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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智能移动终端与社交网络的媒介变革，已促使媒体受众的审美趣味、
消费习惯与消费场景发生巨大变化。媒介内容形态与边界不断膨胀，基于社群价
值与兴趣导向的媒介生态变迁正在引发一场传媒业的全产业链变革。在媒介生态
的大变局下，不断涌现的新数字科技和媒介消费方式，正在急速倒逼传统媒体内
容生产与传播方式革新，媒介融合、消亡、进化已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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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为学术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数字资源的互联网出版传播渠道
完全有别于传统方式，这使得国内外出版机构重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新技术
下的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使出版传播回归本源，更加纯粹地为学界提供服务。这
种新模式下的出版形态不能就技术而论技术，需要将学术科研、出版流程规范和
数字信息化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有效的国际化出版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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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早
期的甲骨文工具书继承了传统金石学字书的编纂特点。随着甲骨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以汇集字形、阐释字义、卜辞索引等为主的各种类型的甲骨文工具书得以产生，
为甲骨文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数字化阅读时代时代背景下，编纂内容更
丰富、检索更便捷、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甲骨文电子工具书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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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媒体持续跟进、大众媒介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下，青春文学杂志坚持
内容为王，紧紧把握校园、情感质素，同时注重明星效应与图像感知建构青春文
学杂志的形式之美，在文学性、时尚性之间找寻融合之道，拓展了青春文学刊物
的产业链条。但是也凸显内容缺乏深度、情感诉说雷同、形式过于突出等现实问
题。在全媒体时代自立于青春文学的本体意义之上，在青春气息与时尚之魅、文
学性与商业化之间实现价值协调，是青春文学杂志的发展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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