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年，上海留给写书人出版人买书人的闪亮日子

盛夏的上海书展总有烈日雷雨相

伴， 从 2004 年首届上海书展算起，这

个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有风声、雨声、

读书声相伴， 整整走到第 15 个年头。

可在老一辈的文化人和上海读者心

里，以活动推进全民阅读的传统，其实

已经延续了 37 年。

从 1981 年解决卖书买书供需不

平衡的“上海书市”，到以“文汇书展”

为代表的一系列细分型书展书市，最

终在 2004 年形成了“上海书展”这样

一个汇集全国优质出版机构与图书、

吸引海内外一流作家学者、 惠及长三

角普通读者， 引领全国出版风向的品

牌文化盛事。 “上海书展”走过 15 年，

这项围绕书与阅读所展开的嘉年华，

也从单纯的挑书买书、寻找选题、直面

市场， 到如今成为思想激荡的城市文

化客厅。可以说，“上海书展”的精神品

格与品牌价值由这座城市与它的读者

共同塑造， 这座城市与它的读者的文

化海拔也由上海书展标定。

翻开“上海书展”这本书，徐徐呈

现的是中国出版业这数十年来涌现的

名家好书掠影； 是一座城市建设书香

社会、 引领全民品质阅读所走过的扎

实脚印； 是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进程

中越发清晰的城市文脉； 是留存在每

一位出版人、 写书人与读书人心中亲

切温暖的人文记忆。

从上海书市到文汇书
展，从供需解渴到浇灌

改革开放伊始，出版界百废待兴，

广大读者更是久旱逢甘霖。 1977 年数

理化自学丛书掀起高考自学热， 次年

集全国出版印刷力量重版的 35 种中

外文学著作引发通宵购书狂潮。 沪上

一批各具特色的专业书店随之兴起。

然而囿于书店规模， 读者要买全

喜欢的书， 往往要跑上几家甚至十几

家书店。 1981 年举办的上海书市，在

书展策展人汪耀华看来，是“在图书供

需矛盾积累到难以协调之后引发的一

种解渴疗法”。

1981 年 9 月 2 日开始的上海书

市持续了足足半个月， 吸引 24 万读

者，图书销售量超过 300 多万册。这个

数据放在今天，仍令人振奋。除了汇集

上海本地的出版资源与专业书店，书

市还特别辟出省版图书销售馆直接激

活了读者多样化选择的迫切需求。 新

华书店也从中看到商机， 两年后成立

省版门市部，100 多家出版社、6000 多

种出版物的规模在全国领先。

随着人们文化需求的进一步提

高，单纯的图书展销已不能满足读者。

1986 年 3 月初 ，春寒料峭 ，工人文化

宫外的购票队伍绕了整整一圈。 这是

文汇报联合上海多家出版机构、 书店

举办的首届“文汇书展”首日开放售票

的情景。

当时的“文汇书展”在销售基础上

举办读书辅导讲座的模式， 初具当代

书展的雏形。借由讲座，无论经典还是

最新译作， 文史社科类图书成为绝对

的主角。

“如书中全新的观念能被证明站

得住脚， 它会是迄今为止成就最高的

一部文学史。 ”1996 年的文汇书展，章

培恒携当年由他和骆玉明新著的新编

《中国文学史》与读者见面，一席掷地

有声的话令闻者肃然， 而这本新书也

成为书展畅销书， 旋即在学界与市场

引发强烈反响。时间证明，讲座中学人

并非“自夸”，他们从人性发展视角对

中国文学史的梳理， 影响了此后学界的

文学史研究。

“文汇书展”引领了沪上的一股书展

热：随后，古籍书展、全国大学书展、全国

少儿书展等相继推出，进一步细分市场，

针对不同读者群搭建起买书、 读书的平

台。从书市到书展，体现了图书展销活动

功能的变化与升级， 也反映出城市文化

发展进程中，人们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

从展销会升级为出版标
杆平台

进入新千年，互联网的兴起，一度让

纸质书夕阳西下的论调甚嚣尘上。 但是

“上海书展”却逆势而上，开启了这座城

市的盛夏读书时光， 平台影响力也持续

爆发，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写书人、 出版

人、读书人。首届“上海书展”就集纳了来

自全国 24 个省市的 124 家参展单位的

优质图书。

2008 年的上海书展迎来一位特殊

的签售人———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

“大包干”18 人之一、彼时小岗村村委会

副主任关友江。而他签售的，正是讲述这

段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小说 《美丽的村

庄》。 签售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意犹未尽，

是普通民众对改革开放记忆的朴素情

感， 更得益于书展首度为主宾省设立的

安徽出版馆让“徽文化”强势亮相。 2008

年起上海书展设立主宾省，安徽、江苏、

浙江成为前三位“座上宾”。十年走过，通

过签署 《关于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出版

和版权发展的框架协议》，在建设长三角

出版高地的征途上，大家携手共进。

过去的“图书大卖场”显然无法与网

络的海量信息相竞争， 所以 “引领有态

度、有品质、有价值的阅读”成为“上海书

展”的孜孜以求。 逐步告别大数据，书展

影响力无须以出版社或参展图书数量来

标定， 自 2010 年起至今，500 余家出版

社与 15 万余种图书经过沉淀与提纯，浅

层次、纯娱乐、博眼球的图书淡出书展视

野，主题出版、学术出版、传统文化、社科

人文等书籍成为书展的硬通货。 正是这

样的坚守，令“上海书展”自 2011 年起正

式升级为国家级书展， 成为为全国出版

业赋能、推广全民阅读的标杆性平台。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 出版社每

年都会选择一批年轻编辑参展。 昔日里

埋头案牍的编辑不得不把内向羞涩放在

一边，为自己精心编纂的典籍张开口、挥

起手。而上海读者的青眼相待，或许是他

们最幸福、 最振奋的时刻———在文化选

择越发多样的今天， 仍有许多人愿意静

下心来，与古人对话，寻找中国人的精神

原乡。 从《五代史》到《魏书》《南齐书》的

修订本，再到今年亮相书展的《宋书》，中

华书局出版的经典品牌 “点校本二十四

史”每次都在书展备受关注。也就难怪这

些常年与古人打交道的年轻人， 在回京

的火车上 ， 就迫不及待地写下书展感

言———来一遭上海书展，提气。

润养都市心灵，文化记忆
汇入城市文脉

好书遇见好平台，方能觅得知音，潜

入人心润物无声。 15 年，上海书展成为

出版人、写书人与读书人的心安之处。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难

忘这样一幕 ：暴雨倾盆的天气 ，出版

家沈昌文卷着裤管，在拥挤潮湿的展

馆里笑眯眯地迎面走来。 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心心念念的这

样的问候：《泰晤士报》连续多年在版

面上向上海书展致敬。 海豚出版社原

社长俞晓群感慨，陈子善、毛尖这样的

文化学者奔忙在一场场阅读推广活

动， 为读者架构起一座座通往精神深

处的桥梁。

在这里，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用

90 分钟签出 1200 本作品； 已故诺奖

得主奈保尔度过了他的 82 岁大寿；英

国作家杰夫·戴尔和莱布雷希特与上

海作协同行切磋过乒乓球，《云图》作

者、 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把书展期

间的上海见闻写进了小说《骨钟》……

借由 “上海国际文学周 ”这样的品牌

活动，每一个书展期间上演的故事各

有精彩，却都因为爱书的初心而殊途

同归。

打伞排长队，有时候遮阳，有时候

遮雨。 2005 年现场的手推车买书，演

变成如今服务处堆成小山的快递包

裹。捧书品读是私人的，感受文化浸润

却需要“在场”。一头扎进爱书的人群，

摸一摸书页，嗅一嗅书香。这是对好书

的至高礼遇。

为参与一场文化盛事， 所有的等

待与徜徉，都是值得。 而三十多年来，

所有的思想激荡与读书人、 爱书人的

记忆掠影， 最终都将汇入这一条属于

上海的城市文脉。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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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上海书展 2004 年 7 月 28 日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除两届举办地选

择上海世贸商城以外， 15 年书香绵延，

上海展览中心见证了上海书展从当初的

区域性展会， 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品

牌和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平台

▲ 2004年上

海书展海报。

周末的人海与书海，汇成生动的阅读表情

白天从南京西路蜿蜒至铜仁路的蛇

形长队、 结伴而来的读者拖着行李箱采

购、 入夜了主会场内仍熙熙攘攘……台

风天后的周末，2018 上海书展迎来客流

高峰，人海与书海交汇、碰撞、激发，呈现

出这座城市最生动的阅读表情。

“在书展现场，也许不经意一瞥就会

发现喜爱的新书， 这种书和人的相遇是

一种很奇妙的体验。通过书展，引导人们

读好书、善读书，成为书展功能趋向于纵

深的必经之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徐炯说，经过 15 年品牌积淀，数字已不

是上海书展的追求， 有了先发优势的上

海书展在思考的是，如何努力提高站位、

开阔眼界，提升书展标识度，优化一系列

服务。

不少读者都直观感受到， 今年的上

海书展在策展、导读、导赏等层面下了不

少功夫———新增国学馆、 外文局首次组

团、铺在地面上的书香导览地图、精修过

的投影和现场码堆布置、 主会场分会场

“动静相宜”的活动配置等，阅读的多样性

被放大，不同的读书趣味都能寻到“志同

道合”的书香圈子。 在这里，“吾道不孤”。

掠影一 ： 新书瞬间卖断
货，出版人捕捉前沿需求

早上 9 点半，《胡荣华：一代宗师 旷

世棋王》发布会现场，中国象棋特级大师

胡荣华、该书作者丁旭光对谈，作者用客

观写实的笔触写出了 “胡司令” 跌宕起

伏、颇具传奇色彩的象棋人生，并对其棋

艺与为人之道进行评述。 现场被象棋爱

好者、青少年围得水泄不通。令出版人惊

讶和惊喜的是，才过一刻钟，首批带来的

400 册新书全部售罄。

上海文化出版社经理部经理汤正宇

感叹：从业十几年，第一次遇到活动还没

开始书就卖完的情况，“一般来说， 一场

活动能平均签售百余本， 这次 400 册这

么迅速被秒杀，着实鼓舞人心。”对此，上

海文化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姜逸青的直

观感受是———书迷很活跃，“盛况空前，

可惜场地小了些；后续要跟踪发行销售，

将货铺足”。 在学林出版社的展位上，主

打图书《唐诗简史》的码堆，也从高高一

摞迅速变“短”。

“上海人民的购书热情，真是全国屈

指可数！”从北京特地赶来上海书展的作

家出版社编辑华婧说。 她全程跟着漫画

人“左手韩”签售新书《确认过眼神，我就

是这么优秀的人》和《如果能重来，我想

做熊孩》，一部讲述了左手韩追梦时发生

的诙谐经历，一部则是以“坑舅熊孩”为

主的日常故事。她说：“读者的不同诉求，

我们会在下一部漫画中进行捕捉和回

应， 也有利于漫画的后期影视衍生版权

改编等。 ”

掠影二：名家读者面对面，

书展聚合高密度“文化书房”

周末的上海书展，多位文化名家、作

家、 学者集中亮相。 有读者手绘书香地

图，将心仪的活动场次“一网打尽”，“相较

平时的沪上各种读书会，上海书展让你有

机会在一两天的时间里高密度展开阅读

和互动，信息量特别大，需要好好消化。 ”

一早上，学者邵毅平和汪涌豪携《诗

骚百句》《老子百句》 与读者分享了 《诗

经》《楚辞》 之美，《道德经》 中蕴含的智

慧。“在我心目中，《诗经》尤其是国风，不

过是早期的文学作品而已， 与今天的流

行歌曲，今天诗人的不平之鸣，并无本质

区别。”邵毅平说，我们今天读《诗经》，不

必将其视作阳春白雪式的经典， 应该理

解其中许多诗篇都源于当时人们的日常

生活，比如《诗经》中的国风就是歌谣，也就

是后世的山歌，其中收录了很多爱情诗歌，

尽管非常通俗， 但表达了年轻人的真实情

感，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动。

龚曙光在散文集 《日子疯长》 畅谈会

上，与作家韩少功、苏童齐聚上海书展，共

同探讨文学与还乡。“用毛笔写作故乡源于

偶然随手在书架上拿了一本鲁迅的手稿，

发现鲁迅、 沈从文等人就是用毛笔写下一

两千万字。 一路写下来， 很自然写到了故

乡，写到了父母、祖父。 就是你生活中最熟

悉的，支撑你生命主体的那些东西，在你的

书写当中很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

晚上的中央大厅人声鼎沸， 作家雪漠

《老子的心事———雪煮〈道德经〉》、陈亦新

《暮色里的旧时光》首发现场，读者重温了

阅读经典的意义。 “经典除了让人读，也要

让人学以致用。对经典的解读，希望这本书

能打开一扇窗户。 ”雪漠说。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举办的多场文学艺术活动， 同样吸

人眼球。无论是作家张定浩《取瑟而歌》、包

慧怡《缮写室》聚焦创作对话，还是“里尔

克书信分享会”暨里尔克书信集首发，都

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驻足，踊跃互动。

掠影三：亲子阅读人气爆
棚，逛书展渐成生活方式

读书淘书、荐书论书、听讲座追“偶

像”，这个周末，少儿馆几乎成了孩子的

书香乐园， 随处可见家长带着孩子席地

而坐、其乐融融。

少儿馆活动区一场场亲子阅读接力

举行，让人目不暇接。其中，《给儿童的诸

子百家寓言以及典籍里的童趣故事》文

字作者向华带来一场精彩故事会。 这一

系列堪称诸子百家弯下腰跟孩子 “讲故

事 ”。 比如 《山鸡变凤凰 》改编自 《尹文

子》，熊买了一只山鸡当“凤凰”，想要献

给虎王。谁知道“凤凰”半路逃跑了！大家

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虎王那里，虎王却

大大赏赐了熊。大家都以为得到了“真凤

凰”。“这个故事格外有意义：当碎片化的

信息大肆传播， 切记坚持寻找事物的本

源，别轻信道听途说的传闻。 ”向华说。

从一年一度的阅读“闹钟”，到打造

全民阅读的 “生物钟”，15年来上海书展

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一种生活方式。开

卷以会心，聆听以益智，满城的书香让读

者感叹：有好书读的日子，真美好。

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是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的首要任务。 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引

导全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 ， 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

挥。 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

铸牢部队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 要

落实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

负责制， 做到一切工作都置于党委统一

领导之下， 一切重要问题都由党委研究

决定。 要健全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

全面规范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习近平强调，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组织强则军队强。 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

政治路线，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加

强我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增强各级党

组织的领导力、 组织力、 执行力， 把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

势。 要适应改革后的新体制新职能， 坚

持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总原

则， 找准各级各类党组织职能定位， 优

化组织设置， 健全制度机制， 改进领导

方式， 把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习近平指出， 军级以上高层党委在

我军党的组织体系中地位重要、 责任重

大 。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 站稳政治立

场， 把准政治方向， 坚定政治信念， 提

升政治能力， 确保政治过硬。 高层党委

要抓备战打仗， 提高战略谋划能力、 真

打实备能力、 改革创新能力、 科学管理

能力、 狠抓落实能力。

习近平强调 ， 强军之道 ， 要在得

人。 要把培养干部、 培养人才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队伍， 着力集聚矢志强军打

赢的各方面优秀人才 。 要坚持德才兼

备、 以德为先、 任人唯贤， 突出政治标

准和打仗能力， 深入解决选人用人突出

问题， 把强军事业需要的人用起来， 把

合适的人放到合适岗位上。 要贯彻党中

央战略部署， 制定和落实好优秀年轻干

部培养规划， 对看得准的要重点培养，

放在备战打仗一线、 吃劲要紧岗位和急

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练。

习近平指出， 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

的宝贵战略资源。 要加紧构建 “三位一

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加大联合作

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

科技创新人才、 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

养力度。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文职

人员队伍建设。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鼓励实干，鼓励创新，

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把大家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习近平强调， 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

着和韧劲， 坚持严字当头、 全面从严、

一严到底， 深入推进我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对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

要穷追猛打， 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要

坚决破除。 要加快转变治军方式， 按法

定职责权限履职用权， 依据条令条例和

规章制度开展工作。 要深入开展纪律教

育， 严格纪律执行， 用铁的纪律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军。

习近平指出，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

不移抓下去， 不会变风转向。 要坚持无

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

强高压 、 长震慑 ，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 ， 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 扎紧制度笼子， 不给权力脱轨、 越

轨留空子。 要坚持标本兼治， 加强党内

政治文化建设， 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

夫， 引导大家正心修身、 律己持家、 清

廉为官， 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

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 并就贯

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我军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 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出席会议。各战区、各军兵种、

军委机关各部门、 军事科学院、 国防大

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党委书记、

副书记以及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

上海全面排查空中坠物安全隐患
（上接第一版）周末的五角场商圈人流如

织，户外广告、店招店牌、标牌灯箱遍布

商圈。 五角场向来是排查的重点区域,经

过今年四轮台风， 很多隐患店招已被拆

除或加固。杨浦区绿化市容局介绍，防御

台风期间，该区先后出动执法队员 2000

多人次，拆除广告设施 72 处 83 块、店招

185 处 189 块。

下午，另一路督查组抵达宝山区淞宝

路，500米长的沿街商铺正在安装统一店

招。淞宝路所属的吴淞路街道曾因热闹的

“吴淞老街”而自成一派商业气候，老城区

改造后逐渐没落。 如今吴淞路街道想要

恢复“老街文化”，今年开始对辖区内 17

公里沿街商铺店招全面改装。街道介绍，

商家自行装修的店招大多使用铁架或石

膏板，统一新建的店招则改换镀锌管和铝

塑板，新的材料更轻，也更坚固。

技术标准急需落地推广

不论是拆店招还是装店招， 一切都

是为了安全。

相关部门已经明确将几类户外设施

纳入拆除范围，包括未经审批、违反技术

规范设置的各类户外广告； 设置在屋顶

的各类户外招牌； 设置在墙面的各类大

型外挑式招牌 （不含最大直径或最大边

长小于 0.7 米、支架出挑距离小于 0.3 米

的小型侧招）；违反“一店一招”等数量规

定设置的各类户外招牌； 采用内墙铝塑

板、水泥石膏板、细木工板、胶合板、密度

板、外墙装饰面砖、玻璃等易碎、易腐蚀、

自重重的材料等禁用材质作为表层材料

的各类户外招牌等等。

根据上海市地方标准， 应该采用的

是彩钢板、不锈钢板、塑料扣板以及高分

子板材等材料。凡是不符合《建筑外立面

附加设施设置安全技术规程》 等要求的

店招，应当及时加固。 不过，记者在采访

中获悉，很多小业主出于成本考虑，选择

的招牌设施材料往往不符合技术标准。

如何让技术标准落地推广， 是各方都要

思考的问题。

户外招牌 100%录入信息库

目前，上海各区正在对辖区内的户外

广告、招牌、空调外挂机、玻璃幕墙、高楼

装饰物等建筑附着物进行全面检查，尤其

是重要商业街区、人员密集场所等。 相关

部门表示，今后将按照“一店一档、一牌一

档、一户一档、一楼一档”等要求建立数据

档案。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制度化、

常态化地监管户外招牌安全情况。

闵行区绿化市容局介绍， 今后户外

招牌信息要 100%录入信息库， 具体内

容包括招牌业主、内容、尺寸、设置时间、

材质等等。 该局现已联系第三方软件公

司拟定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

杨浦区表示，今后将按照“谁许可、

谁负责”原则，严格行政许可，加强准入管

理和行政许可后的动态监管；切实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按照“谁设置、谁负责”原则，

将户外广告、招牌等建筑附着物管理与商

家门责制度相结合，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本报记者 许旸

荨 《泰晤士

报·文学增刊 》连

续多年赠送版面

刊登上海书展-上

海国际文学周的

形象广告。图为去

年上海国际文学

周的广告。

（均主办方供图）

▲刚刚过去的周末，2018 上海书展迎来客流高峰。

上海全民阅读的渴望和努力的脚步，几乎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40年。 岁

月间，整整一代人跟着书展成长起来，书籍的温暖和书迷的故事，成为上海

文化内涵中无比珍贵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