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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展团以“四川的东坡 世界的

苏轼”为主题布局，将三苏文化元素作

为视觉中心，融合三星堆、大熊猫等最

具辨识度名片，彰显巴蜀文化独特魅

力。世纪出版集团拿出近一半展区面

积打造世纪国学馆，以“泱泱大国 皇皇

巨观”为主题，推出“中华经典文献世纪

精品展”，让更多读者走近典籍领略传

统文化之美。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

献在此聚首，简牍

整理的最新成果

在此呈现，以书

法、绘画、篆刻等

为代表的艺术类

古文献整理取得

突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旗下20

多个出版公司和品牌集中参展，为历

年规模之最，集团负责人表示：上海

是其品牌受众的核心区域，只有来到

现场才能获得读者最直观的反馈。华

文出版社一口气在书展举办了十场新

书分享活动，包括作家罗元生《顾诵

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林语堂研

究领域开拓者施建伟《林语堂传》、资

深传记作家罗银胜《优雅百年：杨绛

全传》等传记，三位作者均是笔力深

厚的作家与研究者，传主也皆是大众

耳熟能详的名人，且与上海有着不解

之缘……

华文出版社社长包岩由衷感叹：

“上海的文化氛围热烈浪漫！上海读者

是能够把文化情怀付诸阅读行动的优

质读者。他们文化水平与文学修养

高，热忱有礼、温和有序，还能与作

者进行深入互动。”读者的购书热情也

令包岩感动——“风雨酷热无阻，书展

几乎天天爆满，有白发苍苍的老人，80

多岁抱着一大袋书；有年幼孩子被妈妈

领着坐在地上看书；有抓住暑假尾巴前

来打卡的学生；还有拖着拉杆箱在下班

后匆匆汇入夜场的情侣……他们的七

夕约会竟是在书展。每一次上海书展

都让我们感动，这一届尤为惊喜！”

双向奔赴，作者读者给
予彼此热情与信心

资深出版人徐海观察到，“上海读

者的乐趣在于，用10元门票发现了无

数宝贝、无限知识和无穷欢乐”，而同行

们“借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大家不是

‘相谈甚欢’而是‘相谈甚疯’”，汇聚书

展的好书分享活动之密集、形式之多

元，让“上海书展期间累垮的不是作者

和出版人，而是读者——他们必须在有

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取舍。”

在这场美好的“双向奔赴”中，作者

和读者给予彼此热情与信心。从收银

台前排起的长队，到熙熙攘攘的“淘书

乐”专区，人头攒动的景象遍布各个角

落，全场“燃烧”着热烈的阅读气氛。恰

如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创负责人简恒喜

欢书展的理由是——“缥缈的读者在书

展上变成了具体的人，我爱具体的人”。

坚持“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定

位，书展主会场和各区特色分会场等为

读者准备了850场高质量阅读活动。中

国出版集团第14届读者大会暨“书香中

国”上海阅读论坛、行进的风景——中

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

联展等大型活动首次落地上海书展。

读者们对思南读书会、国学七天七堂

课、上海国际文学周、书香上海之夏等

品牌活动热情不减，杨志军、毕飞宇、孙

甘露、莫砺锋、马伯庸等知名作家学者

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全市16区和临港

新片区推出各具特色的“一区一特色”特

色分会场、阅读分会场，阅读场所从图书

馆、实体书店到博物馆、旅游景点、商业

楼宇，阅读和城市文旅空间充分融合。

上海书展持续发挥辐射效应，2023上海

书展三明分会场活动同期举办，巩固拓

展了沪明两地文化领域对口合作渠道。

还值得记住的，是场内外137名志

愿者全力以赴，为读者安全顺利观展保

驾护航。书展咨询服务点、志愿服务岗

亭共接待读者超15万人次，邮政服务和

包裹寄存近6000单，医疗服务近40次。

不说再见！上海书展以“爱”致敬阅读感恩读者

“近三年交大社已经实现版

权输出累计近30种，实现了进出

口文化贸易的顺差。”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陈华栋日

前在书展上透露的信息，背后是

我国科技出版“出海”总体势头良

好，已出现了一批“单点突破”的

“快船”。科技出版走出去，不断

提升中国学者和中国科技的国际

“能见度”。

与此同时，从借船、买船到造

船出海，中国科技出版如何更高

质量地“扬帆出海”，上海书展相

关论坛上业内代表在总结成绩的

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丰富资源的科技出
版不断刷新国际视野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

国。据统计，在500项世界主要

的工业技术领域当中，中国有

230多项稳居世界第一；同时，

中国也是学术研究大国，根据

2021的 资 料 ， 中 国 学 者 在 化

工、文理和数学等领域的论文占

了 23%的 份 额 ， 超 过 美 国 的

20%，居世界第一。

制造业与学术研究的交相辉

映，也为中国的科技出版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例如中国商飞

CR929总设计师、C919大型客机

常务副总设计师陈迎春表示，

2008年中国商飞成立，2009年上

海交大出版社就开启了大飞机出

版工程，到现在出版了200余本

书，也形成了各类图书、工具书、

会议论文、期刊平台。

而科技出版要走出去，就必

须拓展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合作，

发挥出版的协同者和组织者的作

用。据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的

总编辑彭斌透露，中国的科技出

版不仅有与国际专业出版集团合作“借船出海”的模式，有并

购海外科技出版社的“买船出海”模式，也出现了如中华医学

会打造独立运营的英文期刊传播平台MedNexus的“造船出

海”模式。

扬起数字出版风帆，加快转型升级

从产业结构来看，根据国际出版商协会2021年度的报

告，疫情前的2019年全球科技出版市场规模大约为280亿美

元，其中科技出版物市场和数字平台服务市场，各占50%。而

在科技出版物市场中，科技期刊占比达78%，占据了核心的地

位。因此，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邱显清表示：“科技期刊出版

及数字平台建设，毫无疑问是新时代科技出版的主战场，也是

科技出版‘走出去’的主力军。”

同样根据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数字出版方面最

领先的出版社的收入占比还不到20%，而国际上不少先进的

科技出版公司例如励讯集团，每年的营收在100亿美元左右，

其中90%左右来自数字出版。此外，2021年我国的数字出版

产业整体规模全年超过1.2万亿元，但是其中互联网期刊、电

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只有100亿元。

国外领先的数字出版并不是仅仅提供数据库服务，还实

现了向知识服务的转型升级，这种融合出版是当前出版发展

的新形式。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数据库云平台作为支

撑，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今年还发布了全国首个中医

疾病古籍整理数据库，再加上依托之前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在

知识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与此同时，经历过疫情的冲击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学

术出版比重进一步提升，已经从过去的28%涨到目前的40%

左右。作为对照，中国出版市场的现状是教育出版销售码洋

在50%左右，利润占到整个出版业的70%以上，而学术出版据

估算只占到整个出版产业的5%左右，差距十分明显。

内容为王之后，需加强对海外市场的研究

“科技出版要在技术上追求准确性、写作上追求高品位。”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上海交大出版传媒研究院院长郝振省

说。他介绍说此前出版的《中国科技之路丛书》由15家出版

社联合编辑，在内容上由科学院院长担任编委会主任，每个卷

册都由院士担任主编把关，保证了内容方向和科学性。此外，

在图书出版编辑阶段对编校质量上提出高要求，最终这套丛

书里最高的差错率是万分之0.46，最低的是万分之0.11，全部

达到了万分之一差错率以下的优良标准。

优质的内容更需要优质的推广渠道与方法。在国外的图

书展览上开发布会，是向世界推介中国出版作品的常用方式

之一。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观察到，有时候发布

会的实际效果不好。“要搞清楚开发布会是为了实现什么目

标、瞄准什么群体、要把书推到什么群体里去？”郭义强发现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读者，逛书展的习惯也不一样。比如中国香

港的读者更喜欢逛十几平方米的小展台，因为找书比大展馆

更方便；而且香港读者进门后习惯往左边走，这样在右边的展

台就相对会吃亏一些。类似这样的细节需要出版机构细致观

察、积极研究：“走出去要务实，一方面要沉下心来，不必急于

求成，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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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上从复旦大学北门的一条小路回

家，只感觉两边的树叶枯了，又繁茂了，又枯

了，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这部书（《唐五代

诗全编》）终于完成了，但我内心感觉到非常

惶恐。”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唐诗研究专

家陈尚君说，惶恐源自对学术的严谨认真，

“但一个人一生能做成这样一件事，为国家

民族的文化积累尽绵薄之力，非常荣幸。”

《唐五代诗全编》是陈尚君40余年唐诗

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全书超 1200卷，逾

1500万字，收录近4000位诗人55000余首

唐诗，对今存唐诗文献进行了详尽、全面的

整理。目前，稿件已全部交给上海古籍出

版社，进入最后的编校阶段，有望于今年底

明年初出版。在2023年上海书展最后一

天，陈尚君携“试读本”亮相，并与苏州大学

罗时进教授、古籍出版专家徐俊展开对谈。

多元多层次反映唐诗文本状况

“我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那年开始接

触唐诗文献，最初做的是唐诗补遗、考订。”

在《唐五代诗全编》三人谈暨读者分享会上，

从回顾学术历程开始，他自承研治唐诗40

余年，可以说每天都在进行唐诗文献的考证

整理工作。在这期间，陆续出版了《全唐诗

补编》《全唐文补编》等重要著作，这部《唐五

代诗全编》无疑是花费心血最多的，他将其

视为清代所编《全唐诗》的升级版。

康熙四十五年清代人编的《全唐诗》是

目前为大众最熟知、体量最大的唐诗总集

文献。这部900卷的大书，由十位江南在籍

翰林用一年半时间编完。迅速成书的原

因，是充分利用了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

和清初季振宜《全唐诗》的积累。该书虽然

极大地带动了此后300年唐诗研究的展开，

但本身存在许多问题。陈尚君说，《全唐

诗》收录的49403首诗之中，误收唐以前和

宋以后的诗大约是1500首，而一首诗分别

见于两人或更多人名下的将近7000首，没

有收的唐五代佚诗超过1万首。至于作者

小传之缺讹，诗歌录文之讹误，更是所在多

有，不胜枚举。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就有

学者李嘉言提出重编《全唐诗》的计划，上

世纪80年代末曾拟集体合作，但一直未能

完成。当年围绕编撰方法——是在《全唐

诗》里边改编还是穷尽现在的文献来重新

编撰，采取传统的大小字夹注出校还是校

记一律列在诗后，以及是不是要记录每一

首唐诗的文本来源，争论一直不断。

“我确定的目标是努力回到唐人的立

场，还原唐人作品的原貌。”陈尚君如是说。

《唐五代诗全编》几乎收录了以唐代文献和

宋代文献为主的所有最佳版本典籍里引到

的唐诗，充分利用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以求

还原唐诗文本变化的轨迹。以率先亮相的

“试读本”为例，它收录《唐五代诗全编》中卷

七百十五至七百二十一杜牧部分，删除了

《全唐诗》已收而肯定不是杜牧的诗75首，

存留的457首诗中，仍有30多首与杜牧生平

有扞格，但又不知为谁所作，选择存而加按，

疑而不删。在这些作品旁以按语的方式将

前人的说法呈现出来，供读者做判断。“年轻

的时候喜欢做‘翻案’文章，即要表达自己所

见与别人不同。现在我更希望做的事情是

‘存而不断’。”他举例，李白作品《姑孰十

咏》，或被认为是李赤写的。苏东坡曾言：

“余尝舟次姑孰堂下，读《姑孰十咏》，怪其语

浅近，不类李白。”然而，《唐五代诗全编》依

旧收录了这组诗。“李白虽是诗仙，但也有水

平不那么高的作品，我们能做的是多元多层

次反映唐诗文本状况。”

为古籍整理提供新的范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随着科

技的进步，人们获得文献，检索文献，掌握

前人学术成果越来越便利，这些文献和学

术成果是前辈们的智慧结晶，将这些智慧

结晶汇集起来，让它们以一个可靠的面貌

向世人展现，让读者共享学术研究成果，了

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陈尚君说，

“人在世一生，自应努力前行，在我则努力

希望把这本书做好。”

“有的注释比原文长几倍！”苏州大学

罗时进教授用“任性”形容陈尚君的工作，

“但做学问需要这样的任性。”他说，中国被

誉为“诗的国度”，唐诗是中华文化宝库中

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但相关的整理工作又

是最为繁杂的，研究者非常多，众说纷纭。

“《唐五代诗全编》的出版将为唐代文学研

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也可为古籍整理

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数十年的功夫，这是一个学者智慧和

体力的奉献，也是年华与才华的付出。在

陈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坚持有成’。这

部书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交代，也是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代。”古籍出版

专家徐俊用“体大思精”形容《唐五代诗全

编》，“以一人之力完成1500万字，体量之

大，可能前无古人。”他认为，该书的体例之

严谨、内容之精审，也是当世罕见的，可以

说是有唐“一代文学的资料总库”。

心血之作即将面世接受学术界的检

验，陈尚君用忐忑不安表达自己的心境。

“尽管如此，我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再出

修订本，更希望有机会做一番从繁到简的

工作，即删去烦琐的考证与校勘记录，仅留

下可信的唐诗文本，面对大众读者，推出普

及而可靠的版本。”

  余年唐诗研究总结性著作《唐五代诗全编》将出版，陈尚君说——

努力回到唐人立场，还原唐诗原貌

在英语世界，围绕着都铎王朝的历史

演绎，尤其亨利八世的“娶妻风波”，形成了

人们喜闻乐见的“英语宫斗宇宙”，从中产

生了历史小说交叉着浪漫言情小说的庞大

产业。“亨利八世和他的皇后们”在英语通

俗文学中的地位，相当于中文语境里的《甄

嬛传》，这一类小说通常是流水线生产的快

消读物，摆在超市的收银台边。但希拉

里 ·曼特尔的“都铎三部曲”——《狼厅》《提

堂》和《镜与光》——不仅从饱和的类型小

说中脱颖而出，更是在严肃文学的领域，两

度获得布克奖。

这位女作家怎样从人们熟悉的史料里

开掘并创造出一幅独特的历史群像？借今

年上海书展的机会，“都铎三部曲”的译者

刘国枝教授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肖

一之交流了他们精读曼特尔作品的心得。

他们认为，曼特尔能两获布克奖，跻身库切

和阿特伍德这样杰出作家的行列，很重要

的原因在于她写出了有灰度的人物，这种

“灰度”既是权力游戏中人性的底色，也是

人物从历史的阴翳中逐渐显形。作家用非

凡的想象力解析了一段被反复演义的历

史，让任何仔细读过小说的读者都不想穿

越回那个皇权翻云覆雨的年代。

从历史迷雾中走出了克伦威尔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一生娶了六个王

后，为了继承人问题，生不出儿子的王后们

接二连三地被休了或杀了，人称“王后收割

机”。皇室八卦是表象，背后实质是亨利八

世和罗马教廷决裂、英国的宗教改革以及

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英语世界的人们对

这段血腥暴力历史的熟悉程度，在中文世

界里大致对应康熙九子夺嫡。

肖一之认为，曼特尔能在人们熟悉的

故事里写出新的洞见，很大程度在于她选

择了一个在之前的叙事里被忽略的人物，

也就是出身寒微的托马斯 ·克伦威尔。他

经历不可思议的阶层跃迁，成为亨利八世

的心腹，在英国历史转型期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却因为触动贵族利益而被老派

门阀污名化。和他直接相关的史料很有

限，这是一个陷在历史迷雾里的影子。在

这一点上，BBC改编的剧集《狼厅》极为精

准地抓住了人物的特质，也捕捉到小说的

精气神。电视剧第一集越过小说开篇的内

容，直接进入红衣主教沃尔西被抄家的段

落，观众听到红衣主教一直在和几个公爵

对话，在这样充满悬念的压抑氛围里，托马

斯 ·克伦威尔从暗处走了出来。这个开场

构成对克伦威尔一生的隐喻，也是小说三

部曲划出的完整的人物弧线——默默无闻

的他，从黑暗的地方走到亮处。

刘国枝谈到翻译过程，小说文本制造

的最直观印象是克伦威尔从模糊的身影逐

渐变得有清晰的体积感。在《狼厅》里，克

伦威尔逃离了父亲，一个粗野的穷小子浪

迹欧洲，他的形象是模糊的，年龄是模糊

的，出身是模糊的，他像是帘子后面的人，

是被遮蔽的。到《提堂》时，他慢慢显身了，

他帮助国王摆脱了第一任王后凯瑟琳，如愿

娶到安妮 ·博林，他的地位攀升，存在的清晰

度越来越强。这时故事紧凑起来，国王很快

厌烦了豪横又生不出儿子的安妮，他要新的

婚姻，于是克伦威尔构陷了安妮的罪过，把

她送上断头台。《镜与光》开始于王后掉落的

人头，掷地有声，这一刻克伦威尔是非常膨

胀的，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一切，这时作者

明确提到，他50岁了。克伦威尔从一个影

子般的人物变成了众人视线中的焦点，他

走到所有人的前面，甚至走到亨利八世前

面。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大包大

揽国王的第四段婚姻。随着他的权力欲望

膨胀，他的身体也在膨胀，不断地发福，穿

浮夸的衣服，像当初红衣主教沃尔西那样，

这些终于成为旧贵族们攻击他的靶子。最

后，亨利八世厌弃他，使他瞬间坠入地狱，

旧贵族用他往日构陷安妮的手段还施其

身，他像他的导师沃尔西那样走上末路。

刘国枝和肖一之都谈到，曼特尔写出

了一条特别的“人物曲线”。克伦威尔因为

被红衣主教沃尔西赏识，被带入了贵族圈

层。在三部曲的早期，克伦威尔遇到难题

时就会想起沃尔西。随着他逐渐攀升到权

力巅峰，沃尔西的鬼魂不再出现。当他被

关入伦敦塔，这时沃尔西鬼魂又回来了，至

此，《镜与光》和《狼厅》形成了循环式的闭

环，最终，克伦威尔站到了沃尔西的位置。

曼特尔明确地写出，过去、历史和鬼魂这三

样东西本质是相同的，历史和过去都是缠

绕着生活的鬼魂。

这个  世纪的英国神话是
虚妄的镜像

“都铎三部曲”塑造了一群棱角分明的

女性，有仗着西班牙背景而性情强势的凯

瑟琳，有深谙女性魅力而嚣张跋扈的安妮，

也有看似温顺实则步步为营的简，以至于

这三部曲也被形容为“女版权力的游戏”。

然而刘国枝认为，女人主动投身权力游戏，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出于个人欲望，她们更

多的是被男性主宰的家族利益所绑架，她

们的婚姻和生命都是男性权力斗争的牺牲

品。在都铎王朝的宫斗风云里，唯一的核

心是国王。

曼特尔在小说结尾引用了意大利诗人

彼得拉克的诗：“在我之后你们能活得长

久，你们也许会迎来更好的时代。当黑暗

散去，我们的后人将走进纯净光辉中。”她

明确地把克伦威尔塑造成召唤新时代的

人，但他死在新时代的前夜，死前有透彻且

痛苦的领悟：国王是镜子，他是暗淡的演

员，镜子把光反射在他的身上。他发不出

光——国王的恩宠没了，他也就没有了。

曼特尔写得最冷静也最动人的部分是

克伦威尔的覆灭，他的被捕没有任何预

兆。他前一刻还是国王亲信的高官，下一

刻就被剥夺职位。亨利八世自我中心地随

机定夺着他人的生死。之前他和克伦威尔

还在聊私房话，很是伤感念旧，结果扭头就

要砍对方的头。克伦威尔虚妄地以为自己

和国王分享着英格兰的政治前途，反而是

和他亦敌亦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不止

一次地提醒他：“只要国王变了心意，你会一

无所有。”小说的后半程，克伦威尔一次次地

在镜子里看着自己，一个铁匠的儿子位极人

臣，这在17世纪的英国是个神话，但这个神

话本身就是镜像，是镜子照出的虚妄。

——译者和学者共话希拉里 ·曼特尔凭什么让通俗的历史小说两获布克奖

读过《狼厅》三部曲，没有人想穿越回都铎王朝

在上海书展邂逅文艺名家 ■本报记者 卫中

希 拉 里 · 曼

特尔的“都铎三部

曲”《狼厅》《提堂》

和《镜与光》曾两

度获得布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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