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最美书店”武汉中心书城的创新发展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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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王跃文、李修文、张执浩、徐鲁、黄群慧、祝勇、陈磊等120余
位文化名人与市民面对面分享阅读感受，《废名全集》《长江档案》《咏春
调》《叙事者的远见》和“长江的孩子”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系列第3辑等新
书首发……4月8日至28日，武汉中心书城作为第二届武汉书展主展场，共
开展50余场文化活动，10余万市民读者前来打卡逛书店，营造了浓厚的书
香氛围。

“我们一直在探索实体书店可持续发展新思路，武汉中心书城作为由武
汉出版集团投资建设的沉浸式文化综合体，正在连接多方资源，打造读者
之家、作者之家、编辑之家，希望用阅读点亮美好生活。”武汉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向梅介绍说，武汉中心书城自2022年年底开业以来，
积极构建行业交流平台，举办武汉书展、国际绘本展、汉版图书展、武汉
城市文化周、武汉诗人活动周、武汉文学周儿童文学专场等文化活动400
余场，线下迎来百万读者，线上传播和影响数千万人，已成为推广全民阅
读和建设“书香武汉”的重要阵地。4月24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的第三届
全民阅读大会上，武汉中心书城荣获“年度最美书店”荣誉称号。

4月8日，在武汉中心书城，北京
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
席乔叶与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汉市文
联主席李修文，以“关注时代价值
书写乡土中国”为主题展开对谈。4
月10日，著名作家王跃文与读者畅谈

“小说里的世相人心”。4月20日，历
史文化学者祝勇开展 《故宫里的中
国》主题分享会。

4月9日，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长
江档案》新书首发式暨专家研讨会在武
汉中心书城举行，该书是近代长江档案
文献的首次完整汇集影印出版。4月13
日，“每当冬去春来——张执浩《咏春
调》新书首发式”举行，首发式融合了诗
歌、朗诵、音乐、对谈等多种元素和形
式，与200位读者一起品读诗与春天。4
月 22 日，由儿童文学作家徐鲁主编的

“长江的孩子”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第3辑首发，现场还向武汉市邬家墩小
学的孩子们赠送了图书。

……
或举办新书首发、品牌发布，或邀

请名家开展主题讲座、图书分享，武汉
中心书城致力于打造“作家之家”，通过
举办武汉书展、国际绘本展、全民阅读

大讲堂、“江城晚八点”、武汉诗人活动
周、武汉城市文化周、江淘淘读书会等
一系列阅读活动，为广大作家提供了与
读者交流的活动平台。

“在这里的每一次分享都让人欣悦
难忘。”徐鲁举例说，2023年10月29
日，在2023武汉文学季期间，他在武
汉中心书城举办《徐鲁美文精选集——
弯弯的菱角小船》新书分享会，活动开始
前，书城相关工作人员与他和出版社多
次沟通，确定分享内容，并选取书中精美
的插画，在书城四楼儿童区同步推出主
题插画展，还有针对性地招募了一批5—
8岁的孩子及其家长来参与分享。

活动中，徐鲁和孩子们一道分享
他记忆中的春夏秋冬，畅谈自然、童
年、节气、风物、诗意与故乡。现
场，小朋友们积极上台朗读书中精彩
片段，也踊跃发言，说出自己心中关
于四季的感受，气氛热烈。徐鲁表
示，希望小朋友阅读时除了可以享受
到文学之美、语言之美，也可以接触

到大自然的知识和一些节日风俗，接
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和熏陶。在现场，
读者李女士表示，参加这次活动感到
非常幸运，书中描写的很多画面都是
她小时候生活的场景，这本书将成为
她与女儿两代人沟通的桥梁。

当天的分享会还通过“书香武
汉”、“阅读武汉”、武汉中心书城视频
号等平台同步直播，并经 《湖北日
报》、《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武汉
发布、长江网等主流媒体和平台传
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提及在武汉中心书城的分享，多
位作家用“真正的在场”“回到阅读现
场”来形容。著名作家马伯庸曾携

《长安的荔枝》与读者相约“江城晚八
点”大型都市文化夜读活动，分享文
学创作的心得体会，现场座无虚席。
纪录片《河西走廊》《中国》总撰稿人
邓建永在书城举办创作分享会，讲述
纪录片创作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一
起“重返历史现场”。

作家王跃文也对在武汉中心书城
举办的阅读分享会记忆深刻。2023年
11月，王跃文携长篇小说《家山》在
武汉中心书城举办读者见面会，与特
邀嘉宾李修文、蔡家园，以及广大书
友分享他精心构筑的“理想乡”，吸引
了很多读者参与。就读于华中科技大
学的罗同学了解到书城举办王跃文读
者分享会后，立刻邀朋友一同打车过
来，现场购买了《家山》等图书，并
排队等待作者签名。

说起当时的情形，王跃文感慨地
说：“当时的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让我
特别感动的是，读者朋友们排着长
队，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读者，捧着一
摞一摞的《家山》来找我签名，让我
感觉到武汉真是一座读书之城、书香
之城。”

了解武汉中心书城的作家们都欣
然留下墨宝，以示对书城的赞赏与鼓
励，例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
先生题赠“坐拥书城，其乐无穷”，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王跃文先生题赠“大
事小说”，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先生题赠

“全国新书首发中心”，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熊召政先生题赠“作家之家”。

构建阅读第一现场，让作者宾至如归

4月27日，武汉出版集团在武汉中心
书城对邹德清、杨建文、李俊、何小敏、万洪
涛等从事编辑工作30年的资深编辑进行
表彰。武汉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武汉出版社
总编辑邹德清说：“武汉中心书城是‘编辑
学堂’，为编辑的成长提供了诸多行业滋
养。能和作者、读者在这个空间里近距离接
触和交流，对编辑来说是一种福分。读者的
兴趣、喜好扑面而来，我们感触很深。”

图书编辑作为出版业的重要角色，是武
汉中心书城一直关注和服务的群体。近两年
来，书城积极为广大编辑提供学习培训、交
流分享的平台，致力于打造“编辑之家”。

4月8日，第二届武汉书展开幕当天，
全国14家城市出版社的好书集中亮相武
汉中心书城内的城市出版馆，既供市民读
者阅读购买，也供广大编辑观摩学习。当
天，武汉出版集团还主办了新时代城市出
版高峰论坛，来自全国 13 家城市出版集
团、出版社的负责人以“与时代共振 与城
市同行”为主题，分享了近年来城市出版社
发展的经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编辑
学会会长郝振省、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董事长马国仓等还为城市出版社的未来发
展建言献策。武汉出版社编辑张荣伟说：

“通过学习，我对如何深挖城市资源出版更
多精品好书有了更多想法，受益匪浅。”

第二届武汉书展期间，武汉中心书城
还设有多个特色展区，在展现阅读之美、
文化之美的同时，助力编辑成长。

书城三楼的 2024 年全国文史图书精
品展，展示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
委员会32家成员单位带来的1000余种图
书，既有大部头的古籍资料，也有不少精
品文史类图书。此外，北京、天津、上
海、浙江、湖北等多个省市新华书店、图
书馆、电商平台以及经销商参会交流。

书城八楼的书籍设计艺术特展，展陈
全国200多家出版社的各类获奖作品400
余件，其中包含 4 种“世界最美的书”、
40多种“中国最美的书”，一本本装帧设
计精美的图书吸引了不少编辑驻足翻阅欣
赏。特展期间，张志伟、尹琳琳、张志
奇、周晨、张悟静等 5 位“世界最美的
书”获奖者，还通过主题分享讲述了书籍
艺术设计背后的故事，与现场编辑、读者

一起感受书籍的美学表达。
在日常运营中，武汉中心书城还通过

举办编辑业务培训班、邀请编辑走进直播
间分享，并以举办编辑分享会的形式，服
务广大编辑成长。

4月21日，《长江文艺》副主编喻向
午携最新作品《叙事者的远见》做客武汉
中心书城，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
泽龙等以“近景和远见”为主题，为现场
的百余位读者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分享
会。喻向午表示，此前所经历的文学生
涯，在《长江文艺》从事编辑的经历，为
自己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王泽龙认为，《叙事者的远见》是喻
向午职业生涯与心灵轨迹的自述，也是他
从一名普通编辑成长为职业办刊人与有思
想情怀的编辑家的镜像，显示了一位文学
编辑家十分扎实的理论功底与知识修养。

中华书局党群工作部主任梁彦曾做客
武汉中心书城，为读者讲解《复兴文库》
这部大型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意义和阅读
方法。湖北教育出版社编辑杨文婷曾携责
编的图书《连云山的铃声》，与武汉市蔡
甸区作协副主席肖静、武汉市蔡甸区朗诵
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周晶展开对谈，引导家
长们重视孩子的阅读。湖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编辑徐竹担任《长江的微笑：中国长江
江豚保护手记》新书分享会的主持人，讲
述科学家们保护长江精灵的故事。武汉出
版社编辑刘从康多次在书城开展科普讲
座，包括科普“陶渊明赏的什么菊”，从

“菊的文化史”说到书城旁菱角湖公园里
生长的菊科植物。

未来，武汉中心书城还将邀请更多名
编辑来开展阅读分享，将其打造成为武
汉、湖北乃至全国编辑的重要学习园地和
展示推广平台。著名书法家孔可立因此为
书城题赠“编辑之家”。

武汉出版集团总经理、总编辑王卫东
表示，今后将以书城为主阵地，推出全国
新书首发中心、儿童分级阅读示范区、原
版外文阅读区、青少年儿童创阅未来中
心、科普创新基地、书香研学基地，持续
和读者、作者、编辑一起，共同缔造阅读
新场景、新时空，将书城打造成人文精神
高地、文旅融合平台、新经济和新消费实
验场景以及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中心。

打造行业交流平台，助力编辑快速成长

4月28日下午，家住武汉汉口的王乐带着儿子
小宇穿过菱角湖公园，去对面的武汉中心书城参加
一场新书首发式。湖上星星点点的小黄花，参差倒
映在水上，不时有几只黑水鸡游过。小宇脱口而出：

“这是《诗经》里的荇菜，书城的讲座里讲过。”
小宇口中的讲座，是指武汉中心书城依托“江

城科普读库”系列丛书举办的科普讲座，向广大市
民普及“身边的鸟”“身边的鱼”“身边的草木”等知
识。当天，“江城科普读库”系列第10本书《跟天文
学家去观星》在书城首发，该书作者、湖北大学物
理学院副教授毛竹带领读者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观星”之旅。

“我常常带小宇来书城，一待就是半天。有时
看书买书，有时参加阅读分享或手工活动。”王乐
说，当小宇在儿童阅读区看书或参加活动时，他就
在一旁工作、休息，或找一些文学类书籍阅读，“我
们都很受益”。

同样受益的，还有刚毕业参加工作的丽华。她
和好友最喜欢书城四楼的阅读长廊，窗外就是菱
角湖公园，春天时绿意盎然，秋天时一片金黄，有
时阳光洒在湖面上，也透过玻璃照进书店内，极富
诗意，“坐在这里，看看书、发发呆，感觉很舒服”。
丽华还常来参加书城的阅读分享活动，“特别是一
些名家的分享，总是能更新我的思想，帮助我更好
地生活。”“买书时，我一般会叠加使用‘武汉文惠
通’和书城的惠民购书券，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划
算的。”丽华说。

武汉中心书城左靠碧波荡漾的菱角湖公园，
右接人流密集的万达广场，比邻王家墩中央商务
区。事实上，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开业起，总面
积7.2万平方米的武汉中心书城就以建设“读者之
家”为目标，为读者提供沉浸式书香之旅。“书城一
直在探索覆盖全域、服务全民的发展体系，为各个
年龄段的读者提供多元文化服务，打造终身学习
的平台。”朱向梅表示。

据了解，武汉中心书城注重以读者为本，将他
们的文化体验放在首位，以场景化社交乐园
（PARK）、生活美学中心（GALLERY）、新经济实
验室（LAB）为功能定位，打造沉浸式文化综合体，
提供多元文化空间。四楼书店、八楼江汉书院等特
色空间，搭配“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可观湖景的阅
读长廊、投射七彩日光的彩虹走廊，以及取自《诗
经》《楚辞》和汉乐府的汉字“帘幕”等，共同构成了
别具一格的阅读场景。读者置身其中，移步换景，
即可体验书香之美。

在打造舒适阅读环境的同时，武汉中心书城
还提供诸多贴心服务。例如，所有的书籍都提供样
书，方便读者翻阅了解内容；常年发放惠民购书
券，为读者提供购书补贴福利。

“自开业以来，书城持续上新，业态、场景、活
动都在不断丰富中，希望读者在这里能找到自己
喜欢的生活方式。”武汉中心书城负责人介绍说，
除了引进咖啡、茶、电影、音乐、艺术、健身等“阅读
伴侣”，书城还通过“阅读+”“文化+”，举办展览、
音乐会、朗诵会、非遗研学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
动，一站式满足市民阅读、教育、展览、文娱、休闲、
亲子、艺术体验等多重需求。

例如，在春天，举办武汉诗人活动周、民谣音
乐会、声乐沙龙、艺术展览等，用读书声、音乐声
惊醒春天；在秋天，举办汉版图书展、金秋菊展研
学等，与读者一起沉浸在秋日的书香和花香里。
母亲节时，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听讲座、读
绘本、做香囊、学花艺；中秋节时，开展秋日读
诗、博物讲座、创意坊、金秋惠民季。面向孩子及
家长，举办亲子阅读月、家庭文化月、童心创阅系
列活动、书香研学、长江的孩子读长江——江淘
淘读书会、四季亲子绘本共读等系列活动，受到
大小读者的喜爱。

“在书城，无论是老年人、青年人，还是家长、
孩子，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阅读方式和生活
方式。我们也将持续引进更多有意思的内容和场
景，和读者一起向光向上，共同生长。”书城负责
人说。在小红书等平台上，武汉中心书城被推荐
为“武汉最佳书香遛娃地”“全家人的文化周末好
去处”，已成为江城文化新地标。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湖北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何祚欢先生
欣然为武汉中心书城题赠“读者之家”。

提供一站式“阅读+”服务，
让读者流连忘返

1111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为小读者签名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为小读者签名。。

““开着坦克来阅读开着坦克来阅读””读书分享活动人气爆棚读书分享活动人气爆棚。。

《《咏春调咏春调》》首发式在武汉中心书城举办首发式在武汉中心书城举办。。《《废名全集废名全集》》出版座谈会现场出版座谈会现场。。

（本版图片由武汉出版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