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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感念 
 

肖东发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 所长 

 

 

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已经召开第九届了。 

每年八月底，我们都怀着期盼和喜悦的心情迎接对岸的朋友来

大陆欢聚，共同研讨出版与文化产业的热点问题。从 2004 年暑假

我与万荣水先生立意、商谈、筹备论坛到付诸实施，已近十年。十

年交往确实促进了海峡两岸多所院校的学术交流、教学互访与人才

培养。前些日子为河北大学的网站发以往的照片和文件，引起许多

难忘的回忆，心中也充满欣慰和感激。我们这个论坛之所以越办越

好，而且还会继续开办下去，可以说得益于如下八个方面： 

一是感念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理念。要把中华民族的文化

遗产和优秀的核心价值观讨论清楚，传承下去；要让华文出版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与时俱进，走向世界；学术为尊，与政治和官场

保持一定距离，要把出版专业教育办好，理论更紧密地联系实际，

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二是感念我们几位发起人相遇、相识、相知、共事竟然如此投

缘，都有同样的胸怀和宽容的性格。正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和万老师、白院长、聂院长等，每次通信或促膝商谈有关论坛会

务问题或者其他业界问题时，总是一拍即合，总能想到一起，总感

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即便有不同意见也能开诚布公，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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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真像是一家人，心里充满浓浓情意。 

三是感念每个学校都想着为会议作贡献、想方设法把论坛办得

更丰富、更成功，在经费上从来没有计较。我们北大在连续承办前

六届论坛时，得到南华、河大两家的大力协助，打下同心协力的良

好基础。2011年夏在台湾南华承办的第七届论坛，接机、食宿、会

议、参观，佛光山见星云法师，以及从高雄经台中到台北的三家出

版企业考察，每个环节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在大陆开会，白贵院长

多次安排我们参观保定军校、直隶总督府、满城汉墓、狼牙山、避

暑山庄等。这次北京印刷学院和河北大学的师生作了大量准备工

作，召开多次预备会议，牺牲假期，赶编出两本正式论文集，可谓

功莫大焉。万老师每次把南华师生到京的第一站安排在北大，由我

介绍北京文化和北大精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颇具匠心。 

四是感念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包括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

国出版集团公司等单位。韬奋基金会聂震宁理事长、桂晓风副署长、

郝振省院长、周蔚华社长、蔡翔社长等各位同仁不仅支持，每一届

论坛都有紧扣主题、高屋建瓴的主旨演讲和紧贴实际的业务参观。 

五是感念参会师生热情投入，论文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每届

各校所投的稿件都要经过一番筛选，都有紧张的小组交流和严格的

评论；参会者在短短的会议期间里获得大量最新信息，学到严谨的

学风和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我敢说，每一场分论坛交流，都会给

参会者留下深刻的启迪和难忘的记忆。 

六是感念我们开门办论坛，队伍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北大、南

华两家，到河大三家，再加上南大、北印、世新三家，以及这届超

过十所院校的代表参加，可以称得上“众人捧柴火焰高”。 

七是感念后继有人、不断创新。可以说，我们开始的几位现在

已退居二线，担任顾问，不再奔波忙碌。忙于会务和论文集编辑的

是任文京教授和王彦祥、金强、蔡玉沛等几个年轻人。河北大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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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建立起华文出版论坛秘书处和专门的网站，使我们的论坛有了

常年不断的、固定的交流平台，在此我要表示衷心感谢。 

八感念论坛成果不仅局限于每年一届的会议研讨、几本有型的

论文集，还有许多无形的、深刻的连带成果。我是第一个在 2005

年底被南华大学邀请去讲授“中国出版史”课程的老师，在台湾过

的 2006 年春节，一个月时间考察、参观、讲学，各项活动安排得

十分饱满。其后，有白贵院长、陶丹、张志强、方卿、黄先蓉等十

位大陆教授前往对岸，包括到台中技术学院讲学。武汉大学和河北

大学也多次邀请万荣水、黄昱凯、杨聪仁、洪林伯等前来讲学。2010

年至 2013 年连续四年的北京大学新年文化产业论坛，我们都邀请

了黄昱凯老师出席并发言，还要请他到我们现代出版研究所的学术

沙龙来介绍台湾最新动向和学科进展。 

更可喜的是，我们招收了南华大学、世新大学优秀的硕士毕业

生来大陆攻读博士学位，仅我所在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

研究所近三年就连续培养出王璇、万丽慧、雷碧秀三位博士，均已

获得学位。北大信息管理系正在培养王念祖、吴瑞淑两位博士生。

武汉大学也正在培养李心乔、郭燕凤和崔靜萍三位博士生。林姿蓉

已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凡此种种，正可谓硕果累累。 

回顾过去的十年，心中充满感念；展望未来的论坛，心中信心

饱满。我们的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一定会越办越红火，两岸的出

版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也一定会蒸蒸日上。 一个论坛如此，一项

事业如此，一个民族也同理，如果时时事事都振动着“善良、勤劳、

宽厚、和谐”的旋律，那么这个民族也一定会复兴，日益强大、繁

荣、昌盛！ 

 

 

2013年 8月 23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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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白  贵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很高兴来到中国编辑出版学科教育的重镇——北京印刷学院，

也很高兴我们的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迈入第九届，在北京印刷学

院以“文创融合”为题，结束她的个位数时代。 

再看我们今天的会场，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论文作者，各位

热心华文出版事业的学界业界同仁们以及媒体朋友们，带着对本届

议题的浓厚兴趣，努力在论文的观点中淘金，在相互交流中促成新

的合作与共识，这本身就是一种“融合”，而将“融合”作为第九

届论坛的主题，是会议主办方的睿智之选，也是时代之需。通过本

届论坛，促成海峡两岸学界业界对“文创融合”有更高层次的认识，

这也是作为论坛发起单位的河北大学的期望。 

我本人是学文学出身的，现在又主要在搞文化传播研究，我有

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出版对于文学、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与传承，

起到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这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规律，它不仅

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共知共守的“真理”。就座落在

北京印刷学院的中国唯一一所“中国印刷博物馆”，那里面陈列着

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今天的手机出版、按需出版以及数字出版所

需要的载体，还有各式各样的印刷机，都按照次序摆在那里，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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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想联翩！我们河北大学的师生每年都要驱车来这里参观，可以说

北京印刷学院和中国印刷博物馆已成为我们河北大学的重要合作

对象和参访基地。在此我们也感谢北京印刷学院多年来对我们的学

科和专业建设所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再回到博物馆中，如果我们静静地一路欣赏过来，一定会为今

天这样一个议题提供厚重的感受，那就是，“无出版不文化，无编

辑不出版”。北京印刷学院就是这样一所一直致力于培养高端和实

用编辑出版人才的高等学府，令人肃然起敬！ 

作为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秘书处的所在单位，我们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每年夏天的论坛。全系15位专职

教师，近百位硕博士研究生，以及近200位本科生，也都积极参与

其中，既期待从论坛上分享更多的信息，也期待进一步成为大家的

同事、朋友和知己，这也是一种“融合”。 

“融合”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分工”与“合作”

是它的初始化状态。后工业化时代的选题创意、信息采集、编辑加

工、出版营销已经为在座各位所熟悉，它们的主要观点理念和操作

方式都是今天教科书里的主流。然而，从2010年以来，微博、微信、

手机网民等数以亿计的用户持续迅猛增长，不断地从内容到技术、

从观念到实践、从微观到宏观上给予现代新闻出版格局以冲击，我

们在座的50后、60后所感受到的，可能跟80后、90后感受到的不完

全一样，接受态度、使用行为、用户反馈也都不一样，可以肯定地

说，这种割裂感和差异性是存在的，而论坛所设定的出版“融合”，

也应该包含这个层面的涵义。 

再有，出版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是

否存在令人惋惜的“割裂感”？我想，回答大概是肯定的。我们的

出版管理体制、出版资源配置、出版人才培养、出版模式转型，无

一不需要用“沟通”和“融合”的方式来解决，很难想象完全用一

种命令和口号式的方式来迅速改变一个行业。当手机和 iPad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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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更多的终端，可以方便地连接电脑和使用WiFi，我们就不能再

将纸质出版物上锁定的内容，继续高枕无忧地通过传统版权控制的

方式，固死在自己的疆域内。我们应该并可以用更加开放的姿态，

与新技术、新观念、新领域发生不可避免的摩擦中，积极寻找一种

更加“兼容并包”和“左右逢源”的新方式。 

总之，“华文出版”需要“文创融合”，“出版”需要“创意”，

“产业”需要“融合”，分享、合作、创新、融合，是本届论坛的

关键词，也是时代赋予的新的“出版精神”。 

在此，我代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代表我们的编辑出版学

科，感谢各位嘉宾莅临盛会，也预祝本届论坛获得圆满成功，也期

待大家会后奔赴河北承德进行文化考察，河北大学诚挚地欢迎大

家！ 

谢谢！ 

 

 

201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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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词 
 

陈宝媛 
南华大学 文化创意事业管理学系 系主任 

南华大学 华文出版趋势研究中心 

 

 

各位与会嘉宾，大家好！ 

时序进入 8月，又是海峡两岸伙伴学校齐聚一堂的时刻，我在

此代表南华大学文化创意事业管理学系的全体师生，感谢北京印刷

学院的邀请，并对所有筹划与协助研讨会的工作人员，表达由衷的

敬意与感谢！ 

走过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年代，在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

里，创意产业将会是所有产业中成长最快的产业。出版与文创以文

化为底蕴，结合想象力与创造力，定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大

的产值，成为明日之星。 

今年的会议收到了来自海峡两岸十多所高校师生的论文，包括

北京大学、河北大学、南华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世新大学、武汉

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浙江传媒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探

讨的议题包括文化创意产业与出版产业间的影响、营销、营运，以

及创意人才的培育、数字出版与程序应用等。由参与学校之踊跃与

讨论议题之多元，可以得知两岸伙伴学校在过去八年来的努力已受

到各校的重视，学子们期待在研讨会上向前辈们请教与交流的热情

让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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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过此次的研讨会能让我们了解华文出版与文化创意产

业的多元面向，探索两岸文创人才之培育与成效，以及产业发展所

面临的挑战与因应策略，以期为两岸的华文出版与文创人才培育扎

根，为两岸的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建言，使两岸出版产业在与蓄势待

发的文创产业融合后，拥有更美好的远景。 

南华大学文化创意事业管理学系虽为初生之犊，但是前身“出

版与文化事业管理研究所”长期致力于出版与文化事业管理的教学

与研究。本所万荣水老师、黄昱凯老师、杨聪仁老师与洪林伯老师，

皆曾应邀至河北大学与武汉大学讲学，本系所将秉持传统，继续与

所有海峡两岸的伙伴学校一起努力。 

在此我们要感谢北京印刷学院的师生们，为了此次会议，从征

稿、审稿到编印，无不尽全力地付出，而且还将第六届至第八届的

论文与本届的文稿集结出版了两本专书，让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

的精神得以发扬与传承，感谢您们的付出。同时，我也要代表南华

大学的与会成员，向河北大学的所有工作伙伴致上最深的谢意，感

谢您们为我们规划了充实又丰富的文化之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与

丰富了我们的行囊。 

最后，祝 2013 年第九届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暨华文出版趋

势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与会嘉宾身体健康，平安顺心！ 

 

 

2013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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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聂震宁 
北京印刷学院 新闻出版学院 院长 

 

 

9年来，每年金秋8月，我们，海峡两岸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

一群师生以及特邀的行业专家，都有一次其乐融融的相聚与交流。

先是北京大学和南华大学创立华文出版论坛，后来又有河北大学、

世新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共襄其事。从此，年年岁岁开

论坛，岁岁年年有异彩。学生常换新面孔，每一回必定带来新鲜气

息。老师、专家则既有旧雨亦有新知，一旦相逢，言说不尽。师长

们一如既往执着于专业，未觉韶华流逝，只见著述盈怀，更有新证

卓见侃侃谈来。惟其如此，学生们方能保有青春在我的朝气，常有

解疑释惑的欣喜，更有跃跃欲试的冲动。2013之秋，我们又将迎来

如此这般的相聚，又将倾听如此这般的纵论，还将有两册新作汇编

面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亦快哉！作为9年来多届论坛的应

邀出席者，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择其要点以纪之。 

感慨之一，是论坛的合作精神。学术论坛，特别是多方联办的

学术论坛，或有共识，或有异见，或有诘辨，然而重在合作，才是

可持续的论坛。在下参加各种联办论坛有年,华文出版论坛联办各

方、参与者各位的合作精神，给我印象最深。每当论坛开幕，各方

师生相见，笑容互迎，其乐融融。联办各方，从无座次之争，一切

如仪。各方致辞，无不谦谦君子，不作雄顾左右之状，常有美人之

美境界。论坛中种种活动，难免偶有凌乱遗漏之事，却从没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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