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繁荣的追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繁荣的追寻>>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2120

10位ISBN编号：720808212X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兰英，肖春飞 著

页数：2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繁荣的追寻>>

内容概要

　　《文化繁荣的追寻》概述了改革开放30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成就，研究阐述了新闻出版、广播
影视、文学艺术、网络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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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导言一（一）阿诗玛，你在哪里？
（二）&ldquo;荒煤，我是演员！
&rdquo;（三）重放的鲜花二（一）&ldquo;出土文物&rdquo;的欢笑（二）他，微笑着轻轻吐出一口烟
来（三）四项基本原则被写进党章三（一）它们，属于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二）看洛阳纸贵，乘风
行，飞南北（三）新时期第一波文学浪潮，汹涌澎湃（四）丝路花雨（五）思想解放的产物和解放思
想的动力（六）一个老人的随想四（一）用一个鸡蛋的价钱走进电影院&mdash;&mdash;提升全民素质
（二）遍及文化各个领域的政府奖&mdash;&mdash;尊重文化、尊重文化人（三）此起彼落的文化艺术
节&mdash;&mdash;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平台五（一）蜂拥而入的西方学术流派（二）北岛和朦胧诗（三
）《泼水节&middot;生命的赞歌》和&ldquo;'85新潮&rdquo;（四）崔健和摇滚乐（五）先锋文学和寻
根文学（六）重写文学史六（一）一天一天守着，等着那熟悉的旋律响起（二）怀念，成为挥之不去
的情结（三）这座文化长城，分外雄壮（四）那个头上飘着三根头发的&ldquo;三毛&rdquo;，走上了
法庭七（一）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二）搏击于改革大潮中（三）走进中南海（四）营造宽松和谐的
学术环境（五）第二学术界八（一）黄贻钧和纳坦&middot;斯登堡（二）周小燕和她的学生（三
）&ldquo;演义&rdquo;文化&ldquo;三国&rdquo;（四）此起彼落的中国文化年、文化节（五）实
施&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九（一）改革之潮，一波逐一波（二）改革的期待，越来越迫切（三）
试水，各显神通（四）建立一批实力雄厚的文化企业集团十（一）文化产业，从思想解放到政策突破
（二）文化产业，东部、中部与西部的不同路径（三）创意产业：乱花渐欲迷人眼（四）文化产业，
必将大发展十一（一）新概念和&ldquo;80后&rdquo;：文坛新生代（二）中国动漫：成长的喜悦与烦
恼（三）网络：虚拟生活的精彩与无奈（四）网络文学：技术改变文化十二（一）新世纪文明图谱，
中华文明是主角之一（二）孔子学院：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三）风起云涌国学热（四）国家领导人
演讲中的先进文化十三（一）孙家正：构建和谐社会，文化是灵魂（二）燃起民族文化的火焰（三）
实施文化品牌战略（四）多元：和谐文化的文明图景（五）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十四（一）文化新时
代的自觉与自信（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三）百姓家门口的教育大平台（四）感动中
国（五）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六）理论热点面对老百姓（七）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光照千秋（八）美
丽中国画卷，世界惊叹十五（一）我们的文化符号缺失了什么（二）国家文化安全（三）&ldquo;恶
搞&rdquo;搞掉了什么（四）学术腐败何时了（五）&ldquo;文化炮仗&rdquo;何时休（六）缺失的文化
人责任意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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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项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完成，构筑起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长城。
1991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孕育了16年，才得以分娩。
在联合国使用的中英文对照词典，长期来是林语堂先生1936年编著的。
由新中国编著一部高质量的《英汉大词典》，就成了党中央和千千万万学子结在心中的长久心愿。
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和关心下，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工作，被列入国家中外语文词典计划
中最重要的项目，同时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ldquo;七五&rdquo;规划重点项目。
陆谷孙教授那一年35岁，是复旦大学外语系出名的业务尖子，他被调到了《英汉大词典》编辑部。
1986年，编纂工作进入最为艰难时期，他又临危受命，出任主编工作。
上任第一天，陆谷孙向公众宣布对自己的三条约束：一、不出国；二、不写其他书；三、不在外面固
定兼课。
像他这样在外语界出了名的大家，出国、出书、兼课，随时都有机会。
海内外舆论认为，陆谷孙先生的英语代表国家水平。
《英汉大词典》出版后，很快成为联合国用书，在世界广受赞扬。
　　一项一项文化重点工程，正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注和高度重视下，在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无私奉
献下完成的。
　　上世纪50年代，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北非一个小国向中国赠送了一部大部头词典。
而我们回赠的却是一本只有巴掌大小的《新华词典》。
&ldquo;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rdquo;，这样的尴尬，让每一个知情的中国人心里不好受。
我们一定要有一部完整反映本民族语言的大型工具书。
也是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汉语大词典》开始了编纂工作。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五省一市，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
为保证《汉语大词典》顺利编纂、出版，国务院、中央办公厅三次发文给予支持和协调。
1986年，《汉语大词典》第一卷出版。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翻着新书，写下这样一段意义深刻的话：&ldquo;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汉语大词典》都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它的出版发行具有重大意义。
这类词典集民族语言之大成，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一般都被看作是国家荣誉和民族自
立的象征，所以历来都受到本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
我们中国是一个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伟大民族，更何况全世界有十多亿人使用汉语，我们应该有一
部能反映汉语全貌的大型词典。
&rdquo;　　《汉语大词典》经历了18年的编纂工作，1993年出齐，共12卷。
但是，编纂组不少成员，没有等到大功告成、功德圆满的这一日。
有47位专家学者先后逝世。
陈瀚伯、边春光、陈立人、孙家遂、杨云、孔成久等人，都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
劳累，使他们缩短了自己的生命，却建筑了永久的文化生命&mdash;&mdash;《汉语大词典》。
编辑何庆善做诗《苦战吟》，记录了当时的情景：&ldquo;朝查二十四史，暮索十三经。
字字追原委，词词取证明。
疑义相与析，毫芒辨饾订。
审定复审定，攻瑕涤垢尘。
一词未妥帖，寝食不安宁。
日攻未能下，夜战再挑灯。
暑战汗流面，冬攻袖结冰。
汉典十二卷，字字汗铸成。
&rdquo;　　我国学术界的另一项重大文化工程&mdash;&mdash;《中国大百科全书》，也在1993年的秋
天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有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的设想和计划，并列入&ldquo;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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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rdquo;。
但是，始终未能实现。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正式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列入国家规划的重点文化工
程。
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上海分社，邓小平同志题写了社名，胡乔木同志任总编委
会主任。
全国2万余名各界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工程的缔造。
经过15年的努力，这项工程胜利竣工。
《中国大百科全书》共74卷、1.25亿字。
全书按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66个门类分卷，配有15000幅插图、49765
幅图表。
全书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古今中外一切重要的基本知识，荟萃了当代重要文化科技成果，收录了80年代
以来各个领域的最新信息。
对中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都有专题介绍。
这是一部具有知识性、科学性、权威性的当代中国最大的百科工具书。
它的出版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座丰碑。
　　《国歌》说：&ldquo;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rdquo;虽然没有枪林弹雨，这一部部重点文化工程构起的新的文化长城，同样是知识分子用血汗筑成
的。
他们是伟大的，值得人们尊敬和骄傲的。
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编
写组全体人员。
　　如果说，《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是中国学人为新中国文化所
做的创造性工程。
那么，《续修四库全书》、《夏商周断代史》等，则是当代学人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上最大的建树
。
《四库全书》是清代中期政府组织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丛书。
中华文明史上，历代各科领域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收受其内。
全书分经、史、子、集等四大部分，共45类、3400余种。
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都曾呼吁和倡议过，继续编
纂《四库全书》，但是从未实现过。
　　1994年7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全国学术力量，成立《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
员会。
如此，泱泱中华的古典文献，在当代学人的辛勤工作下，又进行了一次大清点、大梳理、大汇集。
乾隆以前的一些学术价值很高，但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所谓禁书，这次不少得以归入出版。
戏曲、小说类古书，被《四库全书》排斥以外。
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续修四库全书》全部予以收入。
乾隆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书籍，是这次续修的重点。
因此，近代中国200年的学术文化发展概况，也得到一次完整归纳与总结。
《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体例与《四库全书》一致，分经、史、子、集等四部。
值得张扬的是，《续修四库全书》的规模比《四库全书》还要大，共收书5000余种，是《四库全书》
的1.5倍。
《续修四库全书》所选书目，大多学术价值高、版本价值高。
有不少是稀本、珍本、善本，甚至是孤本。
1995年8月，首批232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线装书局联合出版。
全部《续修四库全书》于2000年出齐。
《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与《四库全书》一起，构成了一座中华古籍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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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ldquo;夏商周断代工程&rdquo;领导小组。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古史年表可依据的绝对年代，一直是始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ldquo;共
和&rdquo;元年。
这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
考古工作的成果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诸多足以表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遗迹。
但是，夏代的年代基本框架、商代前期的可靠的年代框架，都难以定夺，无法估定。
&ldquo;夏商周断代工程&rdquo;的启动，是追溯一段中国历史，更是一项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重大工程
。
&ldquo;夏商周断代工程&rdquo;领导小组，由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北京大学考古
系主任李伯谦、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组成专家组。
李学勤任组长。
这项工程不仅搞清了历史，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报道，这项工程已经取得多项成果。
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研究员刘次沅博士，主持研究的是&ldquo;夏商周断代史&rdquo;中&ldquo;懿王元年
天再旦&rdquo;专题。
&ldquo;懿王元年天再旦&rdquo;是古书《竹书纪年》中的一句。
懿王是周代的一个君王。
懿王元年是从&ldquo;天再旦&rdquo;开始的。
&ldquo;天再旦&rdquo;究竟是什么？
古书中没有解释。
刘博士的研究表明，&ldquo;天再旦&rdquo;是一种天文现象，依据古代日食的天光亮度计算，继而确
定出懿王元年的确切年代。
这一研究发现，把我国纪年史公元前841年，向前推了半个多世纪。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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