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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读者和大众所需，因改革
和创新而生

从第一届上海书展开始，我有幸亲眼
见证、亲身经历了上海书展的创办和发展
过程。上海书展的设立，是了不起的创
新，它是在原来上海图书订货会基础上转
型升格的。2004年之前，上海每年举办一
次图书订货会，是面向专业的出版上下游
的展会，主要是上海的出版社跟全国各地
的书店和图书馆开展订货、馆配业务交
流。2003 年非典对出版行业形成空前冲
击，整个国内图书市场处于停摆的状态，
大家都渴望有新的重大的行业交流和活动
平台，能够为整个出版业提振士气。2004
年举办上海书展，是在2003年夏季上海图
书订货会突破非典带来的影响，乘势而
上，重启国内图书市场后的又一个创举，
在全国出版界获得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当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作为上海书
展的行业主管部门和书展主办单位，在上
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提出要将上海书
展办成一个面向社会读者的会展，用今天
一个流行的词来形容，就是“跨界破圈”。
向读者开放，把一个书业展会的订货交易
功能与面向读者服务的零售功能结合起
来，这样就有了今天的上海书展，这是以
零售书展和读者书展为特色的重大创新与
突破。从此，上海书展作为一个综合性平
台，成为沟通写书人、出书人、卖书人、
读书人的新平台，打开全新的格局和广阔
的前景。

在后非典的严峻环境下，首届上海书
展让出版发行界的能量和活力得到了一次
空前的释放。上海出版人憋着一股劲出了
很多好书，各地的书店和图书馆也憋着一
股劲来下订单，市民读者有了一次集中的
机会接触新书好书，与一流的作者在书展
见面，它呈现的火热场景，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

可以说，上海书展应读者和大众所
需，因改革和创新而生，它是一个全新的
产物，新的模式、新的理念奠定了上海书
展一步步走向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基
础。坚持改革和创新，坚持为读者服务，
这是上海书展的生命力所在。

读书人的文化黄金周

人们今天讲上海书展怎么好，看到的
很多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现场的火爆程
度。但事实上，上海书展成为一个文化产
品、文化平台、文化品牌，从它的发展逻
辑看，它在起点上、在定位上就是一次了
不起的创新和突破，这是上海书展真正具
有巨大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原
因。从20年前开始，上海的出版单位把每
年的8 月份作为集中投放新书好书，集中
开展面向读者的销售活动、新书首发、作
品签售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由于上海
书展平台的引领和带动，让上海出版人有
了新的大众化平台，将自己的文化产品放
在一个大型活动现场接受读者零距离的检
验。它既是一次文化产品的集中投放和展
示，也是出版能力跟品牌价值争奇斗艳、
相互学习借鉴竞争的一个最佳节点。

我至今记得，上海书展从2004年开始
就异常火爆，受到读者和媒体的高度关
注。当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文艺
出版总社、上海高校出版社、上海社科出
版板块各自发挥特色和优势，拿出全新品
种邀请众多作者参加活动，形成一波又一
波热点，这种在一个平台上的交流竞争、
同台竞技的模式，客观上推动了上海书展
和上海出版单位不断提高办展质量、参展
质量，不断满足读者和公众的文化需求。

在上海书展举办四五届以后，上海书
展团队将全国性元素和概念作了大幅度提
升，邀请中国出版集团入场，将书展最好
的空间——中央大厅交给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带来了众多新书、重量级作
者出席上海书展，整体抬升了上海书展的
文化含量和品牌影响力，让上海的出版机
构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平台向“出版国
家队”观摩学习，也形成了一年一度重量
级新书和重量级作者高密度参与上海书展
的火热场景，上海书展由此获得“读书人
的文化黄金周”的美誉。

在中国出版集团参展带动下，上海书
展主办方又动足脑筋，通过引入主宾省模
式和设立社科精品馆，策划推出若干个上
海书展品牌活动单元，有意识地邀请国内
更多的一流出版机构和民营书业机构参加
上海书展，使上海书展呈现更加开放多元
的文化气象。后来又加大国际化元素，在
上海书展期间同步举办上海国际文学周，
邀请众多国内外著名作家参与，让上海书
展由一个地方性书展走向全国性书展，并
逐步成为具有中外文学常态化交流特质的
书展。

回过头来看，上海书展之所以取得成
功，既得益于初创阶段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领导及专业团队的文化远见和文化创见，

也得益于后续上海书展在举办过程中不断
挑战自我，不断转型升级，不断创新突
破。20年的上海书展，有三组最重要的关
键词：一组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一组
是服务，服务，再服务；一组是合作，合
作，再合作。人们说上海书展是全国写书
人、出书人、卖书人、读书人的文化黄金
周，我觉得很有道理。在这 7 天时间里，
国内媒体、出版人、读书人，甚至学术文
化界都高度关注上海书展，一年一度的上
海书展成为文学、学术和文化新闻热点的
策源地和热门图书的引爆现场。

文学、学术、国际化：上海书
展的三面大旗

上海书展不仅是上海的文化品牌，也
是全国的文化品牌。它既保留了书业会展
的部分基本要素，如出版上下游的交流、
订货、馆配等，又突破了行业展会和区域展
会的界限，汇聚行业外的作者与读者，向全
国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开放办展，构建起
全新的文化桥梁，形成了更为多元、综合、丰
富的文化生态。在我看来，上海书展能成为
一个知名文化品牌，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
现了创新突破与成功转型。

一是推动文学走向大众，用文学“引
爆”书展。

在初始阶段，上海书展就集中引入作
家的最新文学作品，成为备受读者关注和
欢迎的文化场域。文学的力量与作家的影
响力，在上海书展表现得最为显著、最为
强劲。比如，余华就通过较早参与上海书
展，与读者建立起了友好、紧密且长期的
文学关系。2005年、2006年，他在上海书
展推出长篇小说 《兄弟》 上、下部。当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他“十年磨一剑”
的新作精心安排了最好的场地、最隆重的
首发式，邀请他与读者、媒体面对面交
流，在书展掀起了一股余华旋风。2005年
8 月，正值麦莎台风来袭，场外狂风大
作、暴雨如注，余华从外地应约赶到书展
签售现场。风雨交加中，爆满的人群、蜿
蜒的长队，场面十分感人。莫言在获得茅
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创下连
续5 届出席上海书展的纪录。莫言有很多
重要的文学活动和《蛙》等重要作品发布宣
传在上海书展举行，并担任开幕式嘉宾或举
办作品签售会、读者见面会。可以说，余华
和莫言是上海书展早期的文学代言人。如
今，一大批优秀作家携带自己的新作来上海
书展举办首发式或文学讲座，已经成为上
海书展上最常见的书香风景线。

二是为价值搭台，向品质致敬，让学
术、思想、文化的价值追求成为上海书展
屹立不倒的压舱石。

上海书展之所以能收获良好口碑，不
仅源于读者的喜爱和热情参与，还得益于
学术界、文化界的高度认可。为高品质的
学术文化活动提供平台，为一流的学术文
化产品做好服务，是上海书展的一大特
色，也是其价值所在。上海书展能够举办
最高端的学术文化产品研讨会和发布会，
能够每年持续举办点校本“二十四史”修
订本的系列新书首发活动，能够让最小众
的学术图书找到最忠实的读者。上海书展
实现了大众化、品质化的有机融合。

上海书展曾举办过两届“学术出版上
海论坛”，邀请国内一流学者和学术出版当
家人，共同研讨重要的学术文化话题，旨
在将论坛打造成沟通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高
端平台。上海书展还为全国古籍出版联合
体量身定制了专精特学术文化空间“国学
馆”。中华书局是上海书展最坚定的支持者
和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和我的老
战友、老同事彭卫国兄服务上海书展的多
年经历中，我们目睹李岩、徐俊、顾青、
黄松等中华书局的多任领导和一线编辑持
续蹲点书展现场，带来他们的年度大书、

精品和重要作者，也与全国古籍出版界、
学术出版界、文学出版界的许多同道结下
了深厚友谊。近些年来，上海书展学术板
块又催生了新的文化单元——“国学七天
七堂课”和“大家讲典籍”系列讲座。这
是由上海图书公司和上海图书馆邀约上海
出版人、上海学者共同策划的文化品牌活
动，面向全国邀请一流学者、专家为读者
讲传统文化，讲学术流变，讲科普新知。
可以说，上海书展是一流学者专家和学术
文化精品新作参展亮相最多的书展。每一
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能在上海书展的
平台上绽放光彩。

三是进一步提升上海书展的国际元素。
作为上海书展的重要单元，上海国际

文学周自 2011 年起，与上海书展相互融
合、同步举办，为进一步提升书展的品牌
影响力和文化号召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活动形式丰富多
样，中外作家能够与文学爱好者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交流。这是上海书展的创新
之举，也说明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外作家心
中有着特殊地位。据我了解，参与上海国
际文学周的海外作家，都对上海的读者和
文学氛围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有
一届上海国际文学周，爱尔兰著名作家科
尔姆·托宾曾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一场全英文
的文学讲座。讲座结束后，现场读者与他
深入交流。托宾感慨地说，他没有想到能
在上海见到真正读过他作品的热心读者。

上海国际文学周邀请功成名就的文学
大奖得主甚至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邀
请崭露头角的新人作家。有的作家还在后
续作品中写到上海、写到中国。这一点充
分体现了上海书展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在气质和格局上的高度契合。

文学元素、学术元素和国际元素，共
同造就了上海书展20年来的长盛不衰，使
上海书展能够持续扩大影响力，不断汇聚
新的能量，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我们高兴
地看到，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出
版集团以及上海图书馆、上海社联等都把
一年一度重要的阅读品牌活动落地上海，
与上海书展同频共振。每年8 月的上海展
览中心和上海图书馆、上海特色书店，已
经并正在成为一流的文学、学术产品和一
大批中外作者的“文化会客厅”。

解码上海书展成功之道

上海书展能实现创新突破，背后有几
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第一，成熟、稳定的专业团队是上海
书展成功的基础保障。

我始终认为，上海书展的团队是书业
会展的超级天团。上海书展由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的业务部门联手行业协会、社会力
量和出版发行机构共同举办，带有很强的
政府公益性质。书展团队没有功利性，以
出版人为核心，汇聚了优秀的发行人、会
展专业人士等，既与出版界上下游联系紧
密，与学术界、作家保持良好关系，又有
现场管理运营的能力和操盘高水准学术文
化活动、公众阅读推广项目的组织能力，
这也造就了上海书展有着比较高的专业度。

上海书展是全国书展中少有的定时定
点举办的书展，每年8 月第三个星期三开
幕，第四个星期二结束，定点在上海展览
中心。一个会展要成为品牌，必须让时间
和空间在受众及合作伙伴心中固化，这点
至关重要。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
上海书展最早在8 月初举办，后来书展团
队研究上海气象史，发现8 月初上海天气
最热，而且多台风暴雨，晚一周情况会好
很多，于是决定向后推迟一周。微调后效
果显著，这个每年8 月中下旬举办的时间
点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书展团
队的核心成员一周就能排出1000场活动的

“排片表”，各项活动能基本上做到井井有

条，也得益于团队多年对展场和对各类活
动定位的熟悉了解与准确把握。

第二，高水平的合作者和策划人是上海
书展提升品质、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推手。

上海书展非常注重发挥专业力量和社
会力量作用，充分尊重合作伙伴的主观能
动性、眼光和能力。

这里重点讲几位。
一位是赵昌平先生。上海书展学术文

化含量得以提升，正是因为当时上海书展
主办方十分倚重上海出版协会的理事长赵
昌平，由这位出版大家、学术大家为上海
书展的文化品相掌舵、把关。赵先生是早
年“学术出版上海论坛”的总指挥、总策
划。上海图书馆与上海书展多年合作的

“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系列活动，也由
赵先生亲自筹划组织。20年来，不少学者
不仅是上海书展的参展嘉宾，也是重要的
幕后推手，深度参与书展的活动策划。比
如2024年上海书展备受读者关注的“国学
七天七堂课”“大家讲典籍”和“望道讲读
会”系列讲座，就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杰教
授、陈正宏教授、知名出版人王为松等担
纲策划。

还有一位是著名作家孙甘露老师。他
是10多年来上海书展文学板块活动的总策
划，组织了多届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
书会等，还团结带动一批文学界、出版界
的年轻人一起投身上海书展和上海的文学
公共活动。上海书展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孙
甘露领衔的文学策展团队功不可没。

在上海书展，一些较为小众的文化话
题也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这说明学术
和文化并非高不可及，有什么样的文化姿
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文化姿态
决定了文化生态。上海书展的文化姿态和
文化主张，是为最好的文化与最好的受众
搭建起面对面交流互动的价值平台。

第三，热爱读书的读者是上海书展成
功的决定性因素。

著名出版人聂震宁讲过，有什么样的
读者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读者
就有什么样的书展，我深表认同。前两
天，我听商务印书馆老总顾青兄讲了一个
刚刚发生的故事：他在商务展位被一位读
者拉着合影留念，说我认识你，你原来在
中华书局，我在书展见过你，现在你到商
务印书馆工作啦！

上海书展与读者始终共同成长。正因
为有读者的参与、关注和支持，上海书展
才有动力和压力，不断自我调整、更新、
提升和超越。

上海书展是爱书人的盛大节日，是全
国至今坚持读者购票入场的大众书展。上
海本地出版社比较多，出版实力比较强，
愿意与最强最好的同行同场竞技同台交
流，大家都带来一流的作者、一流的作品
和一流的文化活动，最大的受益者是爱书
人。每年几十万来自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
读者愿意为书展买单，他们爱读书、有眼
光，也很挑剔。他们当然在意场内新书是
不是打折，但低质注水的产品即使“打到
骨折”，他们也照样不买账。品质一般、泡
沫化、娱乐化的图书在上海书展上未必卖
得动。因此，上海书展是检验好书、检验
精品的大平台，热心的读者是用人民币给
好书投票的“市场质检员”。我看到今年上
海书展大厅的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和主宾省
江苏出版展区一直人头攒动，读者在收银
台排队结账，说明中版和凤凰版卖得好、
卖得动，确实可以在上海书展与读者“第
一次遇见，无数次重逢”。正是因为读者有
需求有眼光，上海书展始终注重不断优化
服务、创新服务，举办大量面向读者的文
化讲座，还增加了7 个夜场，这在全国也
是独一份。

上海书展主办方还曾精心设计了“相
约星期二”活动。“相约星期二”是孙甘露
的创意，活动名称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出
版的一本书《相约星期二》。在书展最后一
天闭馆时，工作人员列队欢送读者，并从
中选出年度读者赠送书香礼品，邀请他作
为嘉宾下一年书展第一个入场。这样的仪
式感，体现了上海书展对读者的高度尊重。

文化含量带来文化热量。上海书展与
读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迎合，而是用高水
平的文学文化活动来引领、服务阅读，为
读者通过上海书展实现自我提升提供优质
的文化平台。

价值和意义：不仅是书展，
不止在上海

为读者和作者服务，把心交给读者和
作者，是上海书展自创立以来一直坚持的
文化取向。传统模式的书展主要以馆配订
货的专业定位为主，但是近五六年来，各
地书展的业态形态正在发生令人欣喜的变
化。全国各地的地方书展跟上海书展一
样，越来越关注读者的需求，越来越注重
举办面向读者的活动，越来越强调零售服
务和读者体验；人气越来越旺，现场越来
越火爆，文化讲座越来越多；读者和业内
外的口碑不断提升，各地的办展积极性和

办展能力也明显提高。尤其是全国书博
会，还有在苏州举办的江苏书展，在宁波
举办的浙江书展，在成都举办的天府书
展，在合肥举办的黄山书会等，这些全国
书展和地方书展越办越好，它们共同的特
点和变化就是走向大众，注重零售，高度
关注读者的体验和服务。这些都表明，
上海书展打破行业藩篱和地域界限，致
力于为读者、为作者服务的文化定位和办
展模式是成功的，得到了全国同行的认
可。如今，各地书展越来越有人气、越来
越接地气，这是出版人之幸、作者之幸、
读者之幸。

上海书展为上海这座城市孵化培育了
一系列全新的阅读生态和文化品牌。上海
书展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把7 天的书展
效应辐射到全年，如何把上海展览中心集
聚起来的书香扩及全城。于是，在市委宣
传部指导支持下，在市新闻出版局、市作
协和黄浦区三方共同努力下，有了将上海
书展和上海国际文学周的文学讲座办进社
区、深入商圈，放到思南公馆举办的全新
探索和尝试，这就是思南读书会的由来。

思南读书会为上海读书会活动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在一个公共区间，
定时定点定位举办常态化阅读活动。在思
南公馆最好的场所，主办方请莫言题词

“思南文学之家”，活动以文学新书的宣传
阅读互动为主，每周六下午两点向公众免
费预约开放，除疫情或个别极端天气状
况，“在思南阅读世界”已经延续10年。

思南读书会其实就是一个迷你型的上
海书展。它以读书会定时定点的形态举
办，形成持续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从而将
作家、读者和出版单位捏合成一个紧密的
书香阅读共同体。自思南读书会始，上海
的读书会如雨后春笋。上海现在每周每天
都在举办文学活动，在书店，在社区，或
是讲座，或是读书会，今天的上海已经真
正成为一个 365 天阅读活动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的书香城市。思南读书会以其良好
的品质和一流的定位，将文学阅读活动扩
及全年、扩及全市，形成了真正的辐射效
应。思南读书会是上海出版界与文学界联
手“跨界破圈”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上海书展还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注重
学术文化产品的专业供给，直接促成了上
海一批优质新型的专精特阅读文化空间的
诞生和成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把上海展览
中心这样的C位交给上海书展，把中国最
高楼上海中心的52楼交给朵云书院，有力
促进了全市阅读文化氛围的营造，受到市
民读者的热烈欢迎。上海有关部门和各区
进一步加大力度，把城市更多商业黄金地
段交给书店，交给阅读文化空间，促成一
大批富有个性特色、具有高度辨识度的专
业书店和新型阅读文化空间在上海四面开
花，形成上海目前既在功能定位上各具特
色，又在文化品质上同气相求的全新书业
生态。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书展的国际化元
素直接催生了上海国际童书展，为中国出
版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新窗
口。上海书展是大众化综合性书展，但业
内外人士普遍认为，上海和中国还缺少一
个专业化国际化的童书展。由此，2014年
上海国际童书展应运而生。10年来，上海
国际童书展集版权交易、新书首发、文化
阅读、读者服务、零售、文创于一体，越
办越好，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上海
书展、上海国际童书展作为姊妹书展，在
功能形态和定位上各有所重，相互补充，
为上海和中国书业搭建了具有广泛影响力
和认同度的书业会展平台。

从“我爱读书，我爱生活”，到“与世
界和未来在一起”，走过 20 年，上海书展
的变与不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热切
期待。

8 月 15 日，2024 年上海书展的第二
天。这一天注定成为当代学术史、出版史
和阅读史的世纪焦点和中国记忆。在上海
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我有幸见证了两套大
书的重磅问世。一套大书是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陈尚君教授纂校的《唐五代诗全
编》，我是首发式现场工作人员。一套大书
是商务印书馆出齐1000种的“汉译世界学
术名著”，我从发布会观众席拍下了商务两
位老总和三位学者嘉宾的照片。我不禁感
慨：上海书展始终高举文学、学术、国际
化大旗，以出书人和爱书人双向奔赴的文
化姿态，在这一天迎来了20年书香盛会的
高光时刻。

上海书展又何尝不是一部大书！这部
大书每年 8 月都要增订一次、再版一次，
它的著作人是所有的出书人、写书人、卖
书人和读书人，它的出版权属于上海这座
人民城市和所有的爱书人。时间只记住精
品，出版要追求一流。根性的出版不怕寂
寞，水性的出版终将湮没。让我们共同祝
愿上海书展这部大书，与读者和作者相
伴，与世界和未来在一起，持续热销，不
断再版，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作者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裁，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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