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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公布，沪上高校出版社的《中国近

代经济地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王安石全集 》

《追迹三代》等多部学术专著获得一等奖。其中，《中

国近代经济地理》从立项到出版经历八年，“沉得住

气”被编辑团队视为必修课。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作者周振鹤则坦言读者的反馈让他觉得 “吾道不

孤”，读者提出修订建议是对学术出版的最好鼓励。

学者作者薪火相传，编辑团队沉得下去，加上

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

让上海的学术出版不断壮大和成长。

历时八年“做功课”

学术出版，编辑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

近代以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以“南北差距

为主、东西差距为次”；到了近代，则逐步转变为“东

西差距为主、南北差距为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的《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对我国在 1840-1949 年的

百余年间， 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过

程， 以及新的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研

究。该书出版后，在历史学界获得了高度评价，被认

为是首次从空间序列上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地理做

了深入刻画，是“新时代历史地理学的开篇之作。 ”

在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评选中，该书获得了一等奖。

“做学术出版，最重要的就是出版团队能沉得

住气、静得下心。 ”谈起做好学术出版的心得，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告诉记者。 《中国近

代经济地理》自 2009 年立项到 2017 年出版，历时

八年。 这样一部耗时耗力的学术出版项目，在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却是常态。 社内专门成立项目部，

由一支专业的编辑团队来承担大型学术出版项目。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责任编辑、社项目部主任庞坚

表示，由于学术出版项目周期较长，稳定的编辑团

队非常有必要，“编辑能够感受到作者精益求精的

态度和为写书所付出的巨大心力”， 这也会让编辑

以更加严谨细致的精神反复打磨作品。同样获得一

等奖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会要辑稿》2009 年立

项、2014 年出版，前后跨度六年。

“我们的衡量标准就是学术价值，有学术价值、

有社会效益的，我们愿意投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另一本《甲骨文与中国上古文明》获得了普及奖，

该书出版即引起英、俄、日、韩等学术界的关注。 另

一本获得普及奖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东京审

判：为了世界和平》责编告诉记者，这本书的出版经

历了四个版本：“而整个东京审判系列从文献开始，

做了数据库、引进学术著作、原创学术著作，一步步

走来快十年了。 ”

学术出版“有温度”

读者最好的反馈是提出修订建议

“一部主要以沿革考证为主，可读性甚低的学术著作能得到

众多读者以及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诸位作者都觉得极为欣慰。 ”

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作者周振鹤发出感慨。

在他看来，读者对书的支持不但表现在销量上，更重要的还表现

在提出修订意见。 “一部作品行世以后，作者最关心的是有没有

知音的赏识。而当这些赏识是以修订建议的形式出现时，尤其令

作者们有吾道不孤的感觉。 ”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是中国第一部大型行政区划变迁的通

史，也被学界誉为继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

该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巨著。 师从谭其骧的周振鹤

认为，“沿” 即继承过去的基本制式，“革” 即是在此基础上的创

新，从《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沿革，正是学

术传承的路径。周振鹤希望，他的学生能将这份学术传统薪火相

传，一代又一代。

学术出版不仅是学者之间的薪火相传， 也是作者与读者之

间的交心。 复旦大学出版社《王安石全集》的责任编辑张旭辉与

读者谈起该书的出版价值时表示，王安石是“文史哲领域都不能

不研究的巨子”，但“千百年来王安石的著述除诗文集外颇有散

佚，又牵涉太广，迄今没有一种学界公认可放心使用的善本。”因

此《王安石全集》乃新时期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对宋代政治史、

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界意义重大。

事实上，对于编辑的出版用心，读者感受得到。 电商平台上

一个读者购书后留下这样的感慨：“王安石是中国古代名人中的

‘大咖’……这套书完整地收录了其各方面的著作，特别是经学

和佛道方面的作品， 填补了我藏书的缺憾”； 另一位读者留言：

“王安石全集是值得一生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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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用经典滋养阅读，用渠道创新拓展阅读
迎接4?23世界读书日的到来，多份阅读报告出炉———

还记得方舱医院走红的“读书哥”和“读

书会”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意识

到，书籍所带来的，是面对危机的知识力量

与思想引领；而阅读本身，所收获的心灵安

宁与积极心态，更是其他娱乐活动所无法比

拟的。 而这也是为什么，在“4·23 世界读书

日”到来前夕，不管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在线发布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以下

简称“阅读调查”）结果，还是包括亚马逊中

国在内多个商业平台机构发布的 “阅读报

告”， 都通过多维度数据模型和调查结果印

证着一个乐观的判断———全民阅读的书香

社会氛围持续向好，而数字化阅读正带来全

民素质整体提升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阅

读”、拓宽场景，提供衍生服务，不断创新文

化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

“变”与“不变”的更迭之
间，经典价值仍无可取代

2019 年我国成年人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保持增长势头，达到 81.1%，较 2018 年提升

了 0.3 个百分点，而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

接触率也有所增长，达到 79.3%，较 2018 年

上升 3.1 个百分点。

“阅读调查”分析认为，数字化阅读的发

展，提升了大众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

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这一论

断与亚马逊中国的阅读报告（以下简称“阅

读报告”）不谋而合———过去一年，六成受访

者将阅读列入了自己的年度计划，更有四分

之一认为阅读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另有超七成受访者认为数字阅读帮

助自己提升了阅读总量。 由此可见，数字时

代非但没有挤压“阅读”的市场空间，反而带

动阅读总量的增长，并抵达更广阔的人群。

而在各项数据的浮动之中， 经典价值

仍然是不可撼动的部分。 “阅读报告”显示，

经典名著仍是最受读者青睐的图书类目 。

而此次疫情期间， 经典的力量更是不彰自

显， 一大批与疫情和传染病相关的经典书

目受到广泛关注，如《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而在网络发

起的一项“疫情期间你最想读什么书”的调

查中发现， 网友票选排名靠前的， 绕不开

《红楼梦 》《平凡的世界 》《百年孤独 》 等作

品。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如果没有

真知灼见， 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

仁爱。 ”而经典正是启迪心智，让人们追求

理性与真知的摆渡之船。

“听书”“直播”“知识付费”

兴起，阅读内涵被重新定义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阅读调查”显示，

较前一年， 我国 2019 年人均纸质图书和电

子图书的阅读量分别有 0.02 本和 0.48 本的

下降。减少的这部分一定被碎片化的娱乐所

“抢夺”了吗？ 恐怕也未必。 “阅读调查”的另

一个数据有迹可循———去年有“听书”习惯

的人已经达到 31.2%，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有

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正成为阅读新的增长

点。此外，“短视频”和“直播”风口之下，各个

视频网站的读书类内容同样收获一批拥趸。

更多出版社、 书店也在疫情期间，“上云”直

播……以上种种无不印证———数字时代 ，

“阅读”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

通过听音频、 看视频直播等产品功能，

“阅读”适用的场景正在进一步拓宽。某研究

机构的阅读App调查分析也佐证 “听书”正

在成为阅读人群的“刚需”：应用商店图书免

费榜前100名的App中超过64%设有听书功

能，甚至有产品将“听书”功能设为付费会员

专享。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手机阅读App实现

通勤、午休等碎片时间的“升值”；也可以通

过“听书 ”把 “阅读 ”延伸至开车 、做饭等场

景，在消遣类读物中获得放松，也能让《平凡

的世界》《百年孤独》这样难啃的“大部头”有

了相对轻松的打开方式， 进而走向阅读的

“深水区”。 眼下，长音频巨头“喜马拉雅”即

将推出“423听书节”，在推出《全球精英的5

分钟成长学院》《博尔赫斯精选集》等内容同

时，还将与社会各界共建“有声图书馆”，打

造面向盲人群体的免费有声文化资源平台。

“直播荐书”“短视频导读”在净化、丰富

娱乐平台的同时，带给“阅读”更丰富的视听

体验和社交功能。 在网友的重新整合梳理

下，诸如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这样原本抽象

的文字，通过具象的影视剪辑，变得更容易

被大众理解，进而产生深度阅读的兴趣。 弹

幕评论所产生的讨论与争鸣，也能即时激发

网友的思考。 腾讯还上线互动阅读的 App

产品。 在其中，小说 App 不仅可以看、可以

听， 还可以有漫画般的立绘人物和场景，甚

至是声优配音念台词，丰富阅读体验。

如今，大众已不再满足于让“阅读”停留

在私人体验层面，而是通过网络平台变成一

种涵盖更广的交互行为。因而过去印在图书

腰封上的一句话“名人推荐”已不能刺激阅

读兴趣，相反，社交网站的另类推荐往往为

品质阅读缔造新的增量。 去年，由于偶像明

星易烊千玺的推荐，文坛新秀班宇的小说集

《冬泳》意外在粉丝中走红，一度成为脱销的

“网红”产品。流量艺人与严肃文学碰撞所带

来的话题度和“带货效应”，甚至超过专业文

学榜单。 此外“阅读报告”显示，热点人物及

事件、热播影视剧等网络流行话题也是促进

读者购书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互动”“即时”的特点，让行业人

士嗅到潜在市场， 通过创新阅读产品形态，

进一步培养用户长时间阅读、深度阅读的习

惯。 比如咪咕就联手中信书店等出版社，将

品质图书与知识付费课程打包为 “知识福

袋”。 在这里，“阅读”所指向的内容，正从单

一的书本文字，演变成更为综合性的服务型

产品，其中甚至可以包含文创、视频导读、名

家领读等各类衍生服务，进而打造高附加值

的阅读产品。

文化 公告

■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 》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王安

石全集》《追迹三代》 等获第

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

阅读的力量 4·23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部分）

4月23日
阅读点亮城市 ：上海图书馆 “4·23世

界读书日” 特别直播 (17:00-20:00) / 嘉

宾：樊锦诗、何建明、陈超等

解读 《长恨歌图 》 及其背后的故事
(19:00-20:00) / 嘉宾：金靖之

4月24日
云游思南： 文学阅读重塑城市生活

(20:00-21:00) / 嘉宾：李伟长 黄德海 王若

虚 张定浩等

4月26日
王阳明是神还是人？ (20:00-21:00) /

嘉宾：束景南 傅杰

4月27日
汉武帝时代：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

匙(20:00-21:00) / 嘉宾：姜鹏

4月28日
万国建筑里的历史风烟：走入上海老

洋房，聆听名人故事(20:00-21:00) / 嘉宾：

沈飞德 石梦洁

4月29日
书店灵魂之问 (20:00-21:00) / 参与

方：新华书店及相关人员

4月30日
数字密码 ： 福州路品牌书店的故事

(20:00-21:00) / 参与方：UP主 古籍书店、

艺术书坊、外文书店等

(播出平台：B站、喜马拉雅、今日头条等)

▲位于上海中心 52 层的朵

云书院旗舰店。 制图：李洁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