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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长河》 讲述的故事，从康熙十五年
（1676 年） 春天的大水开始，表现了康熙一朝
所有关于治河的冲突和进展。我始终被靳辅、
陈潢这两位治河者的事迹感动着，他们一生一
世的友谊和为国为民的情怀激荡着我的心。他
们的历史功绩或许早就烟消云散，但他们的人
格力量永存；他们的治河学说或许早已过时，
但他们求真知的精神永存。他们用超人的意志
力和献身精神凝结成的历史经验，至今是我们
无价的珍宝。

拍摄之前，水利部专家王英华重新修订了
剧本中有关水利的错漏，提供了大量图片资
料。剧组花时间自山东至青海寻访了一遍黄河
旧道。康熙一朝，黄河曾多次改道，今天的安
徽、江苏都是当年的黄河肆虐之地，也是靳
辅、陈潢奋战过的地方。我们在寻访过程中沿
途请教，比如洪峰奔涌和泄洪崩堤的场面究竟
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挖掘、复现了数十种抗洪
抢险的传统技艺，包括修堤工艺中的批灰泥
法、砌鱼鳞石法和各种地桩的打法等。

冰河的戏我们是在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去往
青海的黄河古道上拍摄的，最高气温是零下

20 多摄氏度，演员光着脚下水，大家拍得心
惊胆战。在浙江横店，我们建了一大片河务
工地，修了一座很高的堤坝，挖了一条占地
百亩的“黄河”。我经常同时指挥四五百人拍
摄，每天使用几十吨水，大家收工的时候，
头发上都有冰碴。南方的冬天，现场不停地
泼水，阴寒刺骨。即便这样日日苦战，我们
可能也没有达到祖先治河时万分之一的艰
辛，但我们尽力了。

演员们饱满的热情常常让我动容。在这部
剧中，我们试图呈现一个时代的剖面，完成群
像式的勾勒，上到帝王、太皇太后，中到各级

官员，下到普通河工、孤女、读书人。我们采
取了新颖的表现方式，触及以往历史剧里没有
表现过的领域，采用了更有戏剧性、更有张力的
表演方法。

这部剧共拍摄 120 多天，行程数千公里。
从成片的最后一刻到播出前的最后一刻，再到
现在，我的心情如同当初提笔写下剧名的时候
一样，对治河者充满深深的敬意，希望把他们
介绍给所有的人。若他们英灵尚存，不知他们
看到这部作品后能否露出微笑，觉得拙作配得
上他们充满苦楚却风范长存的一生。

（作者系电视剧《天下长河》导演、编剧）

打开国家图书馆建设的网上“中华古籍
资源库”，水墨为底的界面雅致大方，数字
古籍、数字方志、宋人文集、敦煌遗珍……十
余个细分数据库在网页上排开，彰显国家
图书馆特藏的深厚积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
华光。更有哈佛大学善本特藏、法藏敦煌
遗书等馆外资源，让有需求的读者可以一
站式使用多种海内外古籍数据。

日前，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
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6家单
位，在线召开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
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 （件），包括明清
版刻、稿抄本古籍、碑帖拓本等，更可在
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为广大读者和专家
学者的研究利用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
料。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发布数字
化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13万部（件）。

兼顾古籍的“藏”与“用”

将待查的史料原文键入检索框，再根
据检索结果进行古籍版本比对和流变探
讨，这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系博
士生周琪阅读文献、撰写论文时的熟练流
程。“在我看来，数据化的古籍资料覆盖面

广、检索迅速，在查询传世文献和甲骨
文、金文等内容时助力很大，能够在很短
的时间内帮助我厘清史料的版本情况和流
传演变，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我的很
多同学都经常使用古籍数据库。”她这样讲
述自己对古籍数据库的感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浩如
烟海的古籍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思想智
慧和知识体系的载体，更是流淌在我们血
脉中的文化基因。但古籍具有自身的特殊
性，一方面作为文物需要妥善保护，同时
作为文献又必须为读者所用，解决“藏”
与“用”的矛盾对于古籍工作至关重要。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认为：

“古籍数字化是目前解决这对矛盾最好的
办法。”

作为亲历古籍资源持续加快开放共享
的学者，杜泽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难忘经
历：20世纪 90年代初，为完成“四库全书
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在上海图
书馆的走廊里翻阅所需的古籍目录卡片。
上海的夏日高温炎热，他便出去买一根绿
豆冰糕含在口中继续查找。对不少古籍研
究者来说，这样为了查阅文献而奔波各地
不辞辛苦的经历并不陌生。

“ 从 内 部 使 用 到 把 目 录 卡 片 放 在 走

廊，再到把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进步是非
常快的。”杜泽逊说。以国家图书馆为首
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上线，读
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是很重要的一
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节省了许多
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
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让更多人共享古籍资源

古籍对于文脉传承与文化建设意义深
远。在保护的基础上推动古籍传播，让珍
贵的古籍走近普通大众，让更多人共享丰
富的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力量不可或缺。

学术的繁荣离不开学术资料的繁荣，
大量的存世古籍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
通过数字化，可以让这些珍贵的资源为更
多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所用。清华大学科学
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指出，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就是
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这
也体现了现代图书馆服务、共享、开放的
精神。

在日前的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
上，云南省图书馆发布了以史部为主的馆
藏善本 63 部 381 册，图像 50604 拍，其中
包括 《云南通志》《澂江府志》《普洱府
志》《宜良县志》《陆凉州志》 等精品云南
方志、《盘龙江水利图说》《六河图说》

《云南温泉志》《鸡足山志》 等图文并茂的
山水志和 《洞主仙师白喉忌表抉微》《御
纂医宗》 等医家类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是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史
部善本中的特色和精华，更是研究云南历
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其中的医家类文
献多为云南本地医书，其他地区较为少
见。通过古籍数字化，这些极具地方特色
的古籍能够更广泛地为学界和社会公众所
知、所用。

天津图书馆发布的馆藏稿抄本文献数
据版本丰富、内容多样，南京图书馆发布
的清人文集数据库专题性强且罕见，苏州
图书馆发布的馆藏民国报纸数据库收录了
民国期间苏州 18 种地方报纸，中山大学的

碑帖数据库收录馆藏上自秦汉、下迄近代
的珍贵碑帖中的1万余幅……这些地方馆发
布的资源不仅兼顾文物、史料和艺术价
值，更让极具特色的馆藏资源更广泛地惠
及学界和社会。

推动古籍数字化建设

遍布全国的图书馆眼下是中华古籍存
藏的重镇，国家图书馆是其中的优秀代
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
蕾介绍，从 2000 年开始，国家图书馆有计
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陆续建成数字方
志、碑帖精华、宋人文集、甲骨世界等专
题数据库；2007 年起，随着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的实施，国家图书馆不断以自建、征
集、海外合作等多种方式整合汇聚资源。

2020年4月，国家图书馆新版读者门户
上线，整合各类古籍及特藏文献资源统一纳
入“中华古籍资源库”；2021年11月实现免
登录阅览，读者无需注册登录即可进行检
索，古籍资源利用和阅览的效率和速度明显
提升……

从藏之名山到走近大众，数字化为古
籍资源的共享带来了迅速而可观的进步。
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也对古籍数字化的
未来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首都图书馆副馆长胡启军指出，为了让
读者更便利地利用这些资源，还需要进一步
统筹古籍数据库建设，通过优化数据库访问
流程，促进读者无障碍访问，最终全面实现
古籍资源的共享。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
员黄晨认为，未来还应进一步打通不同机
构的相同类型资源，促进古籍资源整合，
实现古籍的“一站式检索”，在技术和资源上
互通有无，让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

此外，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教授姚伯岳更是通过实际案
例，即版本学课程中，学生们所利用的材
料几乎都是来自“中华古籍资源库”，证明
了数字化的优势。他表示，强烈期待进一
步推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古籍数字化学
术研讨工作，将古籍保护的理念更多、更
好地落实为行动。

本报电（记者苗春） 日
前，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中国文艺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 基地主办
的“新十年·新征程 网络视
听内容创新与产业发展”国
际论坛在线上举办，数十位
海内外学界、业界的学者专
家参加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副院长杨乘虎分享了

《中国大学生网络视听收视
和创作调研报告》。报告以
大量翔实的调研数据，展现
了当前中国大学生群体对网
络视听内容的接受与创作情
况以及对网络视听热点现象
的态度。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祝燕南回溯了
中国网络视听的发展历程，
指出网络视听工作者要固
本强基，坚守人民的主体地
位，应时而为，构建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互联网文化。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冯应谦认为，增强
节目在社交媒体的讨论度并关注观众
的反馈，才能使节目更具影响力。

优酷总编辑张丽娜指出，短视频
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倒逼长视频的精进
和改革，生产好内容是长视频迎接挑
战的应对举措。小人物、真英雄、大
情怀正在成为长视频爆款的底色。

美国探索频道亚太地区副总裁魏
克然认为，面对视听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受众的收视习惯正在由过去的

“自助餐”模式向当前的“点餐式”
自主消费模式转变。

韩国综艺节目总编剧朴辉善指
出，流媒体环境下，综艺短、频、快
的内容生产呈现了超越一般电视节目
的创作趋势。创作者有必要运用国际
化、前沿性的视角，探索综艺节目新
的表达方式。

本报电（记者张鹏
禹） 在中国书刊发行业
协会指导下，《2022 年
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
告》（下称“《报告》”）
近 日 在 京 发 布 。《报
告》 显示，2022 年我
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
规模为 871亿元；短视
频电商零售图书码洋
同 比 上 升 42.86%， 码
洋 占 比 赶 超 实 体 书
店，成为新书首发重
要渠道；从整体图书
零售市场前 100名非主
题出版类新书的销量
分布来看，有 43 种新
书在短视频电商的销量
占比超过50%。

《报告》由北京开
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图书零售市场观
测 系 统 数 据 分 析 完
成 。 数 据 显 示 ， 从
2022 年各类图书的码
洋构成看，少儿类是

码洋比重最大的类别，且码洋比重进
一步上升；教辅类码洋比重位居第二；
文学类码洋比重增幅最大。在近两年
的新书中，原创图书占比在提升，原创
新书品种占比从 23.9%上升至 24.5%，
原 创 新 书 码 洋 占 比 从 23.7% 上 升 到
30.1%。2022 年文学、少儿、学术文化
和经济与管理类原创新书品种较多，
均在 6000 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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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 《只此青绿》《五星
出东方》《孔子》 等火出圈的舞剧以
及引发热议的电视综艺 《舞蹈风暴》

《舞千年》 等为代表，舞蹈掀起了国
风热潮。随之而来是审美文化语境的
悄然演变，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
审美的当代回归。对于中国舞蹈的发
展而言，这无疑是创作者和欣赏者共
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立足传
统又面向当代，在中华传统审美和
当代舞蹈创作之间建立一种与时俱
进的默契。

——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北京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许锐谈当代舞
蹈创作

近来，国家深化高等教育学科专
业体系改革，艺术学门类专业目录调
整中的一大亮点是把戏曲与曲艺等传
统艺术门类和一级学科并列，这在戏
曲艺术发展史和戏曲教育发展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抓住契机，加
快中国戏曲学派建设，拓展、丰富和
完善戏曲艺术知识体系，用我们自己
的语言将戏曲内涵总结好梳理好，将
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
精髓提炼好展示好。

——中国戏曲学院党委书记李必
友谈中国戏曲学派建设

年度流行语的形成，是一种朦胧
的观念、情感和思想被一个话语形式
捕捉到了，再经由反复的语言实践逐
渐把对应的观念、情感和思想清晰定
型。这个话语形式的传播，又促使人
们去把各自类似却又有差别的观念、
情感和思想纳入这个话语形式，最终
成为一种类型化表达。从一定意义上
说，流行语替很多人说出想法、情绪、
观点，但我们也应当警惕它是否会影
响人们的深入思考与个性化表达。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徐默凡谈年度流行语的特点

当下，网络文学仍然是影视剧改
编的重要源头。仅以 2022 年整年上
架播出并较有影响的约 50 部网络文
学改编剧为例可以看出，相较于往
年，2022 年“网改剧”的题材更加
丰富，设定也更多元。虽然改编剧类
型繁多，改编成败也不能随意归因，
但如果在网络文学原创内容的发展脉
络上审度，得失仍有迹可循。那就
是：当网络文学影视转化产业链愈加
成熟时，网络文学的升级迭代也更深
入地影响到“网改剧”的面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
玮谈网络文学影视改编

（苗 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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