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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

（典藏版） 新书首发式现场人头攒

动，三卷本《上海简史》引来市民

读者排长队签售，“你好上海 · 人

文绘本”系列书架前小读者驻足翻

阅……2024上海书展亮相的一批海

派文化读物，从城市地标、历史底

蕴、文博导赏等多个角度解读上海

的前世今生，让读者在书展也能

“漫步”街区、阅读建筑。

当前，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努力打造

“世界会客厅”。建筑等故事背后也

是上海故事、中国故事。这批新书

宛若一扇窗口，引导读者打开上海

这部超级“大书”，读懂上海、体

验上海、爱上上海。

跳出浮光掠影，深度
解读城市内涵品质

近年来，随着城市历史、沪语

方言、网红地标“出圈”，“City

Walk”“城市行走”持续升温，上

海众多经典建筑成为市民游客争相

奔赴之地，“建筑是可阅读的，街

区是适合漫步的，城市始终是有温

度的”理念深入人心。海派文化的

包容创新与气质腔调融入社交平台

热门话题。

如何跳出单一或浮光掠影式打

卡？继精装版、有声版、平装普及

版，时隔四年，《这里是上海：建

筑可阅读》（典藏版） 作为“建筑

可阅读”系列出版物又一重磅成

果出炉，深度解读城市内涵。多

位长期从事城市历史和建筑文化

研究的专家学者，长期从事城市

影像记录的摄影师，合力组织书

稿编写编辑加工。全书收录代表

性56处知名建筑，以图文并茂、

中英对照的形式，以建筑为载

体，生动诠释上海城市的内涵、

品质、特色，是打造展现城市形

象、代表上海城市文化特色的必读

书，为市民游客欣赏上海历史文化

提供了指南。典藏版的亮点在于，

在开本、版式、装帧等方面进行了

升级优化，采用布面精装以及8开

全新开本，用更大版面更好呈现建

筑风貌，更具珍藏价值。

“海派故事好白相！”不少本地

爷叔在新书《上海爷叔》前，寻到

了深深的共鸣感。新鲜出炉的《海

派》第5辑则秉承《海派》丛刊主

旨，立足近代以来发生在以上海为

主要或相关背景的人、事、物，涵盖往事追忆、人物研

究、影像解读、名家日记书信披露以及对近现代文化现象

的思考等多方面内容，进一步推动海派文化的研究、传承

与弘扬。

从开发开放到领跑，阐释上海持续发展奥秘

喜欢上海有无数个理由。“一城有一城的故事，上海

从东海边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背后有许多故事和

历史经验等待总结发掘。”《上海简史》 由熊月之教授领

衔主编，上海史专业学者著述，合完整性、系统性、知

识性、普及性为一体，为大众提供深入了解上海从开

发、开放到领跑的发展路径，揭示城市前世今生持续发

展的奥秘。

讲好上海故事，感受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成就，需要

出版人充分挖掘本土优质资源，深入浅出展开解析。《上

海简史》 涵盖上海从新石器时期到当代整个历史时期，

为读者提供全面的历史视角，对城市发展、社会变迁等问

题有更深入思考。整套书籍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丰富

历史图片，“这不仅是一部历史书籍，更是一次穿越时空

的旅程，领略到了上海千年风华。”活动现场，有读者如是

感慨。

《上海简史》含三卷，第一卷《云间潮涌（751—1843）》述

近代以前上海地区历史，重点阐述上海资源禀赋、人文特点

与开放传统；第二卷《海上繁华（1843—1949）》聚焦近代上海

地区历史，重点阐述上海何以由普通沿海县城，在百余年

间跃升为国内最大城市与国际著名都市；第三卷《东方璀

璨 （1949—2019）》回顾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上海地区历

史，重点阐述上海在不同国际国内环境下持续发展，彰显

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成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

如何吸引青少年了解并爱上一座城？“你好上海 · 人文

绘本”系列之 《帷幕拉开了》 聚焦上海大剧院，《恐龙之

夜》呈现上海自然博物馆，分别展现上海的城市文化，以

及城市里的人们拼搏奋斗的热情和梦想。沪上剧院、博物

馆等城市名片与文化地标，以艺术之美感染打动了更多小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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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请年假逛上海书展，四小时兜下

来，一本书没买，倒是入了十来件文创产

品，各式包袋就有四个。对于自己的这番

“战绩”，自诩读书爱好者的外企白领李畅

哭笑不得，直言“有趣的小玩意儿太多，忍

不住一路‘剁手’”。事实上，与她同款的观

众不在少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卡夫卡系列包

袋平均每天卖出300个；新星出版社开出的

快闪性质“河童文创店”全部产品均快速售

罄，不得不提前两天宣告线下打烊；不管何

时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展位，文创区总是人

头攒动……本届上海书展上，出版社文创

或者说是图书周边的火爆，肉眼可见。

中外文豪都成文创大  

记者观察到，参与本届书展的很多出

版社，售书的同时都带来自主开发的文创

产品，其中不少还推出相应的文创品牌。

这些文创往往围绕出版社自身定位以及独

特的作者、图书资源展开奇思妙想，不仅呈

现“文艺范”，甚至能将图书精神的无形化

为有形。

一众外国文学巨匠，撬动起文创的丰

沛灵感。围绕出版过的《卡夫卡传》，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阅 ·见”文创品牌

和卡夫卡“杠”上了。去年上海书展上，该

社带来的一款卡夫卡签名刺绣托特包不期

“跑”成现象级爆款，至今售出近两万个，今

年上海书展，其卡夫卡包袋趁热打铁推出

更多款式、尺寸，单颜色就多达6种。凭借

“诺奖作家丛书”打开声名的漓江出版社，

其文创品牌“黑诺”鲜明主打诺奖作家。加

缪主题是最成熟的一个系列，加缪萤火托

特包书展首日就卖了200个，直接断货，创

意取自西西弗所推石头的创意挂钟亦颇为

吸睛，《西西弗的神话》正是加缪提出自己

明确哲学思想的作品。作为综合性专业翻

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更以文创品牌

“七海制造局”编织想象世界，为不少作家

定制专属文创“小宇宙”。例如，“东方档案

馆”主打黑塞主题，“寒鸦咖啡馆”主打卡夫

卡主题，“银河铁道邮局”主打宫泽贤治主

题，“月读俱乐部”主打毛姆主题，总之每一

个地址都关联着现实世界的作家或作品。

“国民作家”鲁迅，同样成为激活出版

社文创的大IP。简练提取鲁迅浓眉大眼标

志性形象制成的迅哥儿保温便携杯，来自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之宝”文创品牌，《鲁

迅全集》恰为该社看家产品。围绕“先读

书，后浪”的企业标语，后浪出版公司从热

播剧《觉醒年代》中汲取灵感，开发出“新青

年”鲁迅衍生产品，契合着当代年轻人的生

机勃勃与自有主张。书展现场，不少年轻

观众对其墨绿色“新青年”T恤表露出兴趣，

比T恤更酷的是包装，用牛皮纸袋复刻了

《新青年》杂志封面，文艺又复古。

新星出版社的“河童文创店”鬼马精

灵，让人摸不着头脑，几乎所有产品都以一

只绿色卡通河童形象展开叙事。其营销编

辑何诗琪告诉记者，这一形象可谓新星出

版社的野生吉祥物——河童是日本民间传

说中的妖怪，而新星出版社最初以日本推

理小说为大众所知。起初，这一卡通河童

形象是一位同事随手画下的，因其活泼可

爱而被用于出版社官方公众号头像，不期

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出版社进而请设计

师将河童的故事加以丰满，衍生出一系列

文创。书展现场，迷你书冰箱贴和河童光

影胶片卡是最先售空的品类。前者将想象

世界的书变成迷你冰箱贴“出版”，每一页

都有情节，真的可以翻看；后者是河童形象

和新星书籍的结合，每一张都代表一本书，

盲袋形式发售，还加入了隐藏款。

让有趣的文创为图书找到读者

近年来，文创市场不断升温。相比趋

于成熟的博物馆文创、旅游文创等，出版社

的文创开发起头不久，其被看见、被追捧，

几乎就在这一两年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市场部的吴海姣

向记者透露，该社的图书周边尽管早已有

之，但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伴手礼赠送的。

去年卡夫卡托特包的走红，让该社实实在在

念起文创的生意经，接连研发新品。作家出

版社带着首度开发的文创来上海书展试水，

那是一系列放大猫咪身上咖啡色纹路的包

袋、笔记本等，特意凸显了毛绒质感，萌趣十

足，灵感来自该社新版夏目漱石《我是猫》，

均与图书封面为同款。上海译文出版社是

国内出版社中少有专门成立文创部门的，其

文创品牌“七海制造局”也可谓国内出版社

文创的顶流，记者却了解到，该社文创从选

题敲定到设计、开发，通常依赖的就是两名

全职员工。该社文创负责人简恒说，很多产

品的设计思路其实很朴素，就来自阅读、使

用习惯。例如，护书袋的问世，是因她本人

上下班有带书的习惯，发现放在包里的书容

易散开；不少产品喜欢用“万用”概念，是因

想让一件物品能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不同人

手中发挥不同作用。

有人笑言：“文青是一种感觉，把书

‘袋’在身上，让我找到了这种感觉。”李畅

告诉记者：“文创是有价值的生活美物，生

活中用上它们，会刺激自己的文化主动

性。”尽管出版社文创在文创市场中所占的

份额以及品类的丰富度有限，但出版人试

图以文创产品为图书寻找读者、撬动阅读

的诚意已被看到，时下大众的购买热情便

是对这份用心的最好回馈。尽管有说法认

为书展上卖疯了的文创喧宾夺主，让读书

这件事本末倒置，但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

上的感言同样有代表性：“我觉得文创降低

了人们接触文学的门槛。对于爱好者来

说，是收藏一种精神纪念品，对于路人来

说，也能作为一种钩子。”

卖疯了的出版社文创是照亮
更开阔阅读世界的那缕光吗

在参与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仲夏

文学漫步”时，美国漫画家丹 ·诺特在行程

中对一切都很好奇，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到

上海，并且，他第一次和如此众多的小说

家、诗人同行。短暂的一周里，他在随身携

带的速写本上绘就了一册私人的“上海文

化地图”，要求编辑带他参观上海博物馆藏

的中国书法作品和青铜器，当他在今年上

海书展的行程即将结束时，他仍然认为这

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旅行：

“我曾想过找机会来中国参加动漫展，

没想到我的第一次中国行是被上海国际文

学周邀请的。当我和全世界的诗人、小说

家、散文作家一起讨论这个时代文学如何

克服偏见和隔阂，我感到很欣慰，因为上海

书展和国际文学周的理念是先进的，认同

漫画的功能不限于商业娱乐，它可以是与

小说、诗歌、散文平起平坐的表达方式，可

以既是文学也是艺术。既然这个时代已经

不可阻拦地趋向图形和视听表达，那么，

漫画为什么不能是一种有深度的、严肃的

语言？”

从2017年起，丹用长达5年时间绘制

图文专著《城市运转的秘密：水、电、互联网

背后的故事》，图文并茂地拆解互联网、电

网和水利系统怎样被构建，以及这些支撑

人类生活的“隐藏系统”的工作原理。这本

画风简洁活泼、看似风格低幼的“连环画”，

用极为具体和直观的图解，让众多“门外

汉”们了解物理学、工程学和历史学的专业

知识，内容硬核，表达方式亲和。丹说，他

绘制这个题材的初

衷是因为，“我也是

个读不懂科技新闻

的门外汉。”2016年

10月21日，始于美

国东部的互联网瘫

痪席卷全美，新闻、社交、视频和购物网站

全部无法访问，事后，FBI用了很长时间调

查事故原因，得出的结论是“黑客利用服务

请求耗尽服务资源”。而丹回忆，当时他看

到这则新闻，“每个单词我都认识，但我读

完了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2016年的

这场互联网事故让他联想到2003年的北美

大规模停电，那年8月，俄亥俄州的高压电

缆被树枝压到短路，一家发电厂因此停工，

仅仅1小时后，发展成265家发电厂停运，

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电网发生大面积停

电，包括纽约和多伦多这些大城市全部断

电，这次电网事故波及美、加两国总计六千

万人的日常生活。他由此意识到，支撑着

正常生活的能源和通讯系统，它们会出现

在新闻里、会被人们注意，通常是“出问题

了”，但它们按部就班地秘密运行时，一定

“没有问题”吗？

丹带着好奇和不解，开始绘制“水、电、

互联网背后的故事”。“对我来说，画漫画是

我的学习方式，是我的笔记，画面记录着我

的探索过程。通过画画，我和更多人分享

认知，并且，我希望人们从漫画里得到新的

知识时，不觉得无聊。”起初，他没有想过会

为一本书投入5年，第一部分《光的线路》初

稿形成时，尚在佛蒙特州漫画研究中心求

学的他以为这只是个研究生的毕业设计作

业。随着他越深入于案头研究，接触到更

多的人群和更广阔的世界，他的艺术观念

和创作立场逐渐成熟起来。当他考据胡佛

大坝的建造历程和北美水利工程发展史，

真正地理解了托妮 ·莫里森在小说里关于

密西西比河的那段表达：“人们把河道改直

了好几处，腾出空间给房子和可居住土地，

河水在这些地方泛滥。‘泛洪’，人们用的是

这个词，但实际上河流不是在泛洪；它是在

回忆。回忆起曾经归属的地方。”随着当今

世界的光纤电缆图在他的画笔下逐渐清晰

时，他意识到今天的互联网系统是基于当

年欧美主导的全球电报系统，他由此思考：

“发达国家的人们把生活的便利视为理所

当然，是不是意味着对世界上的另一些人

受到的伤害视而不见呢？这是不是对隐性

的不平等麻木不仁呢？”他以简洁的美学为

起点，试图用美学解析复杂的工程难题，结

果走向更宏阔的人文议题，正如他在书中

引用的人类学家大卫 ·格雷伯的重要观点：

世界的隐蔽真相是，它是我们创造的，它也

很容易被改造成另外的样子。

《城市运转的秘密》让各地读者看到

“长篇漫画”的新形态，它是大容量的绘本，

画风轻盈，内容则具备时间的广度和专业

深度，并且覆盖历史和现实的议题。有读

者和丹讨论“不能阅读复杂的长文本是不

是人的堕落”，他很坦率地回答：“其实我就

是个视觉生物，比起文字，我更倾向从图像

里学习，以及用图像表达。我从小学到大

学，一直试着用画漫画来做作业。如果人

们能通过图像学习知识、自我提升，和这个

世界形成更健康的关系，那为什么不呢？

图像何尝不是另一种语言？”他在本科时同

时主修艺术、新闻学和政治学，因为他相信

前者是后两者的容器。也恰逢过去20年

中，在美国出版界，图像小说、绘本小说是

增长最快的出版物，在新闻界，出现了长

漫画形式的深度新闻报道和特写。这让他

更坚信，漫画不是只有圣地亚哥漫展和漫

威电影这些“大路”，还有大片小径分岔

的花园。

丹回忆，绘制《城市运转的秘密》的几

年里，他收到了许多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热

情回应，他因此进入了诸多不对公众开放

的实验室和机构，“他们过去也很苦恼，大

量专业知识难以向公众科普，他们没想到

艺术家对此感兴趣，漫画成了专业和公众

之间的桥梁”。丹参加了今年国际文学周

的主论坛“故事的边界”，他反复强调，漫画

不是即将被AI取代的濒危行业，它是一种

来自人类童年又将陪同人类继续远征、战

胜隔阂的特别语言：“从非洲最南到欧洲最

北，我们从洞穴壁画里探知远古人类的共

性，那些壁画就是三万年前的漫画。甚至，

以我的个人经验为例，我从中国当代漫画

里了解到的中国，远比CNN报道里的更丰

富、更生动。”

“上海国际文学周”里的漫画家——

丹·诺特：读图时代，漫画可以是严肃出版物

名家共享书房

 漓江

出版社旗

下文创品

牌“黑诺”

带来了诺

奖作家系

列文创。

本报记者

范昕摄
制图：李洁

 人民文学出

版社旗下文创品

牌“人文之宝”推

出的便携杯。

 新星出版社“河童

文创店”的河童光影胶

片卡。（均出版方供图）

 丹 ·诺特在随身携带的

速写本上绘就了一册私人的

“上海文化地图”。制图：李洁

一批海派文化读

物亮相书展，从多角

度解读上海，让读者

在书展也能“漫步”街

区、阅读建筑。

制图：李洁

▲《城市运转的秘密》让读

者看到“长篇漫画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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