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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盛夏，爱书人牵挂的书香聚

会来了！202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

国”上海周明天启幕。作为书展东道

主，沪上出版界高度聚焦内容价值，

盘活优质作者资源，精准策划捕捉热

点，以沪版矩阵构筑出精彩纷呈的书

香风景。

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业发源地，

全民阅读氛围浓厚。书展如同巨大能

量场，是培根铸魂的阅读文化建设者、

服务者和引领者。经过20年精心打造

和探索发展，上海书展融入城市的集

体记忆，成为我国年度重要图书新品

首发地、面向读者的阅读风向标，也是

中国出版业最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大

众书展之一。

其中，既有世纪出版集团旗下多

家出版机构和公司，也有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复

旦大学出版社等高校出版矩阵，还有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

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文汇出版社等

社科文出版联合体。世纪出版将在书

展现场分主题展示区、世纪品牌馆、

数字出版馆、世纪直播间等，以及

“淘书乐”古旧图书展销专区。“打造

传世精品 攀登出版高峰——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新时代精品主题展”将集

中展示优秀成果。

在党的诞生地，为主题
出版力作投聚光灯

围绕重大出版工程、重要出版项

目、重点出版领域，上海出版界深耕细

作，推出一批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和年度选题的图书。不少新书还带着

刚从印厂出炉的温热，从中可一窥上

海出版人一颗颗赤诚的做书之心。

作为上海出版主力军的世纪出版

集团，组织旗下出版社、实体书店、文

创产品研发机构、线上传播平台等组

成“世纪矩阵”集中亮相，参展图书万

余种，其中以“世纪好书”品牌榜单为

引领的新书2000多种，将举办各类活

动300多场，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营

造浓郁书香氛围，充分展示集团成立

25周年的新成果、新气象。

策划推出回应时代热点、彰显主

流价值的主题出版物，是时代之需，

也是上海出版人的使命与追求。上海

人民出版社“党的诞生地”主题出版

中心一批著作将集中亮相书展。通俗

理论读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中国式现代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聚焦“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

变”，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

化。《新时代非凡十年的上海答卷》

全面展示并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

在国家战略的牵引下，在浦东高水平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城市治理以及全面从严治党

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林尚立

教授《天下国家道理——中国共产党

的成功之道》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从

弱小到强大、从边缘到中心、从成功

到伟大的深层原因，既有理论总结上

的高屋建瓴，又有纵论古今的历史

厚重。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

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红色

基因流淌于城市血脉，构筑起城市精

神的鲜明底色。红色资源富矿，为创

作研究提供了丰沛养料。赓续红色血

脉，为这座光荣之城著书立传，“党的

诞生地”主题出版成果正持续“上

新”。以“守正”为立足点，推出了“红

色起点”“红色足迹”系列等有口碑的

红色文化精品读物，孵化了一批有特

色的优质IP。“要让红色故事可敬可

信、红色文化可亲可感，应使红色主题

出版物成为讲好红色故事的重要载

体。”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温泽远说。

今年书展现场，党史专家罗平汉

《江山大势——1949年国共和平谈

判》生动记述1949年国共和谈历史始

末，深入解读国民党是如何失去民

心，共产党是如何赢得民心并逐渐走

向胜利。党史军史专家刘统教授遗作

《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运

用大量一手文献，还原毛泽东和党中

央在战略转折关头，如何“在世界上

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解

放战争”。

红 色 纪 实 文 学 力 作《人 间 清

白 ——首届中央监察委“龙华四烈

士”》书写在风雨如晦的岁月，纪检监

察先驱用忠诚与信仰树起监督执纪里

程碑。“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第二

辑）以图文并茂方式叙写龙华英烈为

中国革命披肝沥胆，彰显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救国救民初心。

海派是上海城市画盘中一抹浓郁

的底色，亦是吸睛的亮色。随着沪语

方言、建筑地标、城市历史的持续“出

圈”，海派文化的包容与腔调也融入更

多作品。由光启书局推出的《这里是

上海：建筑可阅读》2024年典藏版将在

书展首发，以56处精选建筑为代表展

现上海城市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上

海教育出版社《上海简史》（三卷本）丛

书涵盖上海从新石器时期到当代的整

个历史时期，为读者提供了全面的历

史视角打量城市。

海派连环画是海派文化璀璨瑰宝

之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在书展

首发由连环画家桑麟康、满振江、倪春

培联袂绘制，改编自茅盾文学奖作品

《千里江山图》的同名新创连环画，包

含《风起云涌》《千里追踪》《决战浦江》

三分册，融合单线白描传统连环画创

作手法和创新元素。上海书店出版社

推出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黄

宝妹等来自上海各行各业楷模为创作

主体，由连环画名家、油画名家、作家

合作讲述其励志故事的“新时代奋斗

者”系列连环画第三辑。此外，《大城

大师：68位社科大师的学术人生》《探

路新质生产力》等一批学术著作，从不

同角度诠释城市发展进程，描摹时代

斑斓画卷。

深耕典籍文献，多角度
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出土文献的出版是令“冷门”不

“冷”、“绝学”不“绝”，传承发展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新见出土文献

近年来由沪上多家出版机构持续推

出。上海已然成为中国出土文献出版

高地。今年上海书展，一批重磅国家

级项目的整理出版引人注目。

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

献》第一批70册的整理出版，采用高清

全彩影印，高度还原文献面貌，文献题

名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编纂团队

全新研究定名，是基于数十年敦煌文

献整理、影印出版的又一集大成者，实

现了珍贵海外文献的出版回归。《唐五

代诗全编》共1225卷、50册，逾1500万

字，收录诗人近4000名、诗55000余

首，该书既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陈尚君40余年唐诗研究的总结，也包

括后世对唐诗文本的理解，为学术界

及大众展现全景式“活化”的唐诗生

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杜诗学通史》

《汉籍合璧精华编》也为相关领域学术

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典籍整理方面，《史记会注考证

校补》将中、日藏《史记》古抄本及各种

有代表性刻本几乎囊括，并附研究长

文，澄清其系统和源流；《东亚家礼文

献汇编》通过对东亚各国学术界的国

际性、跨文化研究合作，全面整理重要

《家礼》文献，推动中华礼仪文明传播。

古诗词等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也吸

引了海外目光。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成

名作《高启：诗人的穷途》首次汉译引

进，从明代第一诗人高启的诗歌入手，

勾勒出高启行踪与交游，以微观史视

角审视元末明初生态。在日本现代

《庄子》研究著作中，既有学术专著，也

有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性著作，《庄

子：迈向超俗之境》即是后者，正如作

者蜂屋在前言中所说，他依照《庄子》

文本对庄子生平和思想做了“尽可能

通俗易懂的讨论”。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精所著

《古人的日常礼仪》，结合《朱子家礼》

讨论以见面礼、成年礼、婚礼、丧葬、祭

祀等为核心的古人日常礼仪。复旦大

学邵毅平教授《中国诗歌：智慧的水

珠》《中国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带读

者走入古典文学曲径通幽处，体味传

统文化智慧。“孙英刚精讲隋唐史系列

三种”《红楼梦脂评汇校本 · 典藏版》

《中国古代建筑纹样：〈营造法式〉彩画

复原图典》《诗经译注（彩图玲珑本）》

等普及读物也备受读者关注。

优秀传统文化整理传播，离不开

数字化的技术加持。眼下，“尚古汇

典 ·古籍数字服务平台”汇聚“典籍整

理文献数据库”与“中国地方文献总

库”近11亿字的权威古籍资源，结合高

准确率的古籍OCR技术，实现古籍内

容的智能化服务；“古谱今译”技术的

突破，让减字谱与工尺谱得以数字化

呈现；清华简数据库收录迄今整理出

版的十三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有力推动古文字这一“冷门绝学”学科

的发展与文化传承。

备受书迷关注的上海图书公司

“淘书乐”专区，将展销“稀缺书、断版

书、签名本”近3万本，精选“宝藏书”在

玻璃柜集中展示，其中最珍贵的是价

值3.5万元的清代“四销夏”中成书最

早者——《庚子销夏记》八卷，还有

1931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忠心

的爱人》中英文双语初版、《论幽默》上

海时代书局重排初版、《寒云日记》民

国影印版等稀缺古旧书籍。同时，整

理出数十位文化界名人，如周柏春、姚

慕双、倪萍、陆毅、张译等人签名本。

上海外文书店、上海沪港三联书店也

将强化自身优势，承办好以外版图书、

中国港台地区图书为特色定位的阅读

文化项目。

  技术赋能专业出版，
陪伴读者把厚书读“薄”

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出版产

品和编辑出版流程，一批成果亮相上

海书展。工具书出版数字化方面，“聚

典数据开放平台”2.0版本功能日益强

大，已成为600万余名月活跃用户信赖

的跨系统、跨平台知识检索权威工具；

新近研发的“聚典写作助手”以兼容

Word、WPS的插件形式，为用户提供

释义搜索、诗文检索、语义检索等功

能，让学术写作、文案写作等更加高

效。写作助手的检索结果均出自《辞

海》《大辞海》《汉语大词典》等权威

工具书，有效避免了大模型的“幻

觉”问题。辞海网络版3.0在内容、

技术上全面升级，引入“智能搜索”

和“千人千面”智能推荐，实现用户

界面个性化。

教育出版的数字化同样在升级服

务读者。比如，沪学习App新推出AI

口语对话功能，显著提升学生在英语

口语方面的自主学习效率；“十万个为

什么”品牌持续打造与百度联合开展

的“2024语言与智能技术竞赛（LIC）”

中的获奖项目“鲁宝早教探究”“十万

个所以”等AI原生应用，“十万个为什

么 ·波波熊AI学伴”等产品，应用多模

态和RAG（检索增强）等技术手段，回

答孩子们提出的开放式问题，将答案

编写为图文并茂的故事乃至“微型出

版物”。

上海也是学术专业出版的重镇，

亮相上海书展的一批科技类读物可视

作上海学术出版厚积薄发的积极注

脚。既有在工程技术、医学科技领域

居全国领先的重量级原创学术产品，

如及时总结中低速磁浮交通研制经验

和技术成果的“中国磁浮交通基础理

论与先进技术丛书”；体现工程技术

方面世界先进水平，推动我国科技创

新发展的“重大工程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丛书”；也有凝聚国家神经疾病医

学中心多年来创新性研究实践成

果，汇集当前数字外科、人工智能最

新技术的 《脑胶质瘤手术技巧与图

谱》等。

“东道主”精品新作首发亮相    上海书展，构筑精彩书香风景

沪版矩阵亮眼！上海出品彰显主流价值

74岁上海爷叔蔡兴贤，是书友们

口中的“老蔡”，也是圈子里的“淘书模

子”。30多年前，他在上海文庙旧书市

场淘上瘾了，尤喜文史类书。

这份书缘延续到了上海书展。打

卡书展，成了盛夏必选项。蔡兴贤甚

至提前留意日期，“安排外出旅游时，

会特地避开8月中下旬，绝不和书展日

程‘撞档’”。为何上海书展独享“优先

级”？老蔡快人快语：“这么好的展，花

了那么大心思，就像节日，是连续7天

的盛宴，我享受还来不及，当然全力支

持，迫不及待要冲去赴宴了。”

从历史传承来看，上海书展的初

心就是“书市”，前身主打图书交易现场

销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曾举办过各

种各样的书市、书展，为2004年开启首

届上海书展打下了扎实的大众基础。

从文庙到展览中心，好书在哪，乐趣在

哪，读者就在哪。“追”了20年，乐此不

疲，老蔡自谦水平有限，在受访过程中

想低调点，但格局不小——他形容书展

是上海一张尤其夺目的名片，“能照见

一座城市的胸怀、气派与性情”。

“真爱粉”彼此体谅，自
愿多次排长队“追星”

“叶迷来了！”作家叶永烈在世时是

上海书展的嘉宾常客，每次见到蔡兴贤

等“铁粉”来现场，他的夫人杨惠芬女士

会和读者们打招呼，仿若老熟人。

老蔡收藏了130多种叶永烈的著

作，最多一次他带了30余册书请作家

签名，“我知道大家排队都很辛苦，一

般会签四五本，然后回到队伍尾端重

新再排，多排几趟也乐意”。排队间

隙，他也和前后的“叶迷”交流读书心

得。“因为热爱同一个作家、同一件事

情聚在一起，也是上海书展吸引人的

氛围感。”

他观察到，叶永烈夫妇签名、钤

印、盖章，配合默契，不厌其烦。“他俩

全部工作结束后，会见缝插针问候，说

书展签售时间紧凑仓促，还专门找个

地方和我聊几句，很开心。”老蔡回忆

往事连连点赞，“叶老不仅写得好，人

品也好。”

上世纪80年代收藏升温，无意间

读到叶永烈《收藏热》，老蔡瞬间“入

坑”。“书里写收藏是门学问，收藏可以

出人才，写到了心坎里。我写信到巨

鹿路675号上海作协向作家表达喜

爱。”老蔡曾经在旧书市场淘得一本北

京大学老校刊，里面有叶永烈在北大

读书时写的一篇文章，后来在书展现

场，他将此刊送给作家本人。

老蔡书展战利品有两大类——一

是旅游书和地图，他是不折不扣的地

图收藏爱好者；二是海派故事书。“赵

丽宏、薛理勇、马尚龙等上海作家学

者，讲上海故事、写老城厢历史文化的

书，我尤其喜欢。”老蔡补充道，以海派

文化为关键词的多部文丛、丛书，都是

在上海书展首发首售，“书展本身也是

海派特色的延续、传承、创新”。

书展“三乐”背后，一座
城市的丰盛与包容

“上海书展一向是城中盛事，也是

读者的盛宴，满目见书，在此巡阅太爽

了。而且每届请到了那么多中外作家

学者嘉宾，放眼望去，很难超越。”老蔡

感慨，20年来上海书展给读者带来太

多快乐。

他饶有兴致地总结为“三乐”——

不经意淘到宝贝的淘书惊喜；和作家

学者嘉宾交流的切磋之乐；和全国书

友们密切互动的精神愉悦。“家里书越

来越多，占面积，有时小辈要埋怨，我

跟他们说，就像听场音乐会、看部电

影，逛书展买书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和

文化消费，收获大。”

不仅是上海书展，只要有感兴趣

的新书发布会或讲座，老蔡也会去聆

听，“增知识，长见识，退休生活才不会

乏味。”他发现，上海思南公馆和一些

图书馆的讲座很不错，也参与过马尚

龙文化工作室的读书会。

旧书摊仍是老蔡的心头爱。前两

届上海书展，上图公司“淘书乐”在现

场设专门展区，“有次我和书友老俞一

起淘书的镜头还被媒体记者拍下来发

表了！”去年苏州河畔樱花谷旧书市

集，他去过好几趟。“二手书、旧书不光

是价格优惠，也有岁月的印记。想起

法国塞纳河畔的书摊就像长长的绿皮

车厢，如今上海也做到了，而且做出了

自己的特色。”

书香满城的氛围，在上海书展有

了浓缩版呈现。“在中国，还有哪个文

化活动，可以像上海书展这样有如此

多分会场？2019年甚至多达百余家。

不少分会场是由书店、文创场所和读

书会构成，将全社会读书力量汇聚起

来。从主宾省，到国际文学周等子品

牌，上海书展不仅仅局限于本市。”老

蔡观察到，每届书展都吸引长三角周

边乃至全国多地读者，大厅两侧楼梯

常有席地而坐的观众。热情读者拖着

行李箱，在签售现场排起长蛇阵，还有

外地家长带着小朋友，大学生三三两

两结伴，甚至不乏海外的面孔……

年纪越大，对时间越有紧迫感。

“想见的人，赶紧去见；想读的书，想办

法去看。万一错过没机会呢？人生，

少留些遗憾。”老蔡说。

旅游计划绝不“撞档”，只为不错过每一届盛大节日

爷叔享受上海书展：“赴宴”去！
■本报记者 许旸

“上海书展20年 ·全勤读者”系列之二

2024上海书展暨“书香

中国”上海周明天启幕。作

为书展东道主，沪上出版界高

度聚焦内容价值，盘活优质

作者资源，精准策划捕捉热

点，以沪版矩阵构筑出精彩

纷呈的书香风景。

右图：上海书展正在进

行最后布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作家叶永烈的“铁粉”老蔡攒

下一批签名本，收集了往届上海

书展的手册、海报、印章等。

（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