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聚中国出版势能 助推引领全民阅读
(上接第一版 ) ?伟大的开端 》 《马克思的

20 个瞬间》 以及 《江南城镇通史》 等图书被

读者一一记在 “想购” 清单里。

当这些主题出版与精品力作从浩瀚书海

里脱颖而出， 中国出版业的新变化、 新趋势

一目了然， 上海书展 15 年来一步步提高站

位、 开阔眼界的办展理念也跃然此间。

全民阅读的助推器
■熠熠生辉的众多子品牌，

引领了一年又一年的爱书人

上海书展最大的特点， 在于它是真正面

向读者的精神盛宴。 也正因为此， 为爱书人

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引导全民阅读向何

处纵深， 体现着上海书展的价值判断与文化

追求。

在许多资深出版人看来， 如果上海书展

整体是个金字招牌， 那么国际文学周、 上海

首发机制、 阅读活动等堪称子品牌， 它们合

力助推全民阅读， 年复一年为爱书人引航。

以今年强化的上海首发机制为例， 那是

2008 年在上海书展上首倡的。 “上海首发、

全国畅销 ”， 意在从各方面为名社 、 名家 、

名作搭建首发大平台， 利用上海特有的出版

资源和地理优势为全国出版业提供周到服

务。 “上海首发” 机制甫一确立， 人民文学

出版社率先响应。 时任出版社社长的正是潘

凯雄， 他告诉记者： “我们在上海重磅推出

苏童的长篇 《河岸》， 并在全国取得良好反

响， 这也成为此后诸多出版社根据上海书展

的时间节点来规划出版计划的发端。” 尤其

是一些学术书、 专业书， 更会把首发之日选

在上海书展期间。 最典型的例子， 中华书局

“点校本二十四史” 修订工程已连续六年在

沪首发。

再看上海书展独有的国际文学周以及今

年以 78 家实体书店为主阵地的各类阅读活

动。 每年书展， 除了出版人， 最忙碌的就是

各位作家。 “上海书展把写作人与读书人链

接在一个平台上， 让他们越过私人的写作天

地进行对话、 互动。 由此得来的共鸣， 对作

家拥有巨大魅力 ， 对读者则是一种 ‘优

选’。” 潘凯雄认为， 上海书展正是利用这些

熠熠生辉的子品牌 ， 在引导爱书人 “多读

书、 读好书、 善读书” 上下功夫， 整座城市

的书香才分外馥郁， 文脉才绵绵不绝。

书香拂面溢申城
毛时安

对于上海来说，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

展， 已经成为这座国际大都市散发着浓

郁书香的一张典雅的文化名片。 一座卓

越城市的品格和力量， 不仅来自它的经

济、 商业、 市容， 更来自它的文化， 来

自它的精神气质， 来自于这座城市、 这

座城市的人对于书籍的亲近和热爱。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业最重

要的先行者。 闻名中外的商务书局、 中

华书局、 世界书局和三联书店， 诞生在

上海。 长期占据着中国出版业 60%以上

的份额， 为中国人民的进步文化事业发

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许多我们敬仰的

文化巨匠巴金、 郑振铎、 叶圣陶、 邹韬

奋……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

云 ， 都曾长期献身上海的出版印刷事

业， 推出了无数影响一代代人奔向光明

道路的进步书籍和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

书籍 。 1949 年 ， 上海更是为了支持新

生的共和国， 向首都输送了大批出版家

和重要出版社。 众所周知， 法兰克福就

是因为法兰克福书展和法兰克福学派，

闻名于世。 办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书

展 ， 让世界了解中国 ， 让中国了解世

界 ， 让书香弥漫上海 ， 弥漫中国 ， 为

所有上海和中国的爱书人 、 读书人建

造一座精神家园 ， 是长期埋藏在上海

出版人心底的共同的美好愿望 。 进入

新世纪 ， 改革开放的涌动春潮终于使

这个历史的夙愿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美好

的文化现实。

经过 15 年的苦心经营 ， 现在上海

书展已经成了上海、 长三角读书人的盛

大节日， 成了全国出版人的交流盛会，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出版同行的关注

和青睐。 我是书展忠诚的常客。 作为读

者、 嘉宾、 签售作者和好书推荐人， 从

书展创办至今， 我几乎每届都去现场。

我认为， 上海书展的成功， 首先在于举

办理念、 展览主题和方式与时俱进地不

断创新 。 2004 年主办者把 “读书 ， 让

生活更美好 ” 定为书展主题 。 2006 年

更明确提出 “我爱读书， 我爱生活” 响

亮的书展口号 。 2007 年增设动漫游戏

馆， 为年轻人网上阅读提供 8000 种动

漫图书 。 2008 年引进法兰克福书展

“主宾国” 办展理念， 首创 “主宾省”，

服务全国出版同行。 还首次亮出 “上海

首发， 全国畅销” 的举措， 让新书通过

书展走向全国 。 2009 年借世博会强劲

东风， 开启了书展 “服务长三角， 服务

全国 ” 的新阶段 。 2011 年 ， 首创 “书

香中国 ” 阅读论坛和 “上海国际文学

周”。 今年， 书展更是为了让上海 “书

香满城”， 和 16 个区联办富于各区特色

书香味十足的阅读活动， 让书展成为飞

出展馆的全市人民的读书嘉年华。

一个书展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主

办者心里有没有读者， 愿意不愿意为读

者服务。 当读者真正成为书展上帝的时

候， 一个书展就成功了。 上海书展始终

坚持为读者找好书， 为好书找读者。 这

些年， 许多读者翘首以盼的好书在上海

书展首发 。 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之际， 书展几乎调集了全国所有最优秀

相关新著 ， 满足了读者急切的阅读需

求。 2017 年建军 90 周年， 八卷本 “胜

利丛书”， 六大本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首发 。 设立 “上海国际童书嘉年华 ”，

努力 “把阅读还给孩子”。 帮读者设计

营造 “理想书房 ”。 为读者提供雨披 、

推车、 邮购快递……把对读者的服务人

性化细节化完善化。 而上海国际文学周

自创办以来先后有包括莫言、 奈保尔、

阿列谢耶维奇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

内的两百多位作家、 学者， 云集书展，

在读者面前敞开自己对于世界性主题的

沉思。 今年有来自瑞典、 莫桑比克、 墨

西哥、 智利、 波兰、 英国、 法国、 爱尔

兰和中国的作家， 把国际化的文学版图

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同时也凸显了上海

书展、 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扩大开放的

广阔国际视野和坚定不移的文化信念。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 上海拥有最可

爱最忠诚的庞大读者群。 他们爱书、 懂

书 、 惜书 。 好书总可以在这里找到读

者。 我曾亲眼看见烈日下排着百来米长

队购票， 又排着同样长的队伍井然有序

进馆的读者 。 2005 年台风 “麦莎 ” 过

境， 却阻挡不了成千上万读者的脚步。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 经常可以看到专注

的孩童 ， 有的在茫茫书海里为自己选

书， 有的在川流的人群中静静地翻阅童

书……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 决定着

一座城市底蕴的深浅。

培根说， 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

行的思想之船， 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

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 上海书展就是

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河， 把一艘艘思想之

船送到读者的手里和心中。 一个八岁的

小读者在故事里写道 ， 小女孩爬上屋

顶， 瞭望远方， “我想我很快就会看到

更辽阔的世界了。” 确实， 书展和书籍

让上海和读者内心充实， 目光高远， 每

个人都会看到一个更美好的辽阔的世

界。 上海书展， 为我们的心灵营造了一

座郁郁葱葱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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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超豪

民间文献遗产与民族手工艺呈现勃勃生机
2018上海书展主宾省贵州展团亮相

进入上海书展的中央大厅 ， 就能看到

非常醒目的贵州主宾省展区。 总展区分为

精品出版物展示、 数字出版物展示、 文创

及民族民间工艺品展示 、 销售四大区域 ，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精彩纷呈。 据悉 ， 贵

州此次参展的图书涵盖社科、 文学、 艺术、

古籍、 科技、 教育、 少儿、 生活等各个领

域， 重点呈现贵州的 “红色文化、 传统文

化、 民族文化、 生态文化”。

珍贵史料揭开七彩之地的
美丽面纱

主宾省展区内，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展

位占据 “半壁江山 ”。 这家 1951 年成立 、

历经近 70 年风雨的 “老字号”， 无疑是贵

州出版行业的中坚力量。 “贵州建省已有

600 年历史， 既有大量汉文化， 更蕴含着丰

富的少数民族文化， 将它们留档传于后人，

是贵州出版人的责任。” 贵州人民出版社副

总编辑夏昆说。

曾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之称的《亚鲁

王书系》就是杰出的代表。 《亚鲁王》是史上

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内容讲述西部苗

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 但这部史诗仅靠

口头诵唱的形式流传，没有文字记录。 2009

年，《亚鲁王》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

程的重点项目，随后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亚鲁王书系》以史诗《亚鲁王》的

整理编译为基础，提出“亚鲁文化”概念并搭

建基础研究框架，为探究苗族传统社会文化

提供了一种思路。

书展上推出的 《贵州文库 》《清水江文

书》《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 等书籍

亦是贵州出版人的心血之作。大型丛书《贵

州文库》 收录和整理了贵州古近代历史文

献，分为汉文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两大类。

前者包括黔籍人士的著述与客籍人士在黔

的著述， 后者包括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

文献、 用汉文记载的少数民族文献和少数

民族口传文献。 《清水江文书》是贵州清水

江流域苗族和侗族林农们创造和传承的一

种独特的民间文献遗产， 忠实地记录了当

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国混农林业和人

工营林业的重大贡献， 也是世界林业法制

的历史典范， 被中外学者赞誉为 “世界记

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留存了贵州

各少数民族的艺术 、歌舞 、建筑 、蜡染 、挑

花、剪纸舞蹈等文化遗产。 “这些珍贵的史

料， 为研究贵州的历史与发展提供了一手

素材， 也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这片神秘的

七彩之地。 ”夏昆说。

少儿图书是贵州出版主攻的另一块阵

地，并已结出累累硕果。 在当当网上，贵州人

民出版社出品的“蒲公英”品牌系列童书每

年都能在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中占据两到三

席。 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西游记”系列立

体书，在书展现场也十分受孩子们欢迎。

文创周边与民族手工艺品
深受上海读者欢迎

要论书展主厅里最吸引眼球的区域 ，

贵州文创及民族民间工艺品展示区绝对数

一数二。 十几位身着华丽苗族服饰的妙龄

少女歌声婉转动听， 加上夜郎古陶、 祥纹

银饰、 鸟笼书架等精美的民族手工艺品夺

人眼球……这块几十平方米的展台总是被

围得水泄不通。

突出以书为依托的文创、民族民间工艺

的销售功能，让贵州展区特色鲜明，大受欢

迎。 丹寨县丹笼工艺总经理杨雪亮受贵州出

版集团的邀请，前来参加书展。 他设计的文

创产品“鸟笼旋转书架”看似与普通鸟笼无

异， 但每两根竹条间都恰好可以卡进一本

书。 “想看哪本书， 只要一转就可以信手拈

来，小空间也可以有大作用。 ”杨雪亮告诉记

者，尽管鸟笼书架售价不菲，但半天里已经

卖出了十几个。

看到自己带来的手工花草笔记本和手

工香薰纸都成了抢手货， 贵州午留文化旅

游特色商品公司经理熊小平十分开心 。 他

告诉记者， 贵州当地手工造纸工艺十分古

老 ，“古法造纸的过程 ，包括了采料 、蒸料 、

揭纸等 72 道工序，其中承载了太多的文化

和艺术内涵。 ”熊小平说，来上海书展一方

面想为推广贵州的传统文化尽一份力 ，另

一方面也想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方， 开拓

新的商机。

75 岁的张霞芬阿婆花了近千元，买了一

只雕工精美的纯银镂空雕花手镯。 “贵州苗

族的银饰是很有名气的。 ”张阿婆把刚买的

镯子直接戴在了手上，心满意足地继续淘书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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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要闻

■ 展出近 2000 种近两年出版的精品
图书 ，内容涵盖主题出版 、社科 、文学 、艺
术、古籍、科技、教育、少儿、生活等各个领
域。 这些图书凸显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

同时又展示了贵州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是贵州出版在优化内容 、提升品质 、创新
转型等方面的最新精品力作，充分体现了
贵州出版的最新成果 ，呈现贵州出版 “红
色文化 、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 、生态文化 ”

品牌建设的新举措

■ 贵州主宾省展区占地 400 平方米，分为
精品出版物展示区、数字出版物展示区、文创
及民族民间工艺品展示区、销售区四个区域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的出版发行， 对于

国内外读者学习研究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和中国脱贫

攻坚的伟大实践， 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 共分 8 个专题： 决胜脱贫攻坚， 共享全面

小康； 坚持党的领导， 强化组织保证； 坚持精准方略， 提高

脱贫实效； 坚持加大投入， 强化资金支持； 坚持社会动员，

凝聚各方力量； 坚持从严要求， 促进真抓实干； 坚持群众主

体， 激发内生动力； 携手消除贫困，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书中收入 242 段论述 ， 摘自习近平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6 月期间的讲话、 报告、 演讲、 指示、 批示等 60 多

篇重要文献。 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力争取得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原创性突破
(上接第一版) 上海硅酸盐所在基础与前瞻研究、 高技术研

究与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承担了我国航空航

天等领域关键材料与部件的研制生产。 应勇表示， 上海将一

如既往全力支持中科院系统科研院所在沪加快发展。 关键核

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要聚焦国家战略， 抢占科技前沿， 增强

攻坚合力， 切实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要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 着力破除障碍束缚，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 让科学家也能 “名利双收”。 要广纳天下英才， 不断优

化制度环境， 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 功能型平台在促进科技创

新和成果产业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市领导先后察看上海

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 32 所。 上海超导与上海交大等深度合作， 研发生

产的超导带材可用于能源、 医疗等诸多领域， 打破了国外垄

断。 作为功能型平台， 上海微技术工研院致力于 “超越摩

尔” 技术和物联网应用的创新和产业化。 中国电科 32 所创

办了华东电脑等一批科技企业， 长期深耕信息技术和网络安

全领域。 应勇指出， 充分发挥共性技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的作用， 对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至关重要。 要开放平台

设施， 完善运营机制， 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应用， 促进科技

创新成果产业化。 要注重协同创新， 加快建立企业主导、 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企业要重视科研投入， 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应用，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

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施尔畏

参加相关调研。

让书香润泽更多市民滋养城市文脉
(上接第一版) 上海书展已经成为爱书人的节日， 要乘势而

上， 适应需求变化， 创造更好条件， 营造更加浓厚的书香社

会氛围， 让更多市民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使读书学习

真正成为广大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精神追求。

市领导还走进全国社科精品馆、 国学馆， 翻阅精品图

书， 了解首发签售情况。 此次上海书展将首发新书 500 种，

推出新书首发和签售活动 200 场。 听到一批海内外知名作

家学者将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分享， 李强表示， 既要

加大力度支持更多精品力作在上海创作出版， 提升文化原

创力和影响力， 也要积极支持全国全球的优秀作品在上海

首发、 首展。

本届书展还推动健全完善长三角出版界合作机制， 签约

组建 “长三角出版战略合作联盟”。 李强先后来到江苏出版

馆、 浙江出版馆等展馆， 了解图书出版重点及具体合作领

域， 希望出版行业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 发挥各自优势， 为

推动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增添文化力量。

加快构建长三角出版高地
(上接第一版)

沪苏浙皖在历史上曾合力孕育出自成一格的江南文化，

当前又在奋力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需要更深层面的江

南文化研究，为长三角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江南文化研究丛

书”是第一个落地项目。今年 7 月，三省一市经过协商，决定以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人民出版社为主体，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牵

头，启动“江南文化研究丛书”编撰出版，力争把丛书打造成有

独特视角、有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有自身特质学术体系的精品

力作，进而推动打造江南文化研究高地。

三省一市的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也协商拓展合作领域。

昨天下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三省出版集团在上海书展期

间举办“2018 长三角主题出版论坛”，以“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

改革创新 打造传世精品———改革开放 40 年与主题出版”为

主题，就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出版发展战略做交流研讨，期待

通过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打造长三角出版高地。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出版业，长期以来交往合作密

切，近年来更有长足发展。 比如，江浙皖三省先后担任过上海

书展主宾省，江苏和浙江在上海书展每年还有常设展位。 上

海也担任过江苏书展、浙江书展的主宾省。 近年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推进，越来越多企业互相跨地域拓展，比如上海实

体书店行业当中，博库书城来自浙江，大众书局来自江苏，猫

的天空之城也是来自江苏有特色的精品小书店。 上海的钟书

阁、上海三联书店等品牌书店，在江苏、浙江也开设了书店。

除了书展、书店等出版物发行领域合作之外，三省一市在图

书 、出版 、印刷 、数字出版包括网络游戏 、网络文学 ，市场监

管、版权保护以及促进全民阅读等领域都有合作，全方位地

交流信息、分享经验，共谋创新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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