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贝聿铭：东方与

西方，权力和荣耀》
李 菁 贾冬婷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

成长传记， 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

设计作品的编年史传。

《大家小絮》
张克澄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张维、陆士嘉之子张克澄思

忆父母和清华大师的动人故事，

华罗庚、钱学森、林同炎、蒋南翔、

黄克智、 季羡林……是 20世纪

50年代-80年代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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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让我迷恋的八个理由
■俞晓群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

与体育，1895-2008》
徐国琦著

崔肇钰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大量采用瑞士洛桑奥

林匹克档案馆的珍贵史料，从

百年视角来审视中国体育。

《帝国边缘》
[美]马娅·亚桑诺夫著

朱邦芊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生活在印度和埃及边疆的

大英帝国收藏家们所记录的帝

国隐秘史。

《人文的互联网：数码

时代的读写与知识》
徐 贲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必

须以人为本，拒绝把人作为工具，

拒绝非人化。
今年 6 月 28 日，我在上海理

工大学参加 “沪江草鹭书籍装帧

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期间有两件

事情让我至今记忆： 一是网上有

评论说， 能够聚集多位海内外书

装与藏书界的大腕，如吕敬人、王

强 和 英 国 书 籍 装 帧 家 Mark

Cockram 等莅临上海， 可见这座

城市与学府的魅力； 再一是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先生

前来祝贺，他在发言中谈到，有这

么好的项目落户上海， 实在是上

海出版界的幸事。 他还说：“这让

我回忆起五年前， 俞晓群为第十

一届上海书展写的那篇文章 《书

展，为上海文化增添记忆》，至今

使我感动。 我们真心欢迎能有更

多的人，带着他们的创意与激情，

来上海创业、做事。 ”

现在， 第十六届上海书展临

近。 当我的思绪如以往一样 ，再

度迈入“书展模式”的时候，我发

现在我的脑海中，种种往事历历

如昨 ，新鲜生动 ；件件新思纷纷

呈现，充实诱人。 此时，我又想起

许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

说 ，多来上海做事吧 ，那里是你

的福地。

确实， 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

人，历史的缘分，文化的缘分，时

代的缘分，情趣的缘分，血脉的缘

分，师友的缘分，总之回顾自己的

出版之路，人与社会的契合，始终

会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找到恰当的

节点，好的创意，好的作者，好的

书稿，好的读者，一桩桩一件件，

总会在这里出现。这不是缘分，还

会是什么？所以当有媒体问：您能

为第十六届上海书展说点什么？

我不用思考， 口中自然涌出那么

多迷恋这座城市、 这场文化盛会

的理由：

百余年积淀下

来的文化与出版传

统 ，最值得我们追随

与迷恋

其一，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文

化与出版传统。 在此前 100 多年

的时间里，上海城市文化的地位，

始终受人瞩目。 如有观点说：“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是中国报

业、出版业、电影业、演艺业和娱

乐业的中心， 只有学术中心在北

京。 ”有这样的历史评价，首先受

惠于沿海与江浙文化的人文地理

优势， 其次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在

起作用：一是晚清以来，海外文化

的进入， 如西方传教士带来活字

印刷、 书刊出版与发行等崭新的

城市文化元素；二是上世纪初，一

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涌入， 正如

熊月之先生指出， 晚清上海崛起

一个新型的文化人群体， 即戊戌

变法时期，约 1200 人，到 1903 年

增加到 3000 人 ，1909 年增加到

4000 人。 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传统

士大夫不同： 他们有着较新的知

识结构，较好的西学素养，以及比

较相近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观。 他

们不再把读书做官视为实现人生

价值的唯一取向； 往往凭借新的

知识，服务于新式报馆、书局、学

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

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张元

济先生等人正是其中一员。 有了

这样的文化基础， 上海一度成为

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许多著

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

华书局、 亚东图书馆、 开明书店

等，都在上海诞生；许多著名的出

版家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

汪孟邹、邹韬奋、胡愈之、巴金等，

也在这里孕育出来。 上世纪初的

40 年间，上海出版业处于全国的

绝对优势地位，比如抗战期间，单

是一家商务印书馆的出书总量，

就曾经占到全国的 50%以上。 后

来，时代变迁，虽然上海的文化资

源有所分化， 但其百余年积淀下

来的文化传统还在， 最值得我们

追随与迷恋。

其二，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影

响力。尤其是百年以降，上海的文

化传统并没有弱化， 而是以多种

形式持续发展着。 从上海产生的

许多优秀人物， 已经把沾满海派

气息的文化积存， 在海内外不断

发扬光大，诸如在港海派、在京海

派等一些文化群体的产生， 都表

现着海派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多

年前我曾出版一本小书 《前

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向百年

以来 11 位优秀的出版家致敬，其

中绝大多数人物： 张元济、 王云

五、胡愈之、巴金、叶圣陶、邹韬奋

等，都曾经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

后来许多出版机构从上海迁至北

京等地， 但海派文化的延续与发

展， 始终绵延不绝。 像在北京，

1958 年陈翰伯先生出任商务印

书馆总经理，他上任之初，还是首

先回到上海， 将上海商务印书馆

的资料收集起来。 他在一份材料

中写道：“我 1959 年在上海办事

处查了很多材料， 这些材料以后

都运到北京， 我想把商务的历史

作为研究项目， 我请胡愈之等人

做了馆史的报告， 后来就设立了

馆史研究室 ，举办展览会 ，和 65

周年的纪念。”还有著名出版家沈

昌文先生，他出生上海，进京从事

出版工作近 70 年。 直到今天，他

逢人还喜欢开玩笑说：“阿拉是上

海的小赤佬。 ”

群峰并立 ，充满

理想与热情

其三，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生

命力。

（下转第二版）

▲本月 14 日至 20 日，2019 年第十六届上海书展将举办。 一年一度的上海

书展早已成为全国出版人的福地。 好的创意，好的作者，好的书稿，好的读

者，一桩桩一件件，总会在上海这座城市出现。图为第十五届上海书展现场

一景 ■摄影 叶辰亮

荩本文作者、出版人、作家俞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