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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书展共成长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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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参加

上海书展，是在 20

年前的首届。感觉

很振奋，因为上海终

于有了一个对标国

际水平，联通作者、

读者和出版机构的

舞台。记得书展第

一天就对读者开放

售书，当时场面非常

火爆，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图书在当时读者心中的

魅力，感受到了上海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深厚底蕴。

作为一家专注科学普及和基础教育的出版单位，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当年准备了许多精品力作参展，

其中《竺可桢全集》（1~4卷）在书展“推荐十本沪版新

书”活动中名列榜首。后来又过了10年，在2014年，

这套 24 卷、2000 多万字的全集才终于出齐，并获得

了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荣誉。某

种程度上，上海书展的发展与出版社自己的成长是

携手并进的。

作为一名经历了上海书展20年历程的出版人，

我对上海书展的发展有最直观的感受。在我看来，

上海书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与读者零距离，让读

者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学者或者作

家，听到他们讲的最鲜活的故事，与他们直接对话；

让读者能够在现场翻阅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了解图

书的具体内容、装帧设计。在20年前，电子商务、网

络直播等尚未普及，这些特点对读者更是有着极大

的吸引力。其次，上海书展坚持“海纳百川”，面向全

国出版界，而且从首届开始一直向民营书业敞开大

门，使得国有出版社和民营书业有了同台亮相、相互

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每一年的书展，都有很大收

获。此外，上海书展从首届开始，就贯彻了产业化运

作的理念，无论是会场布置，活动安排还是餐食休憩

等配套服务，都充分体现了人性化概念。20年来，上

海书展坚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适应时代发展

变化，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使得书展的美誉度不断上

升，影响力逐步扩大。

上海书展也是上海出版人的主场，为了办好上海

书展，我们每一年都要付出巨大努力。一是多出精品

力作，让读者每来一次书展，必有收获。每年在书展

前几个月，我社就会对书展上亮相的重点图书品种的

进度进行把控，确保按时出书。有时一些新书一印出

来，就由发行人员直接“背”到书展现场，在第一时间

与书展观众见面。二是邀请海内外名家在书展上开

展活动，形成“明星效应”。每年，书展都会邀请全国

乃至海外的优秀作者与读者面对面，每天的活动都有

上百场，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热情，有时场面甚至热

烈到有些失控的状态。不少作者都有过被读者围追

堵截或者签售到手酸疼痛的经历。三是利用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和报道，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看书展”

的良好氛围。上海的不少企事业单位都把参观书展

作为员工福利。书展一直固定在8月举办，方便了广

大中小学生利用暑假逛书展。四是把书展变成出版

社与读者沟通的平台。除了营销发行人员，很多出版

社的领导和编辑都会到书展现场，与读者互动，增进

相互感情，了解读者需求。很多老读者对出版社的图

书如数家珍，让我们深受感染，充分体会到了作为出

版人的自豪感。

我社产品集中在科技科普领域，与文学作品相

比，科技类作品的读者体量相对较小，意想不到的是，

2013年我们在上海书展上的一场活动吸引大量读者

参与。当年8月18日，我们在书展现场举办新书《希

格斯——“上帝粒子”的发明与发现》首发，邀请该书

译者、著名粒子物理学家邢志忠作关于希格斯粒子的

科普讲座，并对希格斯粒子能否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进行预测。不仅活动现场爆满，读者还与这位

一线顶尖科学家积极互动，购书等待签名的读者排起

了长队。不到2个月，希格斯粒子果真不负众望，勇

夺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邢志忠则在上海书展留下

了一段“预言”佳话。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参

观上海书展，在谈及上海书展所肩负的使命时指出：

“朝着努力建设文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上海要认真

打造好上海书展这张文化名片，增强上海文化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提高上海城市软实力。”他还特别提出：

“要让上海书展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的文化大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对上海书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

推动作用。上海书展面向全国开放办展，规模越办越

大，朋友圈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丰富，跨界融合越来

越“出圈”。

多年来，上海书展的突破和创新有多个方面，如

设立特色分会场、提出“上海首发、全国畅销”、实现

“云首发”“云逛书展”“云看活动”等等。尤其是展区

设置的变化，港台出版馆、海外出版馆、音像出版馆、

数字出版馆……每一个新展馆的出现，都是渠道拓展

和技术进步带来影响的结果。这几年，书展的直播间

也不断增加，从最早的活动直播到这两年的直播售

书，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图书营销发行方式所经历的

变化。

上海书展的20年巨变，也是出版业的20年巨变，

今天的出版业和20年前比，形式已有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出版人唯有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实现建设文化

高地的梦想。

我 第 一 次 参 加

上 海 书 展 是 2006

年，当时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签售是易中

天《品三国》的新书

首发式。那时易中

天 在 央 视“ 百 家 讲

坛”受关注的程度一

点儿不亚于现在的

“流量明星”，书展签

售当天上午 9 点就已经有读者开始排队，在下午近

4 个小时的签售中，易中天以 3 秒签一本的速度，签

坏了 8 支笔，签了 4000 多本，创造了上海书展举办

以来的最高签售纪录。当时的感受就是上海书展

的确是读者的阅读盛宴，无论老幼，读者都太热情

了，为了得到自己心仪作者的签名本，为了能与作

者互动合影，很多读者不惜冒着酷暑排队四五个小

时。作为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书展之一，上海书

展每年都吸引着大量读者来到现场，上海深厚的人

文积淀、浓厚的阅读氛围、热情的读者，让上海书展

不但成为各出版机构展示出版成果的最佳窗口，也

成为各出版机构了解市场风向、读者需求的重要信

息来源。

早期的上海书展即便规模不大，但已经具备了

丰富的图书种类、文化活动和作者参与等特点，逐步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社会影响力。这20年来，

上海书展不断追求卓越和创新，致力于推动城市阅

读文化的发展和普及。通过不断丰富图书种类、提

升文化品位、推广高品质阅读、融入国际元素、借助

专业书店的兴起、吸引社会关注，成功打造了自己的

品牌和影响力，并最终形成城市文化节日，成为中国

出版业最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大众书展之一，为全

国业界树立了标杆，甚至成为全球阅读版图上的重

要“地标”。

上海书展的成功离不开出版人、作者和相关工作

人员多年来的不懈奋斗和创新探索，他们在开放办

展、提升服务业界能力，拥抱读者、传递爱与热忱，营

造全民阅读浓厚氛围等方方面面不断努力。从展示

模式的演变，活动组织的多样化，读者服务的优化，品

牌影响力的提升，数字融合的推进，最美书籍的设计

展示，国际艺术图书专题展销区的设立，到分会场的

拓展等，经过20年的发展，上海书展已经成为一个集

文化传播、阅读推广、设计展示于一体的多功能平台，

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推动全民阅读作出了巨大贡

献，使书展成为连接读者、作者和出版人的重要纽带，

传递着书籍与阅读的力量。

可以说，上海书展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是全方

位的，并且已然成为我国图书出版业年度重要图书

新品首发地、面向个体读者的阅读风向标，是全国

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图书展会之一。它不仅提升了

出版业的整体影响力，促进了全民阅读和文化繁

荣，还推动了市场和行业的创新，为上海乃至全国

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望上海书展的20年历程，它不仅成为了国内

外读者与文化的交流盛会，更是一座城市智慧与情感

的交融之所。从初露锋芒到成为全球知名的文化地

标，上海书展不断展示着阅读的力量与美好，证明了

书籍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连接每一个渴望知识与美

的心。本届书展少儿社精心策划了15场分享会，秦

文君、沈石溪、刘保法等一线知名作家悉数亮相。销

售方面，我们有2个主展场，分别是东二馆的精品展

区和东阳光棚的少儿专区。为了吸引读者，优惠读

者，我们精心组织书目，主打书展期间场馆内线上线

下“同品同价”的概念，将我们的线上流量产品如《十

万个为什么》（第六版）、《上下五千年》（新时代版）、

《故事大王合集》、《莫莎莎的神奇图书馆》等都列入优

选惠民书目，现场买书的读者还可专享集章打卡以及

附赠周边的福利。

对于上海书展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一是在新媒

体渠道风头正劲的情况下，必须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推广方式，让上海书展不但成为上海人的节日，也能

通过线上传播，成为更多热爱阅读、热爱生活的人的

节日。二是在全国多设分会场，将上海的成功经验复

制到更多的分会场，不断扩大沪版图书的影响力，扩

大上海书展的辐射面。三是在书展上，给实体书店更

多的亮相机会，让他们展示自己的特色服务以及文创

周边，利用书展平台，引导读者多走进书店，让读者平

时也能感受到上海书展书香在不断地延伸。在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书展将继续以其开放和包容的

姿态，引领着人们探索知识的无限可能，为更多热爱

阅读的人点燃智慧之光，共同缔造文化的下一个20

年辉煌。

上海书展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9 年，当时

上海新华书店等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30周年图书展销会，这被认为是全国首次举行图

书展销会。上海书展作为一个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化

盛会，是从2004年开始的。2004年标志着上海书展

正式创办。

彼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在发行科

负责山东、河南和江苏三省的业务。早几年的上海书

展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累并快乐着。累是真累，

书展期间每天从展馆一开门就迎客，一直忙到闭馆，

向读者朋友介绍图书，我和同事们常常因为向读者介

绍图书说话太多而嗓子都哑了。快乐是因为看着一

摞摞的书被如饥似渴的读者买走，那份成就感所带来

的快乐，能一扫当天的疲乏，第二天打鸡血一样继续

上阵。

上海书展20年，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上海书展并

不是免费，而是卖门票的，但是上海市民购买门票非

常踊跃，甚至还有黄牛倒卖书展的门票。每年书展，

看到在炎炎烈日下一眼望不到头的买票的队伍，心里

总会涌起一股热流，上海是一座文化之城，市民们渴

望知识、热爱学习，这也激发了我们从事出版这个行

业的初心：为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的精神食粮。

最初几年的上海书展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

是面向广大读者。上海书展一开始定位就是以零售

为主，且市民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会场选书购书。

二是图书品种丰富。参展图书从最初的10万种，逐

年增加到15万、18万余种。读者能在书展上享受淘

书的乐趣。三是与书有关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与

书有关的文化活动，各种新书首发、签售等从100多

项发展到800多项。书展期间，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的，海内外社会各界名流云集，上海把书展

办成了读书人的盛会、阅读的嘉年华。

上海书展之所以能逐步发展并成为全国乃至国

际知名书展，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但我认为最主

要的，还是决策者的格局和胸襟。首先是文化品牌

的打造。上海书展没有止步于卖书的层面，而是在

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的统筹下，通过发动上海全市所有出版单位，群策群

力，逐步把上海书

展打造成了上海的

一张文化名片。其

次是上海书展的国

际化发展。从 2011

年起，上海书展设

立了上海国际文学

周，邀请国际知名

作家参与，促进了

中外文化交流。当

然，更重要的是，上海书展用更精细化的服务为书展

赢得了读者口碑。比如，上海书展为了给上班的市

民提供更多的淘书机会，主动设置了夜场，把书展每

天闭馆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晚上9点，双休日更是

延长到晚上 9 点半。再如，为了打消购书之后携带

不便的顾虑，上海书展组委会及时在会场里设立快

递到家的服务，方便读者“0负担”购书。可以说，上

海书展的成功离不开出版人的支持与各种阅读服务

上的细节考量。

20年来，上海书展也一路见证并融入了出版业的

发展历程。伴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售书的兴起，上海书

展同样面临着实体书店所受的冲击，这促使书展在融

合中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功能优化，以更好地满足读

者需求。上海书展通过与电商平台、前沿科技型企业

和数字阅读企业的合作，探索了出版与科技、文化与

商业的跨界融合。其次，科技变革、文旅消费趋势等

也同样影响着上海书展的表现形式，通过结合AI技

术等现代科技手段，举办如AI短片大赛等活动，增加

了书展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此外，上海书展还推动了

“1+1+X+N”的办展模式，强化了主题推介、阅读场景

呈现、现场服务和品牌影响力，展现了阅读新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书展期间不仅有图书展示，还有各种文

化产品和文创设计大赛，如“2021上海书展文创设计

大赛”和吉祥物“逗点”的推出，增加了书展的文化产

品多样性。

上海书展不仅适应了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成为

了推动出版业创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全国出

版业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3年8月，刚踏入出版行业的我，有幸参加了

在光大会展中心举办的上海图书交易会。可以说那

是上海书展的前身，它主要面向业内同行和图书馆，

像是一场秘密聚会，普通市民只能在最后一天窥探一

二。次年，上海图书交易会正式升级为上海书展，从

幕后走向台前，从面向业内的交流平台转变为面向广

大读者的图书盛宴。那时的我，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一名新晋编辑，怀揣着既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步入

了上海展览中心的殿堂。那一年，上海书展的人气之

旺，简直超乎想象，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上海市民对书

籍的无限热爱与支持。站在展台前，望着那片书海中

流连忘返的读者，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对出版事业

的深切热爱与崇高使命感。

回望上海书展最初的几年，它如同一颗种子，在

上海市民的期待与呵护下，逐渐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那时的书展，更多地聚焦于本地读者，以零售为

主，但即便如此，它所展现出的独特文化魅力和广泛

参与度，已预示着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潜力。随着时间

的推移，上海书展的规模逐渐扩大，参展单位和读者

数量逐年攀升，内容也日益丰富多元，从单一的图书

销售平台，逐步转型为集新书发布、作者见面会、主题

论坛、文化交流、版权贸易、数字阅读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书展。随着上海书展的成功举办，全国其他

省份的书展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天府书展、江苏书

展、深圳书展等等，为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

共同编织着中国书展的繁荣图景。

特别是在近10年间，上海书展凭借其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出

版机构的参与，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书

展品牌。这一过程中，上海出版人展现出了非凡的创

造力和执行力，他们不断创新展会模式、提升服务质

量、加强国际合作，让上海书展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

强，逐步成为了上海文化的重要名片。

自 2013 年起，我踏上了辞书社数字化工作的新

征程，在这片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中，我和团队

一起努力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深受用户喜爱的数字产

品：中国近代教育资源数据库、《辞海》历版数据库、

《汉语大词典》数字版、聚典数据开放平台、《辞海》网

络版等等。特别是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和《辞海》网络

版，这两款产品更是我们的骄傲。聚典数据开放平

台以其“开放、赋能”的数据服务模式受到上下游企

业的广泛认可，目前已与 50 多家机构合作，为超过

6000名用户提供超14亿次知识查询服务，它的卓越

表现也让它先后入选全国新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创

新案例、国家新闻出

版署数字出版优质

平台遴选计划。而

《辞海》网络版则是

我国第一部走向互

联网的大型综合性

辞典，它的出现让读

者能够更加便捷地

获取《辞海》所提供

的权威、准确知识，

极大地提升了使用体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些

精心打造的数字产品每年都会在上海书展上亮相，

展示给广大的读者和业界同仁。每一次的展示都获

得了读者们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反响，这也让我们更

加坚定了在数字化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决心和信心。

这期间，上海书展也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积极

推动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书展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得到了显著提

升。线上直播、虚拟展览等新形式的出现，使得无法

亲临现场的读者也能参与到这场文化盛宴中来。这

些努力不仅让上海书展成为了一个展示出版成果、推

动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更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尽管今年的图书市场遭遇了一定的下滑，但我对

图书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只要图书作为凝结人类

智慧的核心载体这一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在可见的将

来，图书就绝不会消失。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纸书的

销售高峰或许已经过去。同时，对于上海书展的未来

发展，我满怀期待，并认为有几个方向值得我们去深

入探索。首先，我们应该继续深化国际化合作，积极

吸引更多海外出版社参展，以此丰富书展的内容，提

升书展的国际影响力。其次，我们需要加大数字化转

型力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

技术来优化用户体验，让书展更加智能化、便捷化，满

足现代读者的多元化需求。最后，我们还应该强化与

各类教育机构的合作，共同促进读者阅读习惯的培

养，为书展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海书展，这个见证了我职业生涯成长的文化盛

事，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在这20年的时间里，它不

仅记录了我个人的成长轨迹，更见证了上海，乃至整

个中国出版业的变革与发展。未来，我相信上海书展

将继续以开放、创新的精神，迎接每一个热爱阅读的

人，继续书写属于它的辉煌篇章。

（下转第6版）

上海书展激发从事出版行业的初心
■庄晓明（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上海书展连接每一个渴望知识与美的心
■陆小新（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

上海书展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的变革与发展
■童力军（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32024年8月9日 星期五 第2962期

本版编辑：张馨宇
E-mail：912929228@qq.com

排版：彭庆伟20载风华正茂·2024上海书展专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