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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展，开始属于你的盛会
■宋寅悦（上海三联书店编辑）

走过了20年，我也从青涩少年成长为

了一名出版社的图书编辑，上海书展可以

说见证了我人生中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转

折与变化。20届书展，我几乎未曾缺席，

唯一改变的是我从书展的旁观者成为了

书展的参与者。

以前以观众的身份进入书展，更多的

是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与图书，追求的

是书展所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以及搭建

起的爱书人沟通交流的平台。进入出版

社工作之后，以责任编辑和志愿者的身份

再次进入书展，感受颇为不同。一方面，

我看到了发行部门同事为筹备书展所付

出的巨大努力。每一届书展出版社的展

台都倾注了发行部门的心血，展台的整体

风格与设计，以及各类图书摆放的位置，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成果。在整个

书展过程中，发行部门的人员都要全天在

现场，还要根据图书销售情况及时补充图

书品种，相当辛苦。

在前几年的书展上，有一个读者拿着

一张他自己列的书单来到我们出版社的

展台，希望帮他找一下书单上的图书。书

单上有些图书那时正好销售完了，有些书

没有带到展位。但是，看着这位读者热切

的眼神，发行部门同事还是联系仓库，以

最快的速度将读者需要的图书送到了书

展现场。看到读者拿到心仪图书时开心

的神情，我们的心里也都是暖暖的。由此

我想到，所有参展单位的相关部门都是为

了向读者呈现最好的形象而拼尽了全力，

尤其是一些外地的出版机构，布置展台与

运送参展图书更加不易，更何况是在烈日

炎炎的夏天。

每每思虑至此，我就更加感受到上海

书展的含金量之高，每一个展台都是有血

有肉的，每一家参展单位都向读者传递着

温暖。另一方面，作为图书编辑，我以志

愿者的身份参与书展之后，心态从原来的

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图书转为如何向读者

介绍更多优质好书，以及如何更好地为读

者提供服务。

在我们的展台上，经常会有读者请我

们推荐图书或者帮忙介绍图书，每次得到

读者的认可或者看到读者在我们的介绍

下购买到心仪的图书时，我心中的快乐比

自己买到喜欢的图书要强烈好多倍。就

是在这一刻，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已经从

文化的接受者转变成了文化的传播者，心

中不由升腾起一种职责使命感，而这种使

命感或许就是出版从业者所应该具备的。

来到书展的还有许多年纪较大的读

者，他们是书展也是我们出版社的忠实粉

丝。去年书展上，有一位老先生来到我们

展台，购买了一大篮子图书。看到他年纪

很大，这么多书一个人拿回去会很困难，

我就告知他可以在服务台办理寄送服

务。考虑到从我们展台走到服务台还有

一段距离，我就帮助他将书送过去。在

去往服务台的路上，老先生反复和我说，

非常认可我们出版社的书，每次来书展

都会在我们这里购买很多书，希望我们

继续出更多好书。在此过程中，我充分

感受到这些老读者对阅读、对图书的喜

爱，感受到他们对出版社的认可，更感受

到服务他人的快乐与温暖。感谢上海书

展为这些忠实读者提供了一个能够释放

他们爱书热情的空间，也感恩上海书展让

我有一个能够与爱书人直接接触并为他

们服务的平台。

20年，每一届上海书展都为我们谱写

出动人的旋律，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希

望在今后更多年里，上海书展越办越好，

也希望在我也成为资深老读者之后，上海

书展继续陪伴着我，让我的爱书情怀始终

有一个归宿。

为上海书展摇旗呐喊
■刘智慧（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编辑）

上海书展走过了 20 年，我也参与了

20年。若描述我在书展中的角色，算是一

个摇旗呐喊的人吧。

2004年，首届上海书展，也是我入职

《上海新书报》的第二年，作为一名图书宣

传战线的记者，开始报道书展。

《上海新书报》是全国发行的周报，

日常每周 24 个版面，那年，为了书展，出

版了“书展专刊”128个版，展现了全国各

地出版社参展的好书、新书，也采访了众

多即将在书展上首发新书的作家。同仁

们彻夜加班，赶出了 128 个版面，但辛苦

并快乐着，提前知道了很多好书信息，也

提前和很多知名的作家对话，是一件开

心的事。

第一年跑上海书展，虽然手里有书展

地图，有现场志愿者指路，还是走着走着

就迷路。只因为书展的场馆太大，区域太

多，中央大厅活动区往往是发布重头活动

的，两边的第一活动区、第二活动区、第三

活动区是发布一般活动的，东一馆、东二

馆往往是新华书店承办的各地活动，西一

馆、西二馆往往是上海出版社发布本地活

动的。另外还有友谊会堂发布重大且需

要安静空间的活动，如讲座、论坛。这些

区域，不是简单的直出直进的关系，需要

上楼再下楼绕行。当时，和各地赶来采访

的媒体同行，为了赶新书发布会，奔来奔

去，常常因为绕行而头晕。后来，书展的

规模扩大，增加东阳光篷、西阳光篷，头绪

更多。好在，跑着跑着，大家就知道穿梭

的技巧了，节省了不少时间。

在书展上，我面对面采访了很多知名

作家，也有很多电视、电影名人。因为事

前功课做得深，和一些作家很聊得来，之

后的报道很成功，非常有成就感。

一届书展往往几百场活动，除了完成

报社规定的选题采访，也可以去参加自己

感兴趣的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友

谊会堂，漫画家蔡志忠签售，读者排了长

长的队伍，我也是他的粉丝，拿着买好的

书认真地排队，看着他慢条斯理地和每一

位读者聊天，为每一位读者签名画漫画，

置书展的喧嚣于世外，非常佩服，很欣赏

他的散淡、超然。有位演员说，表演的职

业让他演绎了很多人的生活，很丰富。作

为图书宣传的记者，和那么多写书人对

话，也相当于感受了很多人的生活，也是

难得宝贵的。

作为书业媒体人，最大的感受是，上

海书展不同于一般的书展，能引起读者

的广泛参与、出版社的广泛参与。记得

远道而来的一家出版社老总得意地说：

“我们重视上海书展，因为在这个书展上

销售最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主办方对

宣传的重视。每届书展开始前，主办方

都召开多次新闻发布会，召集上海几乎

所有书业条线记者，由主办方、各大参展

方分别介绍参展亮点、细节，并在现场设

立新闻中心，为各地记者提供电脑、网络

等服务。很多外地来的同行都说，上海

书展新闻中心的服务是卓越的。往往书

展前，各大媒体就开始铺天盖地地宣传

书展，上海的角角落落都能感知到书展

到来，到处书香洋溢。

后来，创办20多年的《上海新书报》因

种种原因休刊，我开始编辑《新华书摘》，乃

至再后来编辑新媒体平台《新华一城书

集》，都是围绕图书宣传，还是要参加上海

书展。如今供职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

会，每日更新“上海书展”微信公众号，更是

离不开上海书展这个平台。所以，我一直

是一个为上海书展摇旗呐喊的人。

上海书展加油！

二十而冠 向新而行
■贺群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上海书

展已经走过了二十载春秋。今年8月，出

版人又将齐聚上海展览中心，共同呈献一

场精彩的书香盛会。

2009 年，我怀揣着梦想和激情进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彼时，目标简单

而纯粹，只想在出版行业这块热土上留

下些许自己的足迹。感慨时光匆匆，记

忆的阀门一旦打开，就像洪水一样喷涌

而出，而那些与上海书展有关的记忆，最

是鲜活生动。

从2004～2024年，上海书展共举办20

届，我参加了14届。作为多年的营销人，

我的书展记忆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词：

“忙”。在上海书展，你总能遇见无

数个“风一样”的营销人。书展前期各种

催资料、催新书付印、写活动方案、写宣

传文案、设计海报文创展台；书展期间布

置展位、组织观众、活动执行、接送嘉宾、

主持、接待媒体、整理速记照片录像、写

稿发稿、收集反馈、复盘总结……一场书

展战役下来，营销部门同事前后要忙活

近2个月，经常是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相

互支持、鼓励。

“营销物料”。每年6～8月，各种稿件

方案、进度表格、工作清单每天填满电脑

及各种通讯工具，以“上海书展”开头的文

件至少“10086个”。至于那些“奇奇怪怪、

可可爱爱”的营销物料则是书展的一大看

点。早期书展我们曾扛过数米长的巨大

展板满场飞奔；各种体积庞大的展品、乐

器，甚至还有恐龙骨骼、大型垃圾桶（演出

道具）等都会出现；新书发布仪式上要用

到的沙发、道具、签售用品在各活动区上

下腾挪；随着时代的发展，活动设备逐渐

升级为平板、电脑、手机、相机、直播屏等，

每位营销人员都要随身背负多款电子产

品……别问，问就是一切为了保障现场活

动要出片精彩。

“台风天、书展蓝”。上海书展期间，

似乎总有那么几天会遇上台风。台风暴

雨来临前，书展主办方一一排查，不仅要

及时撤下户外巨幅广告牌，还要做好防风

防汛的措施，第一时间为读者送上雨衣；

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则要做好防暑降温的

准备。“书展蓝”是同事们每年必须要在上

海展览中心广场拍照发圈的，蓝天下，看

着上海展览中心上空飘扬的书展旗帜，每

个人的心情都激荡飞扬。

“人”。读者涌入书海的时刻，是上

海书展最动人的风景。“在上海，书展可

能是席卷老百姓最多的节日。”作家、学

者毛尖曾如此写道。当我们付出无数个

日夜，用汗水与努力换来汹涌的参展人

潮，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天真幼稚

的顽童，拿起一本本好书，在手中摩挲、

认真翻阅，然后满心欢喜地带走。当读

者真诚地告诉你他的阅读喜好和参展体

验，那一刻，出版人的心也变得清澈透亮

起来。

二十载栉风沐雨，砥砺同行。20岁的

上海书展宛如一枚璀璨明珠，辉煌绽放。

它经历了行业的起伏变幻，见证了技术的

革新与突破，也铭记了一代代出版人的奋

斗足迹。二十而冠，向新而行，站在新的

起点上，我深信，上海书展将以更加坚定

的步伐，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我与上海书展的故事
（上接第7版）

八月的书香记忆
■江 利（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从2004年第一届上海书展开始，每一

届我都参与其中，从最初的书展小兵到现

在年轻同行眼中的书展老人，忽然收到稿

约要求细说 20 年 20 届，顿觉时光如白驹

过隙、倏忽而逝。20年间经历的人和事太

多，篇幅有限，仅从自己作为一个新华人

参与上海书展的角度，谈谈上海书展何以

成为上海书展的两个变化吧。

2004年第一届上海书展，当时上海新

华还没上市，是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作为

主体参与主办上海书展，新华展场在中央

大厅，包括左右两侧上方的长廊。进场和

撤场的时间要求比较急，用轿厢式电梯运

货的速度太慢，最后是通过商请部队官兵

支援，官兵们全靠人工搬运完成了上千个

大包的上下楼梯。当时的布展既别具匠

心又相对简约，把中央大厅做成了福州路

文化一条街的场景，再把上海新华体系里

的专业书店搬进了这条“街”，如建筑书

店、少儿书店、教育书店等，通过专业书店

的布置对图书进行主题性的陈列展示和

销售，从本质上讲就是集中规模化的图书

展示，与当时的超大型书店没有差别。组

委会应该是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

为了找到上海书展自身发展的逻辑和特

色，后面就调整为以出版社为主进行布

局，为上海书展进行全国招商的任务也就

交给了上海新华。记得当年第一次招商

的时间比较紧张，书展8月举办，7月的时

候顶着烈阳，我们一行业务人员辗转于北

京各处，拜访包括商务、中华、三联、人民

文学、各部委出版社、古籍联合体、社科联

合体、部队出版社等各大出版机构，反反

复复向出版同行推介：不同于当时行业里

常见的订货会，上海书展是第一个直接面

向读者的书展，出版社的新书可以在这里

直接与读者见面，出版社也可以为自己做

品牌宣传，还可以获取有效的市场信息

……这样的上门拜访持续了几年，再后来

每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上海市委宣传

部就上海书展专门进行推介、5月中旬书

展办公室到北京召开招商大会这两个动

作形成了操作惯例，上海书展的影响力也

越来越大，出版社纷至沓来，在年度工作

中对上海书展高度重视并给予资源倾

斜。虽然推介的作用日渐淡化，但是书展

与各大出版机构之间的友好交流保持了

下来。从集中展销图书的模式转变为突

出出版品牌的模式，由上海新华组织外地

出版机构在各地出版馆里按照各自出版

特色有分有合地展陈，这是上海书展确立

自身特色的重要一步，我作为上海新华

“书展宣讲团”的成员，也在无意之中亲历

了这个重要变化，这也是上海书展成为上

海书展的第一个重要变化。

记得有一次接受一位年轻的媒体记

者采访，她问我作为参加过很多届书展的

工作人员，书展每年在高温季节能吸引如

此多读者的秘诀何在？我沉吟了一下，反

问她：作为读者为什么选择上海书展？她

想了想才回答说：因为有这么多的作家会

在这个时间集中出现。我翻过自己的电

脑记录，第一届上海书展由上海新华组织

实施的现场活动仅有30多场次，后来每届

的活动数量都大幅度增加，上海新华承办

的活动最多一届超过300场次，由组委会

主推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上海国际文学

周、“上海之夏”阅读季、“相约星期二”等

专属阅读品牌活动也体现了书展有别于

其他展会的核心价值。其实上海书展还

有一些为行业打造的论坛活动，是得到行

业高度认可的。2014年，上海新华在书展

组委会的指导下，创办了“中国超级书店

论坛”，后来随着行业趋势发展变化更名

为“实体书店转型发展论坛”。这个论坛

每年从3月就启动，策划主题，设置讨论话

题，锁定主旨演讲嘉宾，邀请全国同行参

会，还有近百位来宾的会务保障工作，筹

备时间长，参与面广，各项准备工作可谓

既繁又难。当下行业内各种论坛活动已

经非常成熟，但在10年前，上海书展创设

论坛之初，我和团队对这项工作还很陌

生，无从借鉴，也没有其他优势，只能发挥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新华精神，从成立专

门的工作小组开始，一个个电话、一份份

传真、一封封邮件，细抓每一个环节。每

届论坛举办前一天晚上，还要赶在会场关

门前最后确认席签摆放一类的细节。当

然突发情况总是在所难免，比如有一次，

活动已经开场，才收到信息说其中一位演

讲嘉宾因故不能到，只能临时进行了变

更，引发的一系列现场忙乱可想而知。但

论坛为出版机构与发行机构相互之间增

加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也让上海书展

不仅服务于读者，也服务于全行业，上海

书展被全行业视为书展中的“南波万”

（NO.1，第一），这些面向读者或者面向行

业的系列品牌活动功不可没。这也是上

海书展成为上海书展的第二个重要变化。

20年间上海书展值得讲述的人和事

数不胜数，比如上海新华每年都有近200

位同事投身书展工作，来自不同岗位的同

事在现场挥汗如雨、日夜奋战，其间种种

感人之处不是这篇小文章能描摹概括的，

在此也要向这些书展的无名英雄致敬。

转眼间上海书展行至第20届，自己在其中

的角色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仍然祝福上

海书展为读者献上一场精彩的阅读盛宴，

让上海的8月因书香而美好绽放！

上海书展突出“科技”“人”“多元化”三元素
■赵书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

上海书展像极了上海这座城市，既

海纳百川，又坚持文化品格和品质；既一

脉相承，又不断突破自我，推陈出新；既

名家荟萃、大雅齐集，又百姓节日、倾城

同欢。每年8月，热切的读者冒着炎炎酷

暑，在上海展览中心门口排成长龙、购票

入场，只为一年一度与心仪作者、作品重

逢或相遇，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画面。

书展 20 年，浸透着行业最优秀人才的智

慧和心血，一路走来，迈过荆棘坎坷，终

见朗日荣光。

上海书展物理空间有限、时间有限，

在已经把“书”和“文化活动”做到现有的

基础上，讨论需要什么样的书展，其实仍

然无法绕开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

书展要继续发展、继续突破自我极限，应

当突出“科技”“人”和“多元化”三个因素。

“科技”应当是今后书展乃至书业的

首要关键词。即使笔者这样的深度纸质

产品爱好者，也不得不承认数字阅读的确

优势众多。10年前，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

2.5亿美元买下《华盛顿邮报》以后，关于

纸质报纸的命运又掀起新一轮口水战。

其实，报业将死已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

的问题是专业媒体、专业出版的命运如

何？互联网普及和新媒体兴起，挑战的并

非传统新闻出版业如何转型、也不是如何

运用新技术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社

会对专业新闻、优质内容有永恒的需求，

有需求就有市场，专业人士终将创造出商

业可持续的内容生产模式。真正的挑战

来源于竞争图景的改变，首先是区域垄断

被打破，书业开始全国竞争；然后是世界

范围的优质内容资源争夺；互联网兴起，

意味着专业人士以外的人也加入竞争，并

且迅速成长为新的专业人士（比如已经成

为文学新门类的网络文学），网络赋予了

每个人生产内容和传播的权力。这带来

了最根本的挑战，每一个出版人都应当反

思并且重建出版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全

体专业人士竞争，与全体非专业人士竞

争，只有第一流竞争者能够生存，平庸就

会消亡。作为书业的集中反映，书展理应

体现数字阅读、数字出版的发展，尤其是

出版人重塑自身竞争力的探索和实践。

出版人尤其不能为纸质出版物的热销而

陶醉，据说庞然大物如恐龙，踩到水桶那

么大的东西，要几个小时感觉才能传导到

大脑。我想，我们不应当做恐龙。

出版业并非关于书的行业，而是关于

人的行业。书展要真正成为“百姓节日”，

就应当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更加

重视普通市民的因素。书展上人情味越

浓、普通人的故事越多，就越容易被读者

接受和认可。出版人比较容易陷入单向

传播的思维，即我掌握知识，想办法传授

给别人，而不太容易主动寻求双向传播的

局面。书展要能够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

分，成为市民生活和记忆的一部分，就应

当让市民的声音表达出来、让市民的故事

讲述出来，要提供和创造一些这样的渠

道、措施、平台，让书展不只是文化的传播

授予，更是个人生活的坐标、成长的印记。

中国近代出版肇始于国家危亡、民族

危难之际，出版人以启蒙民众、救国救民

为己任，这种基于理想的出版理念和美国

基于职业的出版理念形成鲜明对比。老

一代出版人如张元济、王云五、陈原，不但

是大出版家，也是大学问家；而瑟夫、西

蒙、舒斯特几位美国出版家，则大多是富

家公子。中国出版发展到现在，大部分出

版人仍然秉持着高尚的出版理想，对学术

出版、专业出版更加看重，对一般大众出

版则相对不那么重视。易中天曾表示，

“读书无用”，即读书是为了提升自我，不

是学手艺、学挣钱，不是为了现学现用。

这样的观点当然有道理，但一方面实用类

图书的的确确效用昭彰，对一个初为人父

的读者来说，《育儿指南》要比《资治通鉴》

重要得多；对一个家有宠物的读者来说，

《宠物饲养》比任何其他书籍都紧要迫切；

另一方面，能够看得懂专业著作、学术著

作不仅需要读者有相当欣赏水平，更需要

有较好的家庭和教育基础——也就是需

要一些好运气。于是，一位读者如果读不

了《四书章句集注》，于丹老师的《论语心

得》不失为了解传统文化的敲门砖。更何

况，一些专业作品和学术作品粗制滥造，

对社会的益处远不及一本《电工手册》。

书展活动中，群众活动、普及活动数量不

少，但还应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出于多

元化、提升市民素质的需要，应当更多安

排、更加重视一般群众活动和普及类活

动，眼光向上，姿态要向下，书展才能和上

海市民、上海这座伟大城市同频共振，共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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