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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出版，是近年来出版领域关
注与投入的重点领域。包括军事题材
在内的主题出版，也成为新世界出版
社近年来的出版重点。不仅出版了
《中国军事关键词》《军事里的中国史》
等军事题材图书，还专设中国主题图
书海外编辑部项目，在世界舞台上讲
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中国
智慧与中国方案。本期“社长总编访
谈”就相关话题邀请新世界出版社社
长李春凯进行访谈。

记者：军事题材出版是主题出版
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军事题材作品
也是新世界出版社所关注的领域之
一，近年来推出了《中国军事关键词》
多语种版、《军事里的中国史》等。请
您从选题策划、出版形态等方面，谈
谈新世界出版社在军事主题出版上
的部署与构思？

李春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人
民军队是一部厚重而辉煌的历史，更是
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但是目前市面
上缺乏通俗的军事历史作品，大众对军
事历史和军事知识关注较少，普及度不
高。同时军事主题出版是一种专业性
很强的出版。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和
读者素质的不断提升，也对新世界出版
社的主题出版策划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的同时也
要通过精准的阐释和新颖的形式满足
读者的阅读需求、深化读者的认知。

结合以上几点，我社策划出版了
《中国军事关键词》多语种版、《军事里
的中国史》等更适合大众读者的选题，
旨在让海内外读者了解新时代中国国
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推动读者更深刻地
认识到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坚定力量。

记者：近年来，新世界出版社相继
推出“21世纪看中国”系列、“读懂中国
共产党”系列等多语种系列主题出版。
以海外读者为主的主题出版，相较以国
内读者为主的主题出版，具有哪些出版
特色？主要发力点在哪些方面？

李春凯：作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
国家队和对外出版发行事业主力军的
一员，新世界出版社有着较早的外宣
出版和对外宣传经验积淀。2015年
起，在外宣业务板块，新世界出版社从
年出版十几个品种快速发展成为年出
版品种数最高过百、平均年出版量
60-70种的规模，形成了“中国关键
词”系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系列
等比较清晰的多语种图书产品线。近
年来自主策划了“读懂中国共产党”系

列、“今日中国”系列、“外国人看中国”
系列等图书。

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中国的执政理念、发展现状、
文化渊源。集时政性、时代性、时效
性、文化性于一体的主题出版，必然
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抓手，承担起国
际传播的重要任务。新世界出版社
将充分发挥自身在主题出版业务板
块的资源积累和优势，延续此前具有
对外传播潜质的主题出版作品，深度
挖掘海外和国内两个读者群体的共
同需求。在此基础上扩大海外发行
规模，深入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人类发展提供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在国内
市场，新世界出版社还将深入挖掘和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作品，
打造大众读者喜爱的社科历史和文
学艺术作品。

记者：新世界出版社自2016年成
立全国第一家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
部以来，不断深化与海外出版机构的
合作，并持续推进落地出版成果。请
您结合代表性的出版成果与合作案
例，讲述新世界出版社在推动中国主
题图书海外编辑部项目运营上积累了
哪些经验？未来有哪些发展趋向？

李春凯：2017年至今，我社与海外
出版社签约成立了19家中国主题海外
编辑部，启动了105种图书项目，在海
外落地出版了80余种图书。借助当地
合作方的渠道等优势推动中国主题图
书在海外落地出版，不断扩大中国主题
在海外市场的销售规模，例如加拿大编
辑部的图书通过亚马逊全球、易趣、巴
诺书店等北美主要发行渠道进行销售；

黎巴嫩编辑部图书的发行范围涵盖中东
及北非的阿拉伯语国家等。

同时我社扩大了国际合作中数字出版
的数量和范围，挖掘出版内容资源潜力，加
快已有出版资源数字化开发和利用，比如
与土耳其、印度等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图书
大部分都制作了电子书、有声书，为图书内
容在海外的传播提供更多便利。

未来我社将持续加强海外编辑部建
设，优化国际合作出版的地区、国别和语
种布局。选择重点合作对象，以共同策
划选题为抓手，提升海外合作质量水
平。拓展与对象国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合
作，扩大中华文化主题图书的国际市场
影响力。

记者：新世界出版社作为我国主要
对外出版机构之一，70多年来推出了许
多广受海外读者欢迎的图书。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您认为新时代出版社应如何
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李春凯：新世界出版社的出版事业
一直在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中不断前进
发展。作为国内较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
出版社，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传播
好中国声音方面，新世界出版社一直在
不断探索新的方式。例如策划了以外国
人视角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人看中国”系
列，还有多语种对照、小开本方便携带的

“中国关键词”系列。这些产品线，无论
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创新，
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的
推崇和喜爱。

未来新世界出版社将以讲好中国故
事为着力点，精细研究海外受众需求，精
心策划对外出版选题，重点围绕当代中
国题材和中华优秀文化，加强整体策划，
设计、完善和优化对外出版产品线，给读
者们带来更多优质的选题。

用出版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访新世界出版社社长李春凯

本报记者 张丽

依山而建的兴福寺，古木苍郁，曲
径通幽。400年岁月风霜的涤荡，让前
来拜谒的人心生祥和。山谷间，回荡着
中国福建省所捐赠“世界和平钟”的梵
音，浑厚、悠远、绵长，带来警醒与沉
静的力量，同时也将中日文化交流与中
日人民友谊长存的故事向世人传唱。

2021 年 11 月 14 日，隐元禅师的
禅身道影重现在他无数次留下足痕地方
——应日本长崎县邀请，由我创作的雕
塑《隐元禅师像》落成并永久安放于拥
有 400 年历史的长崎古寺东明山兴福
寺。雕塑总高 3.28米，青铜铸就，基
座上镌刻着日本著名篆刻家师村妙石的
题字“隐元禅师像”。这位为中日文化
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僧，再次深情地
凝视着这片他生活、修行、传法、传艺
的土地。

一

1654年，隐元禅师应日本长崎兴
福寺住持逸然的恳请，以63岁高龄率
弟子20余人东渡日本，先后住持长崎
兴福寺和崇福寺、摄津普门禅寺、宇治
黄檗寺，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鼻祖。
日本黄檗宗法脉是中华禅的海外嫡传，
与临济宗、曹洞宗鼎足并称日本禅宗三
大系。其禅净融合之风与丰富的教化形
式，使日本佛教再度拥有了蓬勃活力。

隐元禅师不仅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
展，也传播了中华优秀文化。他本人擅
长诗文、书法、绘画，在日本文化界享
有盛名，其门下法子、法孙多擅书画，影
响广泛。隐元禅师的到来，还丰富了日本
的饮食文化和茶文化。如家喻户晓的隐
元豆、“普茶料理”、煎茶等。特别是隐元
禅师邀请泉州佛工范道生前往日本塑造
佛像，为日本的雕塑艺术提供了新的参
照系。可以说，隐元禅师的弘法实践深广
精微，极具辐射力与穿透力，甚至参与了
整个日本社会文明的深层构建。

2015 年 5 月 23 日 ，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

“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
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时过境迁，斯人远去。隐元禅师已
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符
号，但他所传之法、所弘之道，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为中日两国文化共通
的精神频率和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他对

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日友谊所作的贡
献，则成为两国文明互鉴史上的一座不朽
丰碑！

二

我深深感佩隐元禅师的人格力量与精
神魅力，在接受创作邀约之后，一直思考
要如何塑造这位高僧大德。

流传至今的图像文献资料中，有不少
隐元禅师的画像和塑像，为我提供了参考
依据。我在参照遗存实物和文献记载的基
础上，从精神的高度和文化的厚度出发，
塑造心目中的隐元禅师形象。

关于造型创意，我首先融入了“云”
“水”的意象。理由有二：一是，禅宗文
化中，云、水是最典型的意象符号。隐元
禅师就曾作诗《小溪又咏》：“送客一溪流
水，接人几片闲云。去往无拘无束，何妨
分而不分。”诗中的云、水意象作为自在
解脱的符号，与诗情禅境交融冥契，寓示
了内心的空寂澄明与精神的超然物外。所
以，我有意识地强化了隐元禅师僧服袖袍
的宽大，使之犹似太清片云；而僧服上的
衣纹，则仿佛水面一道道轻泛的涟漪。
云、水浑然一体，象征禅师“本心无住”
的通脱无碍境界。二是，云、水意象还能
体现一个人从心灵到生活的自由与圆融。
唐代儒学家李翱曾问道于药山禅师，得

“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开示而证悟。隐元
禅师面对重重困难险阻，年逾六旬仍远离
故土传法弘道，其目标之坚定、意志之坚
毅、心态之从容、境界之旷达，视生活如
修行、以烦恼作菩提，完全符合禅宗思想
中云、水的辩证关系和精神意涵。

人物姿态方面，我亦有自己的考量。
目前，能见到的隐元禅师像多是坐姿。但
我认为，世人心中的隐元禅师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立姿会让他的形象更显高大。
而且，立姿寓动于静，随时都会迈步前
行，更匹配于大禅师一生在多地传法，造
福于民之善举。我还强调了作品整体轮廓
的简洁朴素，以折射隐元禅师的非凡定
力。远远望去，隐元禅师致虚守静、如如
不动，其稳衡的身体如一座巍巍高山，与
道道衣纹形成线面互生、动静相映之态，
既赋予作品动静不二、等量齐观的哲性含
义，又为审美体验平添了几分逸趣。

竹，亦是佛教文化中的重要意象。隐
元禅师手中，握着一根竹杖，我将其设计
得格外直、格外长，接天连地，溯古通今，包
容万象，像一个大写的“一”字。此“一”上接
中华文化之煌煌大道，下结华夏文明之累
累硕果，乃隐元禅师心怀无量慈悲与非凡
智慧进行传法的表征。同时，竹还以性直、
本固、心空、节贞之性与刚、柔、义、谦、贤之
德，寄托着儒家君子的人格理想。隐元禅师
一直强调要会通儒、佛，他的一生，时时践
行着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的道德信条。由是，我塑造隐元法师面容
时，不仅反映禅宗义理影响下随缘卷舒的
性格，还凸显其内蕴生命能量和光芒的儒
者风骨——顶相尊贵，精神矍铄，谦逊睿
智，泰然自若，因化解世间七情而双唇紧
闭，缘抛弃纷飞妄念而面露法喜，周身洋
溢着坚毅决然的意志力，给观者绵绵不绝
的感动和梦想。

时隔368年后的今天，隐元禅师肩负
着历史的成就与时代的使命，再度成为中
日文化交流的津梁。那云、水之意象，也
早已不是传统禅宗文化中的闲云野泉，而
是新时代气势磅礴的云山海涛。它们将与
禅师像一道，永久见证中日两国人民世代
友好之树常青，友谊之花常开！

三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有着割舍
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汉朝时期，中日间便开始交往。到唐
代，日本派大量留学生、遣唐使来华，将
大唐制度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传回国内，并
根据汉字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
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鉴真、空海、阿
倍仲麻吕等广为两国人民所熟知的友好使
者。及至宋元，日本画家深入学习中国文
人画，进而本土化而形成“大和绘”。近
现代，日本的文学艺术亦是近现代中国文
学家、艺术家的学习对象，如赵朴初、钟
敬文就通过借鉴日本俳句而创造了“汉
俳”。李叔同、陈师曾、高剑父、陈之
佛、傅抱石等画家的画风，与日本绘画也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日两国所采取
的现代化策略本质上亦有相通之处。中国
提出的“洋为中用”与日本提出的“和魂洋
才”，皆结合现实国情，有选择性吸收西方
现代文化，走上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中日文化传统有如此多的相同、相通
之处，其中心怀感恩，知恩图报，则是两
国人民共同推崇的美好品质。2020年初
春，中国遭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日本长崎县立刻提供援助，支持中国抗
疫。那些援华物资包裹上，印着“崎岖
路，长情在”六个字，感人肺腑。同年6
月，中国“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向长崎县回赠了大量抗疫物资，并毫无保
留地分享防疫和诊疗经验。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用历史
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方可不忘初心而得始
终。在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
年之际，相信我们回顾、研究隐元禅师传法
的文化成果，梳理、总结隐元禅师的经历经
验，继承、发扬隐元禅师义举善缘，不仅可
以为新时代中日文化交流提供力量和示
范，还能够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产
生更现实、更普遍、更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
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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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世界讲好现代的中国故
事？苗勇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
以中国现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
改造运动的开创者晏阳初一生的经
历，向人们讲述了一位具有英雄情结
的平凡人，以及具有平凡人经历的英
雄的故事。作者为中国现代重要历史
人物作传，以非虚构方式向世界讲述
了一个现代的中国故事，让世界认识

到这位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者，具有
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
文化传播方面开拓出了一条新路径。
作者在文本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体
现在对晏阳初教育思想的形象演绎、
对晏阳初人格精神的高度仰望、对晏
阳初探索气度的充分肯定和对晏阳初
人生经历的整体描述四个方面。

对晏阳初教育思想的形象演绎。晏
阳初是现代中国一位以提倡和实践平民
教育而出名的教育大家，同时也是现代
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提出者与实干家，
兼具思想家和实干家的双重身份。他对
于中国教育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平民教
育，《晏阳初》对于其思想不是以总结与
论述的方式展开，而是以故事讲述和形
象塑造的方式演绎。特别是在“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学的方式是
适宜的，因为故事还是需要讲述的，并且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动情的、具有感染力
和震撼力的形象讲述与展示。

对晏阳初人格精神的高度仰望。

晏阳初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的中国现
代平民教育家。他以实践的方式而证
明了他的思想与能力。在许多重要历
史关头，他身上所具有的高贵人格精
神和道德情操全部体现出来。比如当
平民教育总会的100多名同事随他来
到河北定县，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到
一年时间许多人回到北平及其他大城
市，他对此没有加以阻拦，并且尽其所
能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体现出大
度的人生情怀。晏阳初并不是完美无缺
的历史人物，在这本书中也不是高大全
的艺术形象，但是晏阳初是一个作者所
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认为其有着极强
的道德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作者为了
写好这部作品，曾经竭尽全力地收集关
于传主的资料，体验晏阳初一生之所体
验，以十年磨一剑的执著，终于完成了
这部厚近50万字的著作。

对晏阳初探索气度的充分肯定。
晏阳初的一生是具有探索性的一生，
对于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对

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平民教育和乡
村改造，都体现了他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晏阳初》以他的人生线索为经，以他的
主要事迹为纬，经纬交织地叙述了他一
生的探索历程和心路，并充分展示了这
种探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晏阳
初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与复杂的故事，
作者却从他平凡的一生中发掘出了许多
亮点，成为这部书的可圈可点之处，让读
者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对晏阳初人生经历的整体叙述。作
者以晏阳初的一生为主线，按照时间线
索叙述其勇于实践、探索、进取并富有成
果的人生故事，前后正好100年。作者以
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较为全面地、细致
地交代了晏阳初的一生，几乎所有方面
都有所交代、介绍，有所回顾、关照，当然
有重点、有亮点地进行了发掘，以便让外
国读者有一种整体性的印象与全局性的
认知。由于传主一生到过的地方很多，各
地情况有所不同，况且有的事件又已过
去100多年，同时，传主一生所涉人与事
也相当复杂，再加上存在文化差异问题，
这样的中国故事讲述也有相当难度。苗
勇迎难而上，经过10年的努力，数易其
稿，终于完成整体讲述以晏阳初为中心
的现代中国教育故事的重任，给世人留
下了许多重要启示。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

讲好现代的中国故事
——谈苗勇《晏阳初》的文本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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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永新《书香政协满庭芳》，感
慨系之，感佩不已。读思永新，境界永
新，每年一厚本，连续16年，这是一种
什么精神？这种韧性而持久的坚持乃
我仅见。我多年前就记住了作者的一
句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
阅读史。阅读不难，几十年如一日难，
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两会”尤其难。

这本书带给我一点最大的启示，
那就是：世事喧嚣，百年变局；明月清
风，不劳寻觅。花繁柳密处拨得开，
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
脚跟。

摆在我面前的书是一本委员的履
职史。这本书囊括“两会手记”“年度
提案”“调研手记”“社情民意”“参政之
声”“议政网事”“媒体关注”七个部分，
记录了作者在2020年的读书工作实
况等。己亥末庚子初，一场新冠肺炎
疫情突袭大江南北。每临大事有静

气。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难忘日子里，一个别开生面的“防控
疫情读书会”在移动履职平台试水启
航，永新兄荣任群主。在这个群里，我
呼吸着“四由三度”的空气：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由疫而治、由内而外；思想
的厚度、资政的高度、民生的温度。永
新群主调和鼎鼐，众委员踊跃参与，那
种热烈的气氛、畅意的讨论、积极的建
言，印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我想，心中
有光，脚下有路，读书也就有了方向和
力量。

摆在我面前的书是一本民间的
“两会”史。正如作者体验性自道：如
果“两会”是中国人的“政治春节”的
话，提案则是不可缺少的“年货”。我
连续多年细读永新兄的“年货”，重点
中有亮点，高度中有温度，精研中有精
华。基于教育阅读，扩及民生文化。
倾听时代的声音，透视问题的要害，找

到切实的对策。我注意到，有的提案
一以贯之，颇有“不信东风唤不回”的
坚定态度与勇毅追求。当下是移动互
联时代，政协委员要运用网络察民情、
解民意，要与媒体传播互动，发出好声
音，传递正能量，永新兄认为这是委员
履职的重要路径，乐此不疲，绵绵用
力，有声有色。新时代政协委员应该
是什么样子？“两会”展现了怎样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也许我们从这本
书中找到一些答案。

摆在我面前的书是一本中国知识
分子家国情怀心灵史。致广大而尽精
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粹点点滴滴注入中国知识分子
心头。我从永新兄的笔记中，触到了
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的脉络，

感受到了为党分忧、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的光荣使命，感受到了砥砺情怀、不易操
守、孜孜以求的赤子之心。

回到读书。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汲取

“政协力量”，从世界文化中汲取科学、理
性和文明的滋养，转化为“委员声音”“委
员气质”，向着凝聚共识和建言资政聚焦
发力，始终对准梦想、责任和复兴的历史
航向。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
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委员气质”是怎样炼成的？
张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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