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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海书展圆满落幕

爱阅之城 阅读之约永不说再见
2018上海书展昨天落幕。走过了15届的上海

书展，在今年尤其显得成熟而老练，其阅读推广的
功能日益彰显，并且通过“观点的自由市场”来推动
社会的发展。青年报记者撷取了今年上海书展的
几个关键词，这些亮点将会在未来书展中继续起到
阅读引领的作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嘉音

昨天书展最后一天，上海市新闻出

版局公布的“2018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

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平均年阅读量为

7本，逾7成市民愿意一年花50元以上买

纸质图书。上海市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

读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前列水平。

纸质阅读依然是上海市民在阅

读方式上的第一选择，在纸质阅读和

数字阅读的时间分配上，“纸质阅读

＞数字阅读”。但数字阅读也在广泛

使用之中被认可。手机成为市民数

字阅读最重要的载体的态势已经形

成。数字阅读因其内容丰富、查询便

捷、终端共享、携带方便、成本低廉等

给读者带来诸多便捷，但其存在的问

题如“容易导致视觉疲劳”“权威性不

足”等也成为痼疾。

关于阅读的消费状况和倾向上，

愿意在一年内为购买纸质图书支出

50元以上费用的调查对象的比例达

到76.45%，比去年增加了0.57个百分

点，为历年来最高。总体来看，纸质

图书的消费意愿比较稳固。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嘉音

上海市民去年
人均读7本书

关键词一：国学
国学从来没有今年这样在上海

书展成为热点。在复兴和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今年书展
新设了“国学精品馆”和“七天七堂国
学课”的子品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
反响。上海书展一直将自己定位于
阅读的推广者和引领者，应该说“国
学热”，是今年书展引导和推广的结
果。昨天公布的2018年上海市民阅
读调查报告显示，在市民最爱阅读的
5 类图书中，文学和历史分列前两
位。这也说明，上海书展推广国学具
有很深厚的读者基础。

除了“国学精品馆”的优秀图书
外，大批著名学者带着新作亮相书
展，也成为推动“国学热”的一股重要
的力量。上海开放大学教授、《百家
讲坛》主持人鲍鹏山堪称今年书展最
繁忙的学者。在很多的场合都能与
他相见，或作为作者或作为嘉宾。昨
天在上海书展位于虹梅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的分会场，鲍鹏山带来了由红
旗出版社推出的新版《鲍鹏山品水
浒》。书中，鲍鹏山用了62万字的篇
幅解读了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和
宋江等《水浒传》人物。

而就在两天前，商务印书馆刚刚
在书展上首发了鲍鹏山的另一部作
品《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
情感》，讲述了上自《诗经》下至明清
四大名著、“三言两拍”的中国文学
史。但这又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
文学史，鲍鹏山在书中从中国传统文
学看历史、看社会、看制度，最关键的
是看“人”和“人心”。角度相当独特。

学林出版社在书展上首发的
《学生诗词日历2019》也同样引发关
注。该书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
引驰、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夏德元主
编。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学生的传统
诗词选本。而陈引驰、葛剑雄教授在
书展上关于“让诗词，陪伴你每一天”
的对谈，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家长，引
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国学领域的学者很忙，本身也就
说明国学在今年上海书展受欢迎的
程度。业内人士告诉青年报记者，随
着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识不断提高，国学作为上海书展热点
的局面未来还将继续。

关键词二：年轻化
上周末，上海书展迎来了最大客

流。上海展览中心延安路入口排队
的人群从延安路一直排到了南京西
路，几乎绕了展览中心半圈。而在排
队的读者中，记者注意到，青年读者
占了三分之二。可以说，是青年人撑
起了整个上海书展。

上海书展今年第15届了，人们
都在谈论如何完善书展的运作机制，
如何优化书展的各种读者服务。俨
然上海书展已经从“打江山”过渡到

“守江山”的时代。但是在青年报记
者看来，上海书展依然年轻。这个书
展还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疆拓
土，不断地保持生命力的迸发。青年
读者充斥着整个展馆，本身就是上海
书展生命活力的生动彰显。

而青年人为上海书展所吸引，是
因为这里大量供应他们所关注的图
书、作者和热门话题。前天，青年作
家葛钟琦携新作《爱，童话》亮相上海
书展。这是葛钟琦继《爱，如此》后推
出的全新作品集，由文汇出版社推
出。书中同名小说《爱，童话》中讲述
了一个童话一样的青春爱情故事。
出席新书首发式的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局长徐炯说的一段话很耐人寻
味。徐炯说，现在有一批像葛钟琦的
青年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未必能
够让像他这样的50多岁的读者理解，

“我们看不懂，那是我们的问题，说明
我们的心态老了。”徐炯说，虽然有人
读不懂，但上海书展仍然应该给葛钟
琦这样的青年作家提供舞台，这不仅
是因为他们有大量青年读者，也因为
他们能够给书展带来青春朝气。

除了给青年作者、大量青春读物
和儿童读物提供广阔舞台，上海书展
的年轻化还表现在，书展从来不墨守
成规。他们不断有各种新意出现，紧
紧地贴近时代的脉搏。今年书展将分
会场的数目增加到了100个，让即便
是乡村读者依然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
上海书展优质阅读内容的服务。这种
办展机制的创新，说明上海书展并没
有衰老，相反，上海书展正年轻。

关键词三：跨界
2018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分析

报告显示，在影响市民购买纸质图书
的因素中，“作者名气”七年来基本都
占据了前三位。这说明上海读者固
然理性，但他们同时也有时尚多元的
一面。上海书展又怎么不是这样？
说到阅读推广，这所读之书，未必就
是文学和历史，也包括其他各个领

域。在上海书展的舞台上，一会儿听
人谈文学，一会儿听人谈经济，当然
也可以谈文化以及历史。其实上海
书展早已突破了阅读推广平台的框
架，而变成了一个各种观点碰撞的自
由市场，这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重
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书展发挥
了很多阅读推广之外的功能，书展也
在“跨界”。“跨界”是今年书展的最亮
眼标签之一。很多作者本是文学家
却谈起了历史，本是经济学家却谈起
了社会学，诸如此类，显示了作者思
想的空前活跃，以及他们强烈的表达
欲。著名演员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一
出好戏》已经公映，但他显然并不满
足于只混迹于影视圈，在拍电影的同
时，他还顺带写了《有点意思：我的电
影日记》和小说《一出好戏》。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他说，《有点意思》是他最
真实的工作与从业及生活经历的展
示。而《一出好戏》则是电影的原
著。这两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出版的新书，在上海书展上宣告黄
渤正式进军了文坛。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在今年书展
上也玩了一次跨界。几年前她以一
部《我遇到你》为职业生涯做了一个
小结，而今年她又带来了新作《那年
那信》，还是纪实题材，跨越68年时
光，浓缩1700封珍藏家书，承载了五
代人的痕迹，是一部“家世”式的成长
记录。音乐人李骥和林志炫的组合

“优客李林”曾火遍大江南北，李骥虽
为音乐人，却也写过很多书，本次书
展上其签售的《认错》主要是他的心
路随笔，分为“认错”“十分之一”“一
个人的样子”“醒觉”四个部分。

书展在跨界，作者也在跨界，读
者在跨界，出版社也在跨界。资深出
版人李德明对青年报记者说，这种广
泛的跨界，本身就是在说明一种视野
的扩张，能力的增强。“一个人只有在

某一领域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情况
下，才会考虑跨界。书展也是这样。
书展的组织者一定是对过去所做的
内容充满了自信，才会考虑将触角延
伸。这本身就是书展成熟发展的一
种标志。”

关键词四：国际化
走过了15届的上海书展今年尤

为看重国际能见度和知名度。因为
上海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同时也
是外国文学出版的中心。上海理应
拥有一个和上海城市的国际性地位
相匹配的书展。

作为上海书展的子品牌，汇聚全
球文学嘉宾的上海国际文学周已举
办到第8届，今年以“旅行的意义”为
主题，以重新认识旅行和旅行的意义
为重点，迎来了 28 位中外作家、诗
人、学者，举办了主论坛、诗歌之夜和
上海国际文学周——伦敦图书与银
幕周合作等系列活动。应该说，今年
上海书展的国际化程度在这些世界
名家和活动中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名家来到上
海书展，他们甚至于对标上海书展，
将此作为自己写作出版的档期。今
年书展大受欢迎的外国作家是日本
生活美学家松浦弥太郎。由现代出
版社推出的《写给想哭的你》是松浦
弥太郎2018年重磅新作。24堂治愈
系生活哲学课，100条亲切而实用的
自我修复指南，让受伤的灵魂找回获
得幸福的力量。松浦弥太郎认为，上
海读者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居民，和很
多日本大都市的居民有很多相似之
处，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上海读
者带来一些生活启示。此外，毕业于
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的美国作家加·
泽文同样带着她的《太年轻》《岛上书
店》《时光倒流的女孩》和《玛格丽特
小镇》治愈着越来越多爱书人心中的
孤独。

一座爱阅读的城市，是每个爱书人对它的回报。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