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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第二个10年的开局
之年。10多年来，围绕服务国家

发展大局，依托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
“教师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图书档案出
版”三个联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以
下简称“陕西师大社”）通过版权输出、平
台搭建、海外设点，多渠道、多角度讲好中
国故事、陕西故事，推动大学出版、陕西出
版的“走出去”工作高质量发展。

聚焦“一带一路”研究成果，陕西师
大社先后策划出版《丝绸之路通鉴》（20
卷）、《全球空间与“一带一路”研究》（5
卷）等近百种图书；与20余个“一带一路”
国家的50余家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特
别是“十三五”以来输出的版权图书品种
中，超90%输出“一带一路”国家，涉及乌
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土耳其语等12个语
种，成效显著，在促进“一带一路”出版合
作走深走实、落地落细方面积累了宝贵
经验。

深耕精品：
挖掘优质外向型原创产品

建社近40年来，陕西师大社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充分
发挥高校出版工作的重要功能，将推出
优秀出版物作为中心环节，发挥精品带
动作用，成效显著，先后有800余种图书
和教材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大奖，多个项
目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获得
国家出版资金资助及陕西省出版资金资
助。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陕西地域
文化的深度融合、延安红色文化的弘扬
与传承、丝路文化高地建设等特色主题，
陕西师大社一手抓优势地域资源的深度
挖掘和高效盘活，一手抓优质作者资源
的精心培育和长期积累，进而储备了一
批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风采、弘
扬千年丝路文明、宣传中国式现代化成
就的外向型原创产品。

《在西北局的日子里》是“十二五”国
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红色延安口述·历史”丛书中的
一种，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西北局
老同志在西北局工作和生活期间的亲
历、亲见、亲闻，提供了大量一手珍贵资
料。该书中文版推出后，又分别联合韩
国东文选出版社和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
版集团成功输出韩文版和英文版，让世

界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和伟大实践，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
人民的精神风貌。

《诗说中国》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陕西出版资金精品项
目，该丛书一套九卷，精选近6000首古
典诗词，以解读诗歌来阐释中国传统文
化，出版后被评为陕西省全民阅读“陕版
十佳”图书。其以丛书形式整体输出俄
语版权，2018年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
广计划”翻译资助项目，后被中国出版
协会“一带一路”出版工作委员会评为
2020年首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优秀
案例。正如丛书主编薛保勤所言：《诗
说中国》作为别样的中国史，俄语版的
出版发行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
又一可喜收获。

《中亚往事》是作家高建群根据自己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从军经历和多次丝
绸之路文化的考察见闻，书写的一部兼具
传奇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草原英雄大
传。该书先后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教育部2023年主题出
版重点项目、国家出版基金2024年主题出
版项目、陕西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入选
2024年7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入围平
遥国际电影展“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
单元推荐作品。这也是我社集合各方力
量、全力推向海外市场的重磅作品。

深化布局：
搭建版权开发合作平台

积极开发和利用版权资源，是“走出
去”的基础。陕西师大社高度重视版权
开发与合作，大力提升版权管理能力和
水平，10年来先后被授予“陕西省版权示
范单位”“全国版权示范单位”“中国版权
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中国版权突出贡
献奖”，连续多次荣列“中国图书海外馆
藏影响力100强”。版权工作成绩的取
得，得益于陕西师大社“对内两个准备、
对外两个坚持”的有力举措。

对内做好夯实制度建设准备，做好
培养专业人才准备。一方面持续创新和
完善版权管理制度和办法，设置专职版
权管理岗位规范版权登记与开发，设立
国际合作部负责版权项目实施及境内外
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激活编辑参与主
动性，设立专项奖励，对自主引进及输出
项目给予扶持和激励，同时强化版权理

论和实操培训，提升全
员版权意识。

对外坚持拓展合作
渠道，坚持共建翻译平
台。2017 年起，由陕西
师大社牵头，先后与国
内外高校、研究院（所）、
行业协会、出版集团等
机构共建了“丝绸之路”
俄语翻译出版基地、“文
化文学‘走出去’”译介
出版基地、“一带一路”
小语种翻译出版基地，

后又合作成立了陕西省第一家中国主题
图书海外编辑部。同时，依托学校丝绸
之路“图书档案出版联盟”平台，集聚优
质资源，发挥好国际化平台的牵引带动
作用，开展交流合作，扩大影响。通过平
台搭建和运行，我社团结了一批具备

“高、精、尖、专”能力的海内外汉学家、翻
译家等合作伙伴，大大提高了图书翻译
品质，丰富了输出品种，为对外出版“走
出去”“走进去”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深研政策：
借力国家对外出版扶持项目

陕西师大社充分借力国家利好政
策，10多年来每年都有图书获得“丝路书
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
当代作品翻译”等国家级对外翻译出版
重点工程资助，截至目前，资助项目总量
近50种，居大学社和全省行业领先位置。

在各类国家对外出版资助项目中，
“丝路书香工程”是针对“一带一路”国家
出版的专项重点工程，也是助力陕西师大
社更精准、更高效地打开“一带一路”国家
大门的“金钥匙”。为此，陕西师大社聚焦
优质内容，深入研究政策要求，强化统筹
协调，积极开发选题，认真组织申报，2018
年起共有21种图书入选“丝路书香工程”。

在入选项目中，紧紧围绕两个出版方
向。一是持续打造丝路主题图书矩阵。包
括《丝绸之路与文明交往》《国家名片上的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千年史》《丝绸之路上
的体育交流与发展》《河西走廊：西部神话
与华夏源流》等多种丝路主题优秀图书，涉
及阿拉伯语等4个语种。这些丝路主题图
书从文化、历史、地理、艺术、考古等多角度
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古今传承。二是不
断增强“文学陕军”品牌国际影响力，以文
化文学“走出去”翻译出版基地为依托，将
贾平凹、高建群、陈彦、红柯等陕西著名作
家作品推向国际市场。其中，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陈彦的《主角》已成功输出俄语、意
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版权，《装台》
输出俄语版权，《西京故事》输出白俄罗斯
语版权，“陈彦主题图书整体打包多语种持
续海外输出与国际营销”项目获评第二届

“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红柯的作品也输出多个语种，获
得多方好评，“《狼嗥：红柯中短篇小说集》
英文版、俄文版、阿拉伯文版、乌克兰文版
版权输出与国际营销”获评第五届“一带一
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

深挖潜质：
推动数字化多样态产品开发

在做好“一带一路”图书成果出版
的基础上，陕西师大社坚持融合创新、
多元开发，实现由单一图书产品向数字
资源库、影视、有声书等多样态产品的
综合开发转变。

由陕西师大社自主开发的“丝绸之
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是针对丝绸
之路经济带复杂的地理环境与民族特性

构建的多要素数据库。该项目于2015年
获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入
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度数字出版精
品遴选推荐计划和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
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2022年入选“十四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电子音像出版物规
划，2024年获评第七届中国数字出版创
新发展论坛创新案例。经过8年多的调
整完善，该科研平台业已成为辅助决策、
开展研究、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由陕西师大社联合策划的大型史诗
全息展演纪录片《丝路大遗址》，运用数
字化技术和丰富的视听语言还原国内段
陆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从形成到兴盛
的历史演变，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伟
大意义。它不只是一部纪录片，更是复
现大遗址活态丝路文明的浩大工程。该
项目于2019年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后入选“十四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音像制品出版规
划。2024年6月，《丝路大遗址》首映礼隆
重举行，并在腾讯、爱奇艺、优酷视频网
站平台播出，联合海内外媒体进行全面
推广，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魅力。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技术
创新与出版实践的有机结合是当务之
急，也是有效之举。陕西师大社将推动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作为重中之重，
以此更好地促进国际出版交流合作，推
动出版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陕西师大
社提出了“建成中国一流出版社、出版中
国一流好书刊”的“双一流”愿景。未来，
在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升级道
路上，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实践中，陕
西师大社将不遗余力，以饱满的创新力、
续航力、执行力持续前行，瞄准全国出版

“走出去”第一方阵目标，不断突破，多作
贡献。IP

（本文第一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总社社长，第二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总编室主任）

■刘东风 许雯

刘东风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社长

刘东风：
深耕“一带一路”主题 服务大学出版“走出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论坛暨《全球空间与“一
带一路”研究》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