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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发布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中国作家协会 3 月 1 日在湖南
长沙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
（2021 年度），30 部网络文学作品和
10位新人作家上榜。

据悉，2021 年榜单原定于 2022
年发布，因疫情原因改在 2023 年发
布。本次发布的影响力榜包括网络
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
人榜。

网络小说榜上榜作品既有《生
命之巅》等现实题材作品，也有《不
让江山》等历史题材小说，又有《星
辰与灰烬》等体育题材力作，导向正

确、题材丰富、质量上乘。
IP 影响榜上榜作品中，既有改

编成影视作品的《雪中悍刀行》，也
有改编成动漫的《第一序列》等，不
拘一格，形式多样。

在“网文出海”大潮中扬帆远航
的《惜花芷》《重启之极海听雷》等作
品深受海外读者喜爱，入选海外传
播榜。刘金龙、耳东兔子、三九音域
等10位“90后”网络作家以良好的创
作势头在众多新人作家中脱颖而
出。

与往届相比，此次上榜作品质

量显著提升，现实题材作品成为新
亮点。与此同时，网络文学 IP 的放
大效应突显，作品质量口碑俱佳，社
会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在海外传播中受到海外“Z 世
代”读者喜爱，被北美、东南亚年轻
人“追更”。

据介绍，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影
响力榜，旨在树立标杆，强化引导，
推动网络文学在文学创作、IP改编、
国际传播、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高
质量发展。

（来 源：新华网）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
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
现”。近日，“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展”开幕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249种、382
件分藏于各处的“四大发现”珍贵文物首次荟
萃一堂，带领广大观众一同溯源中国历史、探
索中华文脉。

“本次展览从专业的角度解读史料，挖掘
文献价值，用创新的形式展示文物，讲述历史
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精神
特质，凸显出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典籍文
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
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熊远明说。

感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从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
文字系统甲骨文，到生动展现汉代戍边吏卒工
作生活面貌的居延汉简，从有着“中国中古时
代的百科全书”美誉的敦煌遗书，到中国历史
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明清
档案，在本次展览中，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生
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在“殷墟甲骨”专题中，记载商王田猎，猎
获麋鹿和兔的龟腹甲残片甲骨2174，上面的

“兔”字象形基本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
形表现出来，十分生动传神；国家图书馆所藏
甲骨中尺寸最大、字数最多的甲骨5405，长43.5
厘米，宽24厘米，共218字，内容为向殷先公和
山神祭祀；甲骨5509记录了商代日食，是世界
上最早的日食记载之一……

明清档案是中国明清时期社会发展史的
多方位记载。“明清档案”专题从政令文书、古
代舆图、宫廷生活、史册典籍四个方面，精选不
同类型的珍贵档案进行集中展示。

难得一见的展品体现出档案在见证大事、
传递信息、记录生活、记载历史中发挥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

探究古代生活古人志趣

描摹古代生活日常、探寻古人情志意趣，
是这个展览的一大特色。

“殷墟甲骨”专题详细讲述了甲骨的契刻
载体、整治过程、书写契刻方式及工具，图文并
茂地列举了象形、指事、会意等甲骨文的构造
法则；用图表的形式展示了甲骨占卜的程序、

甲骨卜辞的完整结构，揭开甲骨占卜的神秘面
纱……

居延汉简是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
简牍，大部分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文书，一小
部分为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真实生动地展
现了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的工作生活面貌。甘
肃简牍博物馆藏《塞上烽火品约》（仿制品），是
匈奴入侵居延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警报信号
的规定，示警办法包括了举示烽火、燃烧积薪
等。

敦煌遗书展示了中古时期我国社会、经济、
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情
况。此次展出的海内孤本吐蕃统治时期（8—
9 世纪）写本《李陵变文》，是唐贞元二年吐蕃
占领沙州后，汉志不灭的沙州人呕心沥血之作，
寄托了沙州人痛苦、哀怨、愤懑、不甘的情感。

中国纸质古籍的大部分装帧形式都能在
敦煌遗书中找到样本或雏形，观众可以在这里
大饱眼福，一览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缝缀
装等不同装帧形式。

沉浸式陈展让古籍“活起来”

在“殷墟甲骨”专题展厅，设置了“立体画
卷”“姓属林”“模拟占卜场景区”，利用空间立
体复原以及声光电相结合的手段，带给观众全
新的体验。“古人使用的文字竟和我们现
在的如此相似”“我们一笔一画写
下的文字承载着来自远古的
文化记忆”……展厅中
不时传来观众
的 惊 叹
声。

“本次布展非常重视沉浸感。”国家图书馆
展览部主任顾恒介绍，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
体验，除了不同展厅在色调、布展元素上有所
区分，更设有数个多媒体互动，让观众可以更
好地感受千年文脉。

“居延汉简”专题展厅中设计了还原居延
地貌的微缩场景，装饰采用了汉代画像砖、画
像石、壁画与简牍等元素，观众置身其中仿佛
能够感受到恢宏壮阔、苍凉无际的边塞风光，
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触控大屏，查询了解居延地
区考古调查与简牍出土等信息。

“敦煌遗书”专题展厅大面积采用经典洞
窟壁画，营造出璀璨瑰丽的敦煌特色，展示敦
煌遗书中盛衰相继、融汇中西、异彩纷呈的中
古世界。展厅还设置了投影旋钮书架，将投影
与实体书架相结合，转动旋钮即可获得仿真的
翻书体验。

接下来，国家图书馆还将通过直播活
动、线上展览等方式增进与观众的互动；开
发展览“线上超现实看展体验项目——古籍
寻游记”，将文物陈展与VR技术深度
结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
古籍“活起来”。

溯源中国历史 探索中华文脉

（来 源：新华网）

——走近“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