进行输出，极大地满足用户

对权威诗文内容查询与鉴赏需求，助力

合作伙伴打造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特征的特色栏目与服务。

聚典“开放、赋能”的数据服务模

式受到上下游企业认可，先后入选全

国新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

国家新闻出版署数字出版优质平台

遴选计划。发布会现场，多位运营方代

表分享了与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合作的

案例。“七猫2022年接入聚典数据开放

平台至今，为阅读用户提供了近2000

万次查询服务，平均每天有10万余用

户有查词典的需求，读者可即查即用，

释义直接在阅读页面显示，不需要跳转

别的应用，极大满足用户对知识查验的

需求、也提升了读者的数字阅读体验。”

上海七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

部邹芹谈到，其应用模式及运行逻辑正

是以读者用户为中心，营造了良性知识

服务产业生态。

得到电子书业务负责人张璐莎坦

言，此前也同其他搜索平台合作提供简

单的词典服务，“但提供的信息来源于网

络，不全面，也不太可靠，用户体验并不

好。为了优化体验，经多方调研后，发现

聚典收录了《辞海》《汉语大辞典》《英汉

大词典》等多种工具书，内容丰富可靠，

技术实现方便，可直接提供接口调用。”

搜索榜单系统折射数字
时代知识需求

继2023年世界读书日发布“聚典知

识搜索榜”后，本次发布会还基于海外用

户4000多万次查询数据，发布了“聚典

知识搜索榜”海外榜。榜单形成了汉语

单字、词语、中国作品、外国作品、中国人

物、外国人物这六大分类榜，每个分类榜

选取查检频次最高的前30名，以系统反

映数字时代的知识需求。

统计表明，Top30海外榜单和国内

榜单基本重合，这也说明以华人为主的

海外用户汉语水平与国内用户大体相

近，主要查检的是非常用的汉字和文言

词。比如，搜索排行前30的词语包括

“饕餮”“氤氲”“尤物”“觊觎”“龃龉”“耄

耋”“桎梏”“揶揄”等。

Top20中国作品与国内榜单有所不

同，工具书《辞海》《新华字典》进入，反映

海外用户对权威汉语辞书的重视关注。

同样强调经典性，但海外用户对耳熟能

详、相对普及的传统文本，如《千字文》

《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等也有明显需

求。“这些都应该与日渐兴起的汉语学

习、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相关。”秦

志华分析道。

前20部作品与国内榜单大多数重

合，这些作品反映了人类文明精华。印

度文化有《薄伽梵歌》《梨俱吠陀》在列，

且都有数千次查检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裁毛文涛表示，世纪出版将继续大力推

进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创新发展，使聚典

继续坚守“数据服务”产品定位、坚持“为

阅读赋能、为学习赋能、为搜索赋能”使

命追求，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创新应用模

式，朝着“成为数字时代的文化基础设

施”努力。

累计为    多万用户提供超  亿次知识查检服务

为阅读赋能，聚典数据开放平台2.0发布
■本报记者 许旸

这 是“ 欢 迎 亲 友 回 家 的 聚

会”——正如吴俊教授形容，2023

上海书展今天开幕，作为书展的重

要环节之一，历经三年停滞后重启

的上海国际文学周备受瞩目。昨

晚，第十届上海国际文学周举行主

论坛暨开幕式，主论坛围绕“叙事共

同体”展开，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

院吴俊教授和作家、翻译家黄昱宁

担任主持。西班牙作家洛伦佐 ·席

尔瓦、奥地利作家菲利普 ·韦斯，学

者陈福民、唐克扬、包慧怡，作家索

南才让、路内等嘉宾轮流发表主题

演讲。

文学写作的“危”与“机”

陈福民认为，“叙事共同体”这

个概念表明了一种文学写作的危

机，这是“传统”文学正在经历着的、

最需要严肃对待的危机——即以文

字为唯一媒介的文学写作在现代工

业社会和现代文明中处于什么样的

位置。回望前工业时代，文学叙事

对文字的依赖是绝对的，也是自明

的，媒介的多元性对文学性的影响

很少被考虑到。但在当代这个充斥

着媒介景观的时代，我们无法漠视

多媒介的传播对文学效应的决定性

影响。当下，几乎任何一个小说家

都把自己小说是否卖了影视版权作

为自己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并

不是出于金钱的考虑，而是小说家

们不得不在传统的文字崇拜之外，

正视和回应新的文明挑战与新的叙

事可能性。当文明手段与叙事媒介

不再局限于文字崇拜，那个被塑造

出来的“叙事共同体”正在扑面而

来。写作者必须负责地思考，捍卫

语言文字的美感固然是必须承担的

义务，但这个义务此时此刻也包含

着复杂的文明议题与时代表述形

式，这意味着文学叙事不可避免地

要直面新的挑战。

关于文学和别的媒介的交集，

洛伦佐 ·席尔瓦明确提出，所有艺术

是相互联系的。他以战争片的常见

拍摄手法为例，一场战斗展开时，观

众先看到两军对峙的广阔画面，然

后是两支军队的中景镜头，最后是

战士们的特写镜头。而这一套通行

的拍摄和剪辑思路不是电影原创

的，它来自文学，托尔斯泰在《战争与

和平》中对博罗季诺战役的描述是这

样展开的，甚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也是这样写的。所以，他认为论创作

技巧，哪怕是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乔

伊斯的最糟糕的小说，也远胜于最优

秀的流行电视剧。他并不否认，电影、

歌曲、画作或电视剧可以给文学创作

输出灵感，但前提是这类作品在各自

的领域内开辟了新的道路——艺术家

了解技艺的传统，他们从别的艺术门

类中获得的文化印记会被他们以独特

的视角重新诠释，比如安德烈 ·塔可夫

斯基的电影，莱昂纳德 ·科恩的歌曲，

卡拉瓦乔的画作。席尔瓦总结道，面

对“共同体”这个创作概念，创作者的

工作类似于猎人捕捉最难以捉摸的猎

物，要冒险到那些一切都不确定、危险

更大的边疆地区去打猎。作家应当像

李白笔下的“边塞将军”，时刻紧绷弓

弦，不眠不休，紧张和警惕使他们不断

创新，成为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

“叙事共同体”的支点是语言

菲利普 ·韦斯曾写作《人坐在世界

的边缘，笑》，被评为2018年最佳德语

处女作。他用“登山”的意象来阐释

“叙事共同体”：不同的登山者从不同

的方向出发，以不同的视角看风景。

“所有登山者在山顶相遇，看着地平

线，互相描述他们各自遇到的山，比如

从灌木后面探出脑袋的狐狸、陡坡上

的暴风雨、山间铁路的忽然中断和上

空盘旋的鹰，以及山中隐士……这许

多山汇入一个叙事共同体，合为一幅

万花筒式的图像。”叙事共同体的缔

结，意味着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万物的

交互和物种的并存，接受树的语言和

风雨的语言，接受四季变幻的色彩，接

受各种关系的矛盾与庞杂，接受这座

庞杂却美妙的“世界的山”，并从中创

造出新形象和新故事。

包慧怡认为“叙事共同体”的支点

是语言，“提纯语言就是提纯我们的生

命经验，让公共化的语言再次个人化，

让笼统的语言再次精确化。”她引用了

一则九世纪古英语谜语诗，谜面是：

“我张口说话，以众多声音”，谜底是

“夜莺”。从这则抒情的谜语中，她看

到“叙事共同体”的信念和使命，即，每

一个写作者不放弃“以众多声音张口

说话”，不放弃叙事的权利。

书香满城，国际文学融
入城市空间

今年文学周共邀请29位国内外

著名作家、学者，包括主论坛在内，共

计安排45场活动，包括固定的经典

活动——8月 18日晚上的“诗歌之

夜”，由多国作家分别朗读自己选取

的诗歌。今年活动的数量与历年相

比是最高的，把书香从主会场延伸到

分散在城中的特色书店，比如思南文

学之家、朵云书院、建投书局、上海图

书馆东馆，以及上海塞万提斯图书

馆、1927· 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等场

地，打造国际文学周的全新特色和辨

识度。

为了突出书香城市的特点，国际

文学周把阅读的主题和特定的城市空

间结合在一起。例如朵云书院在上海

滴水湖新开了一家店，景色非常漂亮

且富有上海特色。于是，国际文学周

专门在那里举办一场名为“在书的世

界打开世界的书”的对谈活动，有多位

外国作家参与，作家把作品带到上海，

他们也在这座城市亲历了特殊的风景

和看得到特殊风景的书店。

国际文学周的各项活动，不仅创

造了作家和作家沟通的平台，更让作

家们可以直面读者。作家平时在自己

的书房里写作，他是看不到读者的。

即便在签售中，作家与读者接触的时

间也是很有限的，不会有充裕的时间

沟通交流。但是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每

场活动，安排至少半小时读者和作家

的互动，让读者能够面对面与作家进

行交流。

    国际文学周开启，主论坛围绕“叙事共同体”主题——

多媒介景观时代，文学不可避免直面新挑战

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成

立40周年暨第七届科技出版走出

去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

书馆举行。主题为“新时代科技出

版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研讨会

上，业界代表和学者们指出，我国科

技出版走出去需要更大的格局、更

广阔的视角、更强的使命担当，以出

版为媒，向国际社会讲好我国新时

代科技文明发展成就和创新发展的

故事。

高质量

发展是科技

出版走出去

的前提、基

础和关键。

中国出版协

会理事长邬

书林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科技出版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条件：来自党中央

的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有力支撑了高

等教育以及科研经费的投入、教育的

全面繁荣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市

场、多年来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每年

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以及良好的

出版体系。中国科技出版的高质量发

展面临空前机遇，要认识到提高科技

出版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和走出去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只有我们质量提

高了，出版物优秀了，外国同行离不开

我们了，出版才真正能够走出去”。

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国

科技出版要进一步拓展国际视野，加

强国际合作。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

局长赵海云认为中国科技出版单位在

资本、渠道、人才、国际视野、国际经

验、跨国经营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国内的出版社之间要加强横向合

作，也要有纵向的与国际上的深度合

作，他举例说2019年中国科技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法国科学出版社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研究。此

外，科技出版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

去，必须由数字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

升级。

科技出版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需要建立专业化的期刊出版队伍，中

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彭斌认为

中国的科技出版要走出去，必须加强

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培育，在合作过

程中把自己的人才派到国际出版商去

了解“外国人是怎么想的”；同时也要

不吝请国外的出版人才进来，学习别

人的先进理念和思维意识。据他介

绍，不少领先一步的出版机构的队伍

组成已经完全不像传统出版社了，其

内部有产品设计团队、数据支持、运维

支持等等一系列的专业队伍。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华栋

在发言中指出，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

出版机构——南洋公学译书院在

1898年载誉出世，其在设立之初便确

立了宏伟的目标，即“为成才之助”“周

知四国之为”，出版了严复的《原富》

（即《国富论》）等风行一时的书籍。发

轫于此，198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由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40年来，上

海交大出版社致力于做强国际出版。

目前累计近200种图书入选“经典中

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

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及国家社科

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多种图

书被评为“全国优秀输出版图书”，在

全国大学出版社名列前茅。近年来，

不仅有系统化的学术出版版权输出，

还与海外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联合设

立出版中心，近三年版权输出累计30

余种。

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出版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宣晶）昨天，少儿历史通俗读物《上下五
千年》新时代版在沪首发，“孩子们的小通史”再续新篇。记

者获悉，这套书首先推出古代史部分共18分册，380个精彩

纷呈的历史故事均为全新原创，不仅勾勒出中华民族历史

发展的时间线，还增加了许多专题史内容，民族史、科技史、

港澳台史等相关内容都有所强化。

《上下五千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编辑出版，采用由教育家林汉达开创的“以故事

讲历史”形式，贯通中华五千年文明，填补了少儿历史读物

的“空白”。40余年来，这套书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内容更新

与增补，累计发行量超过1000万套。当下，学习和了解中

华历史，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更深沉、更持

久的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历时4年的精心编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上下五千

年》新时代版，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面更新。“《上下五千

年》新时代版是献给少年儿童的一份丰盛的精神食粮。”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认为，《上下五千年》被誉为我国

少儿历史读物领域的“第一品牌”，新时代版生动展现出中

华民族一路走来的曲折历程及其创造的灿烂文化。“这套书

将以全新的篇目、全新的体系、全新的内容、全新的样式，以

及数字化时代全新的技术手段，延续经典品牌的辉煌。”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上下五千

年》新时代版从立项之初，就确立了“请大专家为小朋友写历

史故事”的编辑方针。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张海鹏教授担任总主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

育济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于化民研究员共同担任

执行主编；20余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历史学家，分别担任

断代史编委与专题史编委；100余位历史学家参与选目、编

纂。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和作者队伍，为《上下五千年》新时

代版的专业性、前沿性、权威性提供了可靠保证。

在确保内容专业性的同时，《上下五千年》新时代版也注重故事性、可读性，采

用全彩图文板块化布局，搭配超过3000幅图片、800多个小贴士、200余则名人名

言。对于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诗词名句、成语典故、珍贵文物、名胜古迹、考古遗址

等，书中皆有精彩直观的呈现，以期更符合当代小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和认

知能力。据悉，《上下五千年》新时代版所有故事内容都将被录制成音频，未来计划

开辟更多融媒体传播途径。接下来，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将推出近现代史分册，继续

讲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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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记者 柳青

昨天，少儿历史

通俗读物《上下五千

年》新时代版在沪首

发，40余年来，这套

书进行了几次重大的

内容更新与增补，累

计发行量超过 1000

万套。

（上接第一版）上海图书公司总经理石洪

颖透露，国学馆展销不乏“稀缺书、断版

书、签名本”，读者还能跟着古籍修复技

艺非遗传承人体验“动手”乐趣。

思南文学之家的“阅读之光”空间，

投下梧桐树叶剪影，令人流连。路过沪

上高校出版社区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巧用“一平米”概念布置了“一平米恐

龙展”“一平米科普展”，目测将成为小读

者排队打卡的热门区域。负责人介绍，

现场还将展出2米长仿真恐龙骨架模

型、复刻的恐龙脚印化石等，为青少年带

来沉浸式科普体验。另一侧人文社科区

展示了“六点”“薄荷实验”“教育心理”

“大夏书系”等人文社科、教育图书品

牌。数十枚子品牌印章暗藏在现场编辑

手中，等待读者去“淘宝”集章，解锁神秘

“彩蛋”。

越来越多出版人意识到，要让阅读

更“圈粉”，需要找到契合大众多元诉求

的“流量入口”，或解决读者面临的困扰，

或是激发潜在的好奇心。比如，果麦展

台首次设置“时间有限，我们只读经典”

果麦经典特别展览；而在“跟着蛤蟆先生

疗愈内心”心理自助图书天地，围绕由专

业心理学者设计的书单，打造都市人心

理疗愈空间。

驻足陈伯吹童书屋，读者能探索到

前沿AI智能绘画，领略“最美书架”上丰

富的儿童文学作品，体验多感官交互阅

读方式，观赏富有艺术气息的“展中展”

等。从动感交互的投影动画到影音融合

打造的“心声”诵读空间，还有融合知识

与趣味的绘本游戏体验，都让互动指数

拉满。

解锁阅读新姿势，凸显
“书  ”跨界交融新格局

数字化新场景和新体验，如何赋能

传统阅读？今年上海书展将集中展示出

版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业新气象，突出

“书+X”“阅读+”产业集群跨界活力，呈

现“大出版产业”勃勃生机。

在未来阅读展区，除了阅文、帆书、

喜马拉雅、七猫等数字化阅读企业，还有

抖音、京东等设置直播间、特色活动等，

以及在线下拥有悦悦书店的悦悦图书。

作为国内数字阅读领域先行者，帆书在

书展集结了站内优质讲书资源：邀请80

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解读，甄选全球社科、

人文、心理领域品质好书的“非凡精读

馆”，将传统文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内容

与数字化相结合的“书卷里的中国”“科

创导读”等项目，都拥有自己的专属二维

码，欢迎读者现场扫码试听，用“听书”的

方式汲取精华观点。

不难发现，上海书展已经跳出了一

摞摞码堆的传统印象，而是通过打通拓

宽多种阅读推广渠道，让首发新书畅通

无阻地抵达线上。不少出版社对重点

新书发布会、作者分享会等采用线上同

步直播方式，联动B站、小红书、抖音、

喜马拉雅、京东、天猫、帆书等上海书展

“朋友圈”及相关出版社线上空间，进行

多平台播出，发挥各自所长为阅读“种

草”，进一步拓展上海书展的延伸范围

与影响力。此外，今年还有音响、影视

企业展台等亮相，充分体现文化跨界融

合的趋势。

上海书展召唤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你

第十届上

海国际文学周

举行主论坛暨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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