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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为出版社与读者提供面对面的产销通道，到更注重阅读推广活动的精深，上海书展

始终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功能

□ 李治国

近年来，我国电视综艺节目自主创新
创优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泛科技类综艺节
目异军突起，频频问鼎收视率榜单。中央
电视台《机智过人》《加油！向未来》，江苏
卫视《最强大脑》，湖南卫视《我是未来》，
江西卫视《真是想不到》等一大批泛科技
类综艺节目聚焦科技核心、力载科普重
任，通过多资源整合与多维度创新，为中
国新一代乃至整个社会传递了科学知识、
表达了科学精神。

去年，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鼓
励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在黄金时段增加公
益、文化、科技、经济类节目的播出数量和
频次”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包括央视和多
家地方卫视在内纷纷放眼“科技”领域。
继《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
等节目引领荧屏“文化热”之后，去年暑期
以来，“烧脑”的科技类综艺节目各展风
采。《机智过人》《未来架构师》《极客智造》
等央视和地方卫视播出的科技类节目都
有较好的收视成绩。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
心秘书长冷淞曾把科技类节目比为“砸石
头”节目。他的这个比喻，是根据不同资
源综艺化的难度而定的。“石头类的资源”
是在操作层面最为复杂和困难的一类，道
具、科学家、技术甚至视觉，对于制作人员
来说都有难度。这个类型不容易做，但确
实是个富矿。

随着综艺与科学牵手产生的效应扩
散，“科学”成为综艺节目制作者眼中的新
蓝海。当以模式引进为路径、以天价明星
为噱头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将视线转向
火热科技革命实践，将镜头对准或老骥伏
枥或青春张扬的科学家，成为综艺节目转
型的好选择。对于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
普事业，电视节目制作者全方位参与，依
托成熟的综艺节目制作方式，搭建了更时
尚、更吸引年轻人的科普平台。视听节目
拥有声、光、电等多样呈现方式，可以更立
体地呈现科技成果，更真切地展现现代科
技的风采。

不管是《我是未来》中的 AI、基因解
码、腔内介入影像，还是《未来架构师》中
的柔性电子技术、未来机器人，这些话题
虽然略显“高冷”，但你千万不可低估广大
受众的科学素养和科技兴趣。随着荧屏
对“泛娱乐化”的抑制，人们对高新科技的
兴趣会越来越浓厚。更重要的是，一些科
学节目还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这更让人
充满好奇心和敬畏感。

未来科技综艺节目所需要展示的不
仅仅是技术这一“面子”，更要提升节目
温度这一“里子”。科技节目要将科技最
打动人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高冷的科技
节目以综艺形式为切入点，为观众展现
出故事背后，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
波澜壮阔的历程。科技类综艺节目能够
挖掘科技发展历程中激发兴趣、启迪智
慧、情感共鸣的内容，以独特的视角、轻
松有趣的方式解读科技发展历程、科学
家的喜怒哀乐、科技创新的时代意义，促
进公众真正理解科学。

从2004年开始，每年8月份，上海市
的读书人就会期盼一个共同的节日——上
海书展。

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也因上海书展汇聚
到一起。15 年来，上海书展以“我爱读
书，我爱生活”为主题，立足上海，服务
长三角，服务全国。“上海首发，全国畅
销”已经成为出版业内的品牌，上海书展
也从当初的区域性书展，成长为全国知名
的文化品牌和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平台。

上海首发，好书从这里出发

2018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
8 月 15 日开幕以后就遇到了台风天气，然
而狂风暴雨没挡住书迷的脚步。

成千上万的书迷都来赶赴这场文化盛
宴：来自全国的500多家出版社带着15万
余种精品图书组团参展，更有 130 余项阅
读活动如火如荼地举办……

人，一头扎进书海里远行；书香，在
人海中迅速漫溢。一个因读者而生、以面
向读者为使命的书展，如何始终保持活
力，不断增强吸引力和辐射力？上海书展
创出的新书首发机制便是答案之一。

早在 2008 年，上海书展就首次提出
“上海首发，全国畅销”的理念，在全国出
版界引起强烈反响。10年间，借由“上海
首发”，上海书展的标识度正在不断提升。
国内越来越多的大社、名社、强社以 8 月
份为时间节点，力争重点新书能在上海书
展上与广大读者见面，并以此为起点推向
全国市场。可以说，“上海首发，全国畅
销”已成为激励中国出版产业的动力。

近年来，率先于上海书展亮相的新书品
种数量在逐年增加——2008年这个数字为
40余种，次年为60余种，2011年约110种。

今年，上海书展又提出进一步推进
“上海首发”机制，吸引更多好书在书展首
发。强调首发新书的数量，更追求首发新
书的质量；不仅有大众读物、流行读物，
也有专业精品、学术著作，由此体现对书
业规律的把握和对价值引领的担当。7天展
期内，上海书展共集结呈现全国各地新鲜
出版的 500 余种图书，举办多达 200 余场
新书首发活动。“首发机制”已成为上海书
展服务读者、服务行业的重要发力点。

“我们每年都选择当期最重要的图书放
在上海书展首发。这对中华版图书的市场

营销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中华书局总经
理徐俊告诉记者。

上海图书市场是全国图书市场的风向
标。对于出版社来说，新书能否在上海书
展引起关注，直接影响着之后的市场表
现。“上海是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地，上海书
展是国内重要的文化盛事和读者的文化盛
宴，我们一直积极参加。近年来我们每年
都会在上海书展举办 10 余场活动，其中

‘上海首发’的占到一半以上。”商务印书
馆营销中心副主任王永康表示。

以书搭桥，联通爱书人

回顾上海书展15年历程，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局长徐炯说，从为出版社与读者提
供面对面的产销通道，到更注重阅读推广
活动的精深，上海书展始终以读者需求为
导向，不断优化功能。

2002 年6月，沪版图书订货会易名为
上海图书交易会，向长三角和其他省份出
版社开放。这是上海第一次举办面向全国
的图书交易会，历时4天、订货总额达2亿
多元，全国120家出版社竞相亮相。

第一届上海图书交易会后，专家发现
其还有不少需要完善之处，如举办的时间
不太合适、宣传不够、交易品种比较单
一、活动形式有限等。针对这些问题，
2004年上海书展都做了相应改进。

2004年的第一届上海书展，定位面向
人民大众，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
响最深、销量最好的图书文化盛会。当年
书展的中央大厅里有一条长 55 米、宽 3.1
米的中间主通道，被设计成近现代重叠

“穿越”的福州路书店街，是那届书展布展
设计的一个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短短7
天，书展总零售额达1300万元，文化活动
170余场，参展人数达到30万人次。

为了进一步联通全国出版人，2008
年，上海书展首设“主宾省”模式，展现
各省份在出版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此时
的上海出版业已经不再单纯以码洋论英
雄，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书展率先打破
了数字迷思，以最具品质的图书为主体，
融入多元多彩的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示阅
读魅力，这是新时代由数量向质量提升的
集中彰显。

2011上海书展正式从区域性书展升级
为全国性书展，名称改为“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上海周”。为此，这届书展举
办了首届国家级阅读论坛——“书香中
国”阅读论坛；首创了“上海国际文学
周”，邀请海内外知名作家，以国际文学交
流的形式，推出18场读书、文学、互动活
动，让爱书人切实感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出
版业的魅力。

今年，在上海书展平台上，各地出版
业合作再进一步。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倡
议，来自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安徽、上
海的新闻出版 （版权） 局负责人共同签署

《关于共同推动长三角区域出版和版权发展
的框架协议》。《框架协议》 明确，长三角
区域三省一市今后将在行业监管、产业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及合作交流等方面深化
合作，共促发展；建立长三角新闻出版

（版权）局长联席会议机制，每年召开一次
“长三角新闻出版高峰论坛”，由三省一市
轮流举办等合作机制。

作为合作的首个落地项目，今年 7 月
份，三省一市经过协商，决定以长三角三省
一市的人民出版社为主体，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牵头，启动《江南文化研究丛书》编撰出版
工作。此外，还将举办“三省一市”精品图书
联展，打造长三角阅读圈，建立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事前、事中的协同保障机制，探索
图书期刊印制委托书跨省报备等。

可以说，上海书展集聚了中国出版业
的势能，已成为服务全国的文化大平台。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说，“它是国
内把读者、作者、出版社三方紧密联结的
平台。这个大平台毫不奢华，但它在相对
集中的空间里提供了极为高效的服务：引
读者邂逅好书，领作者会一会知己，助出
版商不断优化出版计划”。

以书店为基点，让书香四溢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亦、原经济日
报国际部主任汪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骆玉明，3 位顶级大咖在 8 月 17 日、18 日
连续在上海边上书茶馆举办了三场读书活
动，场场听众爆满，让开业才一年多的边
上书火了一把。

通过这样的交流，拉近了读者与作者
之间的距离。边上书创始人边咪咪说，喝
咖啡、看书、买手工艺品、逛展览、听讲
座，甚至看电影……无论是为寻书，还是
仅为打发时光，每一个人都能在书馆找到

自己的位置。未来书店已经被重新定义为
“阅读与生活的博物馆”，人们徜徉其间，
流连忘返。

今年上海书展的一大特色是，让78家
沪上书店成为分会场，成为书展探向上海
全市枝桠上的书香据点。

书展期间，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
会也如期举办，业内目光投向“新零售时
代实体书店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愈发关
心：书店下一步怎么走？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实体书店从无到
有，从简陋到丰富，从静态陈列到主动策
划，经过多年的创新迭代，正从1.0版的单
一卖场，进化到2.0版的复合运营空间，再
提升为3.0版的城市生活方式文化平台。不
少新开书店通过技术升级、营销升级、服
务升级，完成了从购物空间到文化空间，
再到生活美学的转变，为城市增添了新型
阅读文化品牌、文化样本、文化地标，也
培育孵化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

继去年20余家中大型实体书店亮相申
城后，今年上海又将增加不少特色书店。
西西弗全国首家旅行主题定制书店将在上
海南京东路世茂广场与读者见面；位于上
海浦东陆家嘴的方所、钟书阁大融城店也
将于年内揭开面纱。实体书店正以高体验
感、高附加值的多元化业态，赢得读者青
睐。

专家指出，相比线上书店便利的买书
方式和“点对点”的人书关系，实体书店

“在场”的体验感始终不可替代。它们将以
丰富的空间感受，成为城市不可代替的文
化地标，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
松江区新开的广富林书院，以现代设计元
素平衡徽派老建筑原有的空间厚重感，打
造出既时尚又富有历史积淀的静雅文化空
间；光的空间·新华书店里，每一排书架
都被方形镂空，层层书架尽收眼底，足有
三层楼高的书架包围着整个环形空间，重
复的方格和恰当的光线构成了无穷尽的书
海幻境……这些书店本身自成一道独具魅
力的人文景观。

诚品书店总经理李介修认为，“复合生
活空间”正是遵循图书多元特质的结果。
消费者不再为单一购书需求走进书店，体
验文化服务将成为最主要的进店目的。边
上书创始人边咪咪也表示，书店仅仅靠

“颜值”吸引顾客是不够的，书店的核心功
能是让读者与图书再相逢。

如今，新型实体书店，开始让书、
人、城柔性连接，呈现了实体书店在互联
网时代的破局路径与多种可能。

左图 在上海书展的国际童书嘉年

华馆，小朋友在读书。 刘 颖摄

下图 2018上海书展现场。

胥晓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