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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二大书展，为期 5 天的
第二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新国展举办，共吸引
了 2407 家中外展商，以及 30 万人次的
参展参观者。

在一年一度的图书贸易盛会上，总
是可以捕捉到出版市场动向。在本届图
博会期间，读者们重质量轻价格的图书
消费习惯初现端倪，包括“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在内的国际展商更加关注中国出
版、童书席卷每个展馆的现象都向市场
释放了新的信号。

图书消费在升级

“对不起，我们的书都是展品，无法
销售。”在图博会举办期间，面对参观者
购置精品图书的巨大热情，不少展台工
作人员只好频频抱歉。而中信出版社等
少数提供零售服务的展区则吸引了大量
读者前往选书、购书。事实上，销售区普
遍给出的八折、九折等优惠在价格上并
没有太大优势。

作为国际性版权贸易成交平台，图
博会同时也吸引了大量读者参观展会，
他们的热情体现出了国内图书销售市场
变化。

“随着国民消费水平提高，图书消费
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升级。”北京开卷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雷说。8 月 24
日，在图博会现场，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发布了《2016 上半年中国图书零
售市场报告》，开卷网上调查结果显示，
2015 年在网上书店购书花费超过 1000
元的读者比例为 32.0%，比 2013 年上升
了 4.8 个百分点。2016 年 1 月至 6 月，开
卷 监 控 新 书 平 均 定 价 为 67.33 元 ，比
2015年同期高出 9.89元。

读者乐意花更多的钱来买书，这个
现象促成了我国出版业健康成长。“2015
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全国共出版图书 47.6 万种，总印数
86.6 亿册（张），营业收入突破 2.1 万亿
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
山在图博会上说。而开卷的最新数据显
示，2016 年上半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
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同比增长率在 10%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网上书店渠道实
现了 50.91%的同比增长率。

图书消费升级背后是图书质量提
升。在图博会西二馆，有一个特殊展区
吸引了不少人注意，这就是国家出版基
金成果展。在这里，读者可以阅读安徒
生奖获得者曹文轩的作品《火印》，可以
欣赏精美的《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可
以看到一整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还可以领略到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
维吾尔文、朝鲜文等诸多版本的《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的风采。

“国家出版基金既要支持引导推出
更多文化精品，也要通过各种渠道让更
多文化精品惠及大众，让人民群众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
办公室主任陈亚明说，2007 年国家出版
基金设立以来，国家财政遴选资助了
2700 多个优秀出版项目。例如，在国家
出版基金的重点支持下，《论语》《文心雕
龙》《红楼梦》等百部中国经典著作都被
译成了英、法、俄、日、德、西等文字。

追根溯源，一个个销售数字体现了
读者阅读热情。为了进一步拓展全民阅
读功能，本届图博会围绕“永不完结的故
事”，举办了 BIBF 文学沙龙系列活动。
来自美国、瑞典、挪威、丹麦、秘鲁、克罗

地亚、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 30 多位作
家、翻译家和插画家亲临图博会现场，刘
震云、余华、曹文轩、格非、张悦然等中国
知名作家也纷纷与读者见面交流。这些
文学大咖的到来，拉近了中外作家与普
通读者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进一步激发
全民阅读热情。

“一带一路”成热词

8 月 24 日，中国出版集团的展位被
围得水泄不通，美国作家威廉·恩道尔正
在充满激情地介绍眼中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旨在激发欧亚大陆的无限
生机，将创造全球最大一体化市场。”就
在同日，威廉·恩道尔、中版国际传媒公
司和法国、埃及等地出版社就《“一带一
路”：共创欧亚新世纪》的法语、阿拉伯语
和印地语版权输出进行了签约。

国际化，无疑是本届图博会最显著
的特点，来自英、法、美、韩、日、印度等 86
国的 1379 家海外出版机构前来参展，甚
至超过了国内参展商数量。在这个国际
化的书展现场，“一带一路”成为了热词：
今年图博会共有 35 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参展，比去年增加 13 个，已覆盖沿
线国家的 53%；本届图博会首次设立展
商之旅，组织海外展商，尤其是“一带一
路”沿线、中东欧等国新展商分别参观国
内综合、学术、少儿出版企业，开展面对
面交流；东盟出版市场与合作新前景研
讨会等论坛聚焦“一带一路”，进一步增
强了版权输出品种和输出区域的针对
性。“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格鲁吉
亚现在兴起了汉语热，我们设立了孔子
学院，大学也开设了汉语系。”承担了《实
用汉语课本》和《精选格汉汉格词典》翻
译、编撰和出版工作的格鲁吉亚青年汉
学家玛琳娜·吉布拉泽说。

更大亮点，则是本次图博会首次采
取联合主宾国的方式，邀请了“一带一

路”沿线的中东欧 16 国联合担任主宾
国，集体亮相北京图博会。在主宾国展
区，波兰 Audioteka 公司、波兰书会和中
国出版集团共同发布了“《十字军骑士》
中文版有声书”；捷克艺术家斯科纳 50
多年前所设计绘画的“美猴王”绘本被引
入中国，孙悟空成为中捷友谊的“见证
人”；在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译出版成果
展区内，琳琅满目地陈列着 1000 种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互译出版的图书；8 月 25
日，中国—中东欧国家互译出版工程也
在这里正式启动。

主宾国之一罗马尼亚对担任联合主
宾国的效果表示惊喜，总统克劳斯·沃
纳·约翰尼斯专门发来贺信，称“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图书
展会之一，这次盛会能够巩固中国与罗
马尼亚之间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还
有助于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和外交关系”。

图博会尚未结束，斯洛伐克等 11 个
因担任联合主宾国而首次参加图博会的
国家就纷纷表示，明年将继续参展。捷
克和斯洛文尼亚两国还进一步提出，希
望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签订互为主宾
国的协定，从而更加全面介绍本国文化、
促进两国出版交流合作。

北京图博会作为中国出版业的国际
品牌，其国际化影响力已然被高度认
可。记者获悉，全球出版 10 强中有 9 家
参展了此次图博会，全球 50强中有 30家
参展。此外，今年新增海外展商 74 家，
很多为品牌企业，如美国最大的连锁书
店巴诺书店旗下的出版社斯特灵出版
社，英国生活类图书知名企业卡托出版
集团，韩国最大出版集团熊津等。

出版商紧盯中国小读者

徜徉在图博会的书籍海洋里，耳边
却时不时地响起哇哇哭声，或是银铃般
笑声，没错，图博会正迎来越来越多小读

者。在出版商竞相“追捧”小读者的现实
下，童书铺天盖地占了据图博会内大多
数书架。甚至有媒体直言：“与其说本次
展会是图书展，不如称之为童书展。”

此次图博会共设六大展馆，东一馆
“童书教育馆”最为热闹。8 月 27 日，恰
逢周六，记者在该馆内看到不少小读者
沉迷于阅读世界的画面，有的孩子兴致
勃勃地听着家长朗读，有的孩子看到千
万种精彩绘本兴奋异常，有的孩子捧着
书一动不动甚至忘记了吃饭时间。作为
唯一售票区的国际绘本展区前，购票的
队伍则排起长龙，60 元门票并未阻挡家
长和孩子们的热情。

图博会承办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介绍，在去年
成功举办国际儿童教育馆基础上，今年
图博会继续重点打造了童书教育馆，成
为中国童书“走出去”的专业平台。该馆
分为版权贸易区、国际插画展区、国际绘
本展区、国际教育展区和童书嘉年华五
部分。除继续参展的中国出版集团少儿
展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小中
信等出版社之外，DK、凤凰阿歇特、地中
海香柏、Albin Michel 等国外知名童书
出版机构也都再次亮相。此外，东盟儿
童联合展台也首次在此设立。

事实上，在“童书教育馆”之外，童书
热潮席卷了本届图博会每个展馆。在法
国展区，记者粗略数了数，近百家法国出
版商带来的出版物之中，有半数都是绘
本等童书品种。而各个国家展位情况都
与法国展区大同小异，似乎全球出版商
都盯上了中国小读者。

毋庸置疑，今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曹文轩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一事实，使
得国际市场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童书，
而中国原创童书也实现了巨大增长。此
次图博会期间，由国家图书馆评选的“中
国原创绘本 100”在国际绘本展区甫一
亮相就吸引了众多关注。

第二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参观者达 30 万人次——

让更多出版精品惠及大众
本报记者 李 哲

本版编辑 梁剑箫

广东探索文化产业多元化——

“一鱼多吃”收获丰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一本小说、一套连环画、一部电视剧、一台粤剧
⋯⋯”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的南国书香节上，一部
以长征为背景的长篇主题小说《骡子与金子》以全新形象
再次引起各方关注。这是一部主题作品以多层次、多媒
体开发方式在新业态下的重新开启，实现了社会效应和
经济效应双丰收。记者获悉，近年来，广东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取得积极
成效，广东文化产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而像《骡子
与金子》这样的多元化尝试，只是其中的典型样本。

记者来到南国书香节广东馆现场，看到由花城出版
社和广东粤剧院联合举办的“读好书，看好戏——长征主
题小说《骡子和金子》暨粤剧《还金记》主创读者见面会”，
吸引了众多读者观众到场。人们对这部小说以新形式再
次呈现充满好奇。

由作家罗宏创作的 《骡子和金子》 是一部以长征为
背景的长篇小说，塑造了一个有鲜明个性的小人物形
象：一根筋、认死理、不变通、守承诺是主人公骡子最
突出的性格特征。这是一部有温度、有品质的正能量作
品，曾获广东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作品出版之后，电子书数字版权已与中文在线合
作，作为优秀原创文学作品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重
点推出，社会反响热烈。而其相关衍生版权开发也十分
成功。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今年该作品再次
与广东传统艺术“粤剧”擦出火花。6 月 30 日、7 月 1
日和 7 月 2 日，由该剧改编而成的粤剧 《还金记》 在广
东粤剧艺术中心剧场首次公演。

“《骡子和金子》虽然是一部主题色彩十分突出的作
品，但表现形式一点都不传统。”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张
懿表示，这部作品基于品质内容进行了有效的系统化运
作，推动优质作品文化产业链多层次、多媒体的市场化开
发运作，是一次“一鱼多吃”的成功探索，对于广东主题出
版乃至其他文化产品内容开发都有示范意义。

事实上，这种主题文化作品的创新开发在广东文化
产业发展中并不少见。去年，广东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达 3648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01%，占全
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1/7，连续 13 年位居全国
各省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平面媒体、广播电视、数字
出版、印刷复制、动漫网游、游艺游戏设备生产等优势产
业集群领军全国，形成以珠三角为龙头，东西两翼、北部
山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今年，广东文化产业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统计显示，今年 1 月至 6 月，仅电
影票房就达到 35.78 亿元，增长 40%，占全国总票房收入
16%。目前，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超过 11 万家，从业
人员 340 多万（不含个体劳动者），先后有 25 家文化企业
被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有 7 家先后被评为“全
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有多家入选全国“文化企业
30强”，数量均居全国各省市前列。

实现全民阅读需“线上占位”
牛 瑾

戴上 VR 眼镜，平面读物瞬间立体起

来，还有配合的声响，参观者可以“玩”阅

读；懒人听书以轻量方式带来海量有声

书籍，耳朵取代眼睛，参观者可以“听”阅

读⋯⋯这些都是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十三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生的场景，

这一幕幕要传达的主题便是互联网正在

深刻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不仅如此，

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每晚 10 点准时推

送，抑扬顿挫的朗诵佐以悠扬乐声，如同

一场心灵 SPA；当当读书增加借阅功能，

下载一本书免费借读 3 天，开始一场文化

之旅，也都是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

或许，正是因为不断涌现的新媒体

已经让阅读在“云端”，人们才开始担心

行走在“地表”的纸质阅读命运。其实，

这有点过于焦虑了。传统纸质阅读和新

阅读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并行不

悖、融合发展的。人们既需要传统纸质

阅读的墨香，也需要在时间日益被碎片

化的当下，用移动互联设备挽救阅读空

缺。因此，两者之间大可不必“相爱相

杀”，携手前行才是正确方式。

况且，正是互联网弥补了纸质阅读

普及的短板，才让全民阅读更有戏。最

新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

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58 本，

与之前的 4.77 本相比，减少了 0.19 本；不

少家庭的所谓“藏书”数量本来就不多，

还都是孩子的旧课本和没来得及处理的

旧 杂 志 。 与 此 同 时 ，电 子 书 阅 读 量 为

3.26 本，比之前增加了 0.78 本。从“一减

一增”中不难看出，对大多数人来说，阅

读的问题不在于“读不读”，而在于以什

么样的方式阅读。

既然如此，全民阅读的推广就没有

必要抓住纸质阅读不放，刻意追求往往

成为奢求，而是要考虑到“互联网+”的影

响，做好推广形式和推广内容这两件事。

先说推广形式。借助类似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这样的平台，拉近受众与国

内外优秀图书的距离，是一直采取的行

之有效的推广手段。除此之外，随着手

机移动智能终端成为受众连接互联网的

首选，数以亿计的用户每天通过移动互

联网发布自己的作品，海量内容借助网

络传播、阅读、使用，再衍生出新的作品，

出版与阅读、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界限因

此变得模糊起来。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处

的环境，全民阅读推广必须适应这种环

境，同时有效调整推广手段，比如打造

“全民阅读网”、利用微博微信开展“阅读

接力”活动、举办网络文学原创大赛等，

争取最大的全民阅读普及率。

当然，我们常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阅读也要从娃娃抓起。一个人的阅读习

惯大多是从上学开始养成的，从身心健

康角度考虑，针对这一年龄段群体的阅

读推广，还是要以纸质阅读为主，切忌移

动互联思维的生搬硬套。

再说推广内容。就像上面提到的，

移动互联网每天产生的信息是海量的。

打个比方，一家大型微博网站发布的信

息，可超越《纽约时报》60 年的信息量；全

球最大视频网站一天上传的影像，能连

续播放近 100 年。要想让受众快速找到

适合阅读又有兴趣阅读的内容，就必须

发挥引导机制作用。具体来说，图书博

览会或图书节期间可举办作者见面会，

当场为读者解读作品，为好作品背书；甚

至可以组织作家深入社区，让更多读者

爱上好作家、好作品，进而喜欢与书香为

伴。除此之外，还可由各行各业权威人

士推荐书单，为广大普通读者提供参考。

其实，海量信息的存在也意味着碎

片化阅读增多。碎片化阅读虽是阅读的

一种，可提高全民阅读普及率，但功效不

及深阅读，影响着全民阅读深入率。要

把受众从“微博段子”和“微信朋友圈”的

碎片阅读中“抢”回来，出版界就要充分

利用微信平台、手机 APP 等数字化平台，

让更多好作品“线上占位”。

总之，创新的是载体，不变的是阅

读。做好了适合互联网时代的推广，全

民阅读才可能成为精彩生活方式。届

时，除了怀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的愿望，大多数人可能会由衷产生“世界

那么大，应该多读书”的诉求。

浙江安吉借力文化产业培育新动能：

小县城不缺文化味
本报记者 黄 平

日前，在 2016 中国旅游投融资产业大会上，浙江安
吉县城投集团建设的“国际童话村项目”签约。集团董事
长周江龙告诉记者，项目投资 133 亿元，竣工后的国际童
话村将演绎经典童话故事，为安吉县的文化产业发展增
添亮丽一笔。

近年来，安吉虽处浙北山区，但文化产业风生水
起，不论在影视开发、文化旅游、文化创意还是文化消
费领域，都做得可圈可点。

影视开发方面，安吉将“拍片子”当作文化产业的
发力点。电影 《卧虎藏龙》 曾经在安吉取景拍摄。“是
安吉的秀丽山水让 《卧虎藏龙》 走上了奥斯卡的领奖
台。”华人导演李安的一句获奖感言，让安吉成了影视
导演的新宠。冯小刚的 《夜宴》、张纪中的 《侠客行》、
张自强的 《如意》 ⋯⋯100 多部影视剧的火热呈现让安
吉声名大振。记者了解到，安吉投资 10 亿美元的戛纳
影视城正如火如荼地建设，这里集影视文化游乐、影视
风情休闲、影视外景拍摄于一身，将借鉴法国戛纳电影
节的先进理念、运作模式和行业资源，创办中国的“戛
纳”电影节。

文化旅游方面，安吉善于“亮底子”，投资 3 亿多元建
设了恢弘大气的昌硕文化中心，立体而全方位地展示了
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近现代艺术大师、安吉人吴昌
硕的传奇经历。此外，安吉还开辟乡土文化游、名人故居
游、遗址遗存游等 5 条精品线路，仅 2015 年就接待境内
外游客 1495.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 175 亿元，游
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每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

文化创意方面，安吉喜欢“树牌子”，从日本引进了
“凯蒂猫”品牌，建设了我国首座“凯蒂猫主题乐园”；由杭
州迁建安吉的浙江（安吉）泛自然博物园于去年 10 月 30
日开工建设，计划 2017 年底建成；投资亿元建成的安吉
生态博物馆呈现出独有的文化景观。县文化文电新闻出
版局局长彭忠心介绍，到目前为止，安吉共建成了 52 个
民间文化艺术展示馆，形成“核心引领、县园合一、全域联
动”的空间博物馆开放格局。

文化消费方面，安吉以“开铺子”为载体作出成功探
索。譬如，临港傍水的“经典 1958”是安吉去年竣工的文
化街，采用徽派建筑风格，在现代建筑为主的安吉城区独
具视觉冲击力。“取名‘经典 1958’，采用仿古建筑群落，
既是为了传承安吉的经典文化，也是为了纪念安吉、孝丰
1958 年两县合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唤起历史的记忆。”
安吉城投集团副总裁卓可耕说。

安吉以文化产业培育新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升级。去年安吉实现财政收入 55.69 亿元，同比增长
12.5%，增幅居浙江前列。今年，文化产业的全部项目竣
工后财政收入有望实现成倍增长。

上图：第二十三届图博会的北京馆推出大量的主题出版图书。

左图：亲子阅读成为图博会现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李 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