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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社

都面临来自市场的压力。 当时，明星出书

销量惊人， 而学术书出版有日趋艰难之

势。在这样的出版大环境下，这套《中国文

学史》以新颖的文学史观、优美流畅的文

笔， 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脱颖而出，

成为高校中文系学子几乎必备的阅读书

目。其出版销售的盛况，更是创造了“严肃

的学术书也能畅销”的出版奇迹，并成为

各大媒体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据该书策划

人、 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介绍，

1996 年 2 月的上海图书订货会上， 该书

书稿还在加工，样书也没有一本，仅凭几

张海报，却在订货会上一下子订出了 2 万

多套，创造了一个小奇迹。 1996 年 6 月该

书正式出版，到当年 8 月份，两个月就销

售 5 万套。 为了出好这套文学史，贺圣遂

立下了“军令状”，向社里表示两年内一定

收回成本， 没想到当年就实现盈利 。 自

1996 年出版到 2014 年，该套文学史已销

售 30 万套， 在大学文科生中影响深远 。

2010 年，《中国文学史》 主编之一骆玉明

教授将该书作了压缩，推出《简明中国文

学史》， 并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了

英文版。这是中国本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

首次版权输出到国外，并由著名学术出版

社出版，在世界学术之林展示了中国本土

学者的研究面貌与水平。 《中国文学史》主

编章培恒先生后来对这套文学史作了修

改，使其更完整地表现出他的学术观点和

学术个性，修订后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至

今也已销售约 8 万套。 前几年，《中国文学

史》修订新版推出了日文版。

除了一些能兼顾学术含量与销量的

学术书外，上海另有一些重大的学术出版

项目， 通常不在普通市民读者的视线内，

但却具有传世风范。 例如，上海古籍出版

社的超大型出版项目 《续修四库全书 》，

1994 年出版第一册 ，2002 年出齐 ，共

1800 册。 这是继 18 世纪清朝编修《四库

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

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 。 它与

《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

籍的大型书库 ，1911 年以前的中国古代

重要典籍，大致荟萃于此，其学术意义以

及出版难度， 如同这套书库的巨无霸体

量，望之即明。

文艺图书频频制造热点

除了重磅学术著作的出版之外，文艺

类图书也是上海出版的又一传统强项。改

革开放以来， 上海推出了诸多畅销一时

的小说和随笔作品，培养了一代代作家，

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过一波又一波的阅读

热点。

198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

作家勃朗特的《简·爱》，简·爱作为追求自

由、拥有自尊自爱性格的女性，迅速成为

我国青年女性追求精神成长的新榜样。这

本并不厚的小说在当时掀起了一场风靡

全国的“简·爱热”，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

了随后越来越盛大的引进国外文学作品

的出版热潮。 新世纪以来，在翻译类小说

中再一次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阅读关注热

点的， 当属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超级畅销

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小说 2004 年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第一时间引进出版，取

得了惊人的 100 多万册的销量。

1992 年，知识出版社独具慧眼，出版

了当时尚不太知名的学者余秋雨的随笔

集《文化苦旅》，面世后一纸风行，开启了

学者大散文的创作之风， 出版至今销量

逾千万册，还不算各种数量惊人的盗版 。

2006 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学者易

中天的 《品三国 》，借着央视节目的影响

力，《品三国》 一书将学者散文又推向了

一个高峰，很多读者惊呼：历史还能这样

解读。

也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王安忆的《长

恨歌》将目光投向了上世纪 30 年代“十里

洋场”的上海悲欢传奇，细细揭示了时代惊

涛裹挟下而能不动声色的上海这座城市的

柔韧“里子”。 随着海派文化近年来的逐渐

发展， 这本小说的影响力也逐渐超出文字

读者，而辐射到了戏剧影视等领域。

为上海这座城市画一幅精神画像，渐

渐成为上海作家和出版界的课题。 而上海

独特的城市文化和都市气质，也成为文学

创作不绝的灵感来源。2014 年上海文艺出

版社推出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小说

被誉为一部写活了上海市民群像和气质，

写尽了一座城的沉浮歌哭的当代传奇 。

《繁花》 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小说奖在

内的诸多奖项。

除了推出上海本地作家的重要作

品，上海出版界始终放眼全国，密切关注

国内一流小说家的创作。 2009 年， 上海

文艺出版社推出作家莫言的小说 《蛙 》。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上海

文艺出版社在此之前早已大手笔买下莫

言大部分重要小说的版权 ， 尽占了莫言

作品出版的先机，展示了上海出版界的眼

光与魄力。

在童书出版这一块，上海亦是具有过

硬的拳头产品的出版高地。 少年儿童出版

社有几本 “经典童书”， 长年稳居销量榜

单。 最为深入人心的，当属可怜、可爱的小

三毛形象，他是上海画家张乐平奉献给全

国人民的著名儿童漫画形象，影响了几代

人。1995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把 1949 年前

的《三毛流浪记 》，和反映 1949 年后过上

新生活的三毛新漫画合起来，出版了 《三

毛流浪记》（全集）， 成为少儿社的当家招

牌图书。 据李名慈副社长介绍，《三毛流浪

记》（全集）出版至今，印量已无法统计，是

个天文数字，每年至少发行几十万册。 而

该社另一本重要童书《十万个为什么》，则

是著名科普读物，名气大到什么程度？ “十

万个为什么”这几个字，已不仅仅是这一

套书的书名， 而几乎成了一句当代成语。

《十万个为什么》 在一代代读者心目中建

立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长销不衰，

在少儿科普类书中，稳居金字塔顶端的地

位。 改革开放以来，该书有过多次增补和

修订，其中第三版影响尤著，对当代科技

知识的吸收和增补也堪称及时。 新世纪面

世的第五版《十万个为什么》，则邀请了 22

位两院院士担任编委，保证了这套书知识

的准确性权威性，语言通俗，老少咸宜。 第

五版的广告语：“一辈子用得到，几代人忘

不了。 ”可说是对这套书的贴切评价与总

结。 2007 年该书获得了极具分量的“首届

政府出版奖”。 此外，少儿社还有一本耳熟

能详的经典图书，就是林汉达先生撰写的

《上下五千年》，该书是少儿社在改革开放

后打响的第一炮，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

响。 “讲历史，就看《上下五千年》。 ”有多少

中国孩童是没受过这几本漫画书和科普

读物的影响的呢？

童书和教辅书争相“走

出去”

改革开放 40 年来， 除了阳春白雪高

大上的出版物之外，另有很多图书，或许

在学术上看不出有什么创新突出，在内容

上也谈不上高雅大气，却展示了出版界接

地气、重实效的选题思路。

比如 1982 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一本生活类图书，《上海棒针编结花样 500

种》，在改革开放之初，适应了人民急于提

高生活质量，追求日常审美的集体心理需

求，风行全国，和上海同时期的一些服饰

杂志、生活常识普及读物一起，共同打造

了上海作为时尚高地的城市形象。

而教辅类图书作为出版业的香饽饽，

从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上海出版界亦有精

彩手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课一

练》 系列就是其中绕不开的精品教辅图

书。 自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以来，该系列早

成了全国千万家长们所信任的华师大版

知名教辅，长销不衰。 据华师大出版社社

长王焰介绍，目前《一课一练》系列每年的

码洋达 4000 万元以上。

尤其值得提上一笔的是，2015 年，数

学 《一课一练》 还成功地实现了 “走出

去”， 被英国著名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

团翻译引进， 并采用在英国的小学数学

课堂实践中。 该书英文版封面保留了“一

课一练 ”四个中文字 ，但书名译成了 《基

于英国国家课程标准的上海数学》。 在亚

马逊网站上， 外国家长们的购书留言大

多十分热情 ，对 《一课一练 》英文版的教

学效果持肯定和欢迎态度 。 这样的顺利

走出去的 “国际影响 ”，在我国教辅类书

中可能尚属首次。

在出版码洋非常集中的童书出版领

域，多年来由引进版童书笑傲江湖 、国内

原创童书乏善可陈的局面也大有改观 ，

原创童书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锻炼 ，培

养了一批新锐童书作者 ， 取得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 少年儿童出版社

的《男生贾里》（秦文君著），以及《布罗镇

的邮递员》（郭姜燕著） 均为其中的佼佼

者。 《布罗镇的邮递员》在好书济济、经典

众多的少儿社，无疑属于“新人”级别，但

面世两年来，已获得了包括中宣部 “第十

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中宣

部 2016 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一等奖 ”

等诸多奖项，并出版了包括韩国 、马来西

亚 、哈萨克斯坦 、埃及等语种版本 ，还被

德国图书馆列入向德国青少年推荐的

“白乌鸦 ”书目 ，为中国文化 “走出去 ”作

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 40 年， 上海出版界经历了

体制转型，承受了市场大潮的冲击 ，出版

了大量优秀图书， 并在新形势下不断创

新，再创佳绩。 回眸 40 年间上海出版的诸

多好书，无法尽举，只能挂一漏万。 好在每

一位读者心中，都有一份各自的“40 年来

好书”的私人书单。 或许，今年年底活动揭

晓的“40 年 40 本书”的书单，也未必能让

所有读者击节赞叹。 但这样的一次评选，

可以让我们共同回眸一代代出版人与一

代代读者共同经历的时光，回味那些因阅

读而带给我们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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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流浪记》彩色版封面及内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