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选取李煜、晏殊、苏
轼、李清照等宋代重要词人，
从他们作品中丰富内涵入
手，以词证史，探讨评析他们
跌宕起伏的人生，力求于辞
章、掌故间呈现一个宋代文
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文笔雅致，于传主
的辞章、掌故信手拈出，娓娓
道来，文章兼有学术性和可
读性，是一部不错的文化普
及读物。

《香尘灭：宋词与宋人》
李让眉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到过嘉兴的人都会惊
奇 于 嘉 禾 一 邑 的 人 文 渊
薮。国学大师王国维、艺术
奇 才 李 叔 同 、翻 译 巨 子 朱
生豪、出版巨擘陆费逵、兵
学 泰 斗 蒋 百 里 、文 学 巨 匠
茅盾、漫画家丰子恺、张乐
平⋯⋯近现代之人文嘉兴，
真是一个取之不竭、令人沉
迷的宝藏。

这样一个现象级宝藏，
作为媒体人肯定是不能放
过的。《名门家风》来源于沈
秀红在主持《嘉兴日报》副
刊期间策划的一个栏目“名
人之后”，从 2012 年开始，从

项目启动到出版成书，前后长达十余年。
与以往名人系列不同，主创团队通过追踪文化名人子嗣，透

过他们的目光来看先贤、探家风，同时关注出身书香门第的“名
人之后”这个群体的成长和生活状态，关注这一个个家族在风云
变幻的历史进程中的变迁。个人和家族变迁的背后是什么？文
化大家的家风又是如何传承的？

创作团队先后进行了两轮、跨度长达八年的寻访，采访
足迹到过京、津、沪、杭、穗等城市，采访邮件直抵海外，一共
采访到 33 位近现代嘉兴籍文化名家的后代，还原了一段段
或被湮没或被扭曲的历史，收集了不少珍贵照片和音频音像
资料。

这次，本书创作团队对这个系列做了全面修订，对能联
系到的名家后人又做了回访，对他们的近况，尤其是家风传
承，做了弥足珍贵的补充和完善，同时校正了原稿中的一些
错讹，配上 130 幅珍贵老照片，感受亲情温暖，再现名人绝代
风华，让有名的家风走进千家万户。

《名门家风》
沈秀红 主编
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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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这是一本外国青年用
中文写的中国游记。2016
年 ，意 大 利 人 亚 历 来 到 中
国 ，开 始 学 习 中 文 ，在 电
影 学 院 上 学 、当 外 教 、拍
电 影 、做 群 演 ⋯⋯ 在 中 国
的 大 城 小 镇 结 识 了 各 种
朋 友 。 他 用 中 文 记 录 下
自 己 在 中 国 六 年 的 观 察
和 经 历 ，以 独 特 的 视 角 ，
描 绘 了 自 己 在 中 国 各 地
的 生 活 ，呈 现 了 中 国 近 年
的 飞 速 发 展 和 变 化 。 透
过 亚 历 的 文 字 ，能 感 受 到
他 对 中 国 文 化 和 生 活 的

热爱与理解，对中国朋友的深情，以及对时代变迁和个
人成长的思考。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意】亚历 著
文汇出版社

这是一本艺术大师大
卫·霍 克 尼 的 语 录 ，也 是
2024 上海书展上，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推
荐的十大好书之一。该书
共 收 录 了 430 余 条 霍 克 尼
的“ 金 句 ”，内 容 包 括 霍 克
尼 论 生 活 、论 艺 术 、论 创
意 、论 创 作 、论 自 然 、论 摄
影、论互联网等多个主题。
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体
现出这位艺术家独特的精
神、个性和观点。

书中所收录的“金句”
还包括一些最新未发表过
的材料，如近期与作家兼艺
术评论家马丁·盖福德的对

话。本书还为这些幽默风趣的语句搭配了约 30 幅霍克尼
的作品图片，图文并茂，简单易读，非常符合当下“轻阅读”
的潮流。

《大卫·霍克尼眼中的世界》
【英】大卫·霍克尼 著 刁卓 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近日，实力青年作家、“新乡土”写作代
表人物邓安庆的全新散文集《暂别》上市。

书中，邓安庆再次将目光投向长江之滨
的故乡邓垸，以其标志性的细腻笔触和诚挚
书写，讲述四年来他在定居城市与故土乡村
之间如候鸟一般的迁徙。

在这个高度流动、快节奏的城市化时代，
《暂别》不仅仅是邓安庆一个人的私人史，更
是一部书写集体乡愁的共鸣之作。他用动情
的文字，回忆与父母亲的一次次聚散，用丰沛
的细节描写记录他们彼此牵挂、彼此陪伴的
点点滴滴，也在观察和思索之余，写下巨变年
代中乡土人情的流动和变化。

在豆瓣上，邓安庆拥有近 16 万粉丝，他
从素人写作起步，自第一部作品出版以来，
始终将眼光凝聚于故乡湖北武穴，用充满乡
土回忆的质朴写作，打动了万千读者。

多年来，他如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无数青
年人一样，辗转于西安、北京这些大城市谋
生，但他的写作从未离开过故乡邓垸。乡
情、亲情、漂泊与奋斗，一个个体在都市化洪
流中的选择与守望，作为精神养分的乡土人
情，这些正是邓安庆用文字创造出的“邓垸
世界”的心灵根系。

循着这条文学线索，《暂别》与邓安庆此
前的作品一脉相承，但更加凝练深刻。

书中，他从自己落脚苏州、买房定居这
个生活转折讲起。“我与父母亲就这样相互
牵绊着，直到终有一天，有人起身离去。”在

《暂别》中，邓安庆记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细
节，让一个家庭在城乡两端的牵挂与深情跃
然纸上。他记叙母亲因劳作而伤痕累累的
手，记叙父亲骑电动车兜风的孩童般的时
光，记叙他和父母坐在老屋中回首儿时往

事，记叙他们在农田做活、炒花生、摘棉花的
小事，每一个生活的细部，都折射着亲情的
光芒。

评论家项静曾指出，邓安庆这一代新的
乡土写作者，其创作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卸
载了前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记述那
些鲜活有趣的生命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
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
部的精神力量。邓安庆《暂别》中所呈现的乡
村世界正是如此，他希望通过如实、细致地反
映真实生活，反映他在城乡之间奔波的切身
感受，来达到纪录片一般的乡土写作。

“生活是什么样，我就写什么样。美，对
我来说不重要。真，才是重要的。贴着生活
去写，那些坑坑洼洼的、沟沟坎坎的、边边角
角的、零零碎碎的部分，是可以触动他人情
感的。”正如邓安庆在书中所言，他力求

“真”，而不是光鲜、漂亮、完美。
所以在《暂别》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熟悉

又动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瞬间：年迈的母亲
为了给孩子减轻负担，依然执着于打小工、种
田，她那颗善于牵挂的心总是念着儿子在他
乡吃得怎样、穿得怎样，在电话中常常一句话
就能察觉到儿子的异样；父亲衰老而脆弱，有
时甚至像个孩子一般，依赖起自己的儿子；随
着时间的流逝，乡间的“老亲戚们日渐减少，
当年的年轻人都成了祖父祖母，而新的一代
已经不大与我们走动了”，但人们聚集在田
间地头时，依然有一份厚实的热切；当儿子
买房定居于苏州后，父母第一次来到新房时
的雀跃，伴随着在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感⋯⋯

这便是邓安庆所追求的“真”写作，一种
着眼于平凡的细节，却足以引发情感共鸣的
写作。

一部情感饱满的亲情之书

写给每个想念父母与故乡的人
黄 洁

一部情感饱满的亲情之书

写给每个想念父母与故乡的人
黄 洁

书评

人们在上海书展选购书籍。
新华社供图

这个夏天，火热飙升的不仅是温度，还
有“含书量”。

继第 14 届江苏书展、第 32 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第 34 届香港书展相继举办之
后，第 20 届上海书展 8 月 14 日正式拉开帷
幕。

一办 20 年。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已经
从一个地方性展会，发展成全国最具影响力
的图书展会之一。在“阅读式微”“纸质书落
寞”等话题甚嚣尘上的今天，上海书展仍然
如此火爆，是时运的给予，还是后天的努力？

这么火
超低折扣、限定周边连环上

去上海书展等同于“精神赶集”，是许多
人心中不争的事实。

赶集，赶的是热闹。国内收门票的书展
不多。上海书展连续许多届收取日场 10
元、夜场 5 元的费用，仍然惹得读者趋之若
鹜。

烈日当头。书展首日并非周末，还不到
正式开门时间 9 点，入口处却已队如长龙。
往年甚至还曾有当日票售罄的，出现高价

“黄牛票”的情况。果然，我们问了一圈，排
队的人无一敢冒“当日票当日购”的风险，而
是早早购入了预售票。

上海的集，也不只有上海的人。各大社
交平台上展望、“打卡”书展的网友来自五湖
四海。上届书展做了个统计，参加者中33%
为外省市甚至外国读者。

热情的也不止买书的人。卖书的人也
一样。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运营管理部副主任
陈宏伟在图书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他坦言，
参与过的书展中，氛围最好、卖书最多的当
属上海书展；此外，举办十余年的广州羊城
书展也不逊色。

“各地书展那么多，参展单位大多是政府
邀请。这两个书展则是出版社主动报名、赶
着参加。”据他透露，这次浙江有的出版社不
是不想参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遗憾错过。

为了回馈读者，也为给自己展位添人气，
现场满眼出版社超低打折广告。不少书的折
后价格，甚至低于电商。一位书友向我们展
示了一本五折价格购入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社科书籍《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该
书定价68元，京东图书网价格均高于五折。

“不少出版商是贴钱卖书。但是上海书
展 人 多 、销 量 大 、营 销 效 果 好 ，值 得‘ 贴
钱’。”陈宏伟告诉我们，今年，浙江出版联
合集团在延续去年对新书、畅销书采用 65
折基础上，开辟出三折特价图书区。“三折基
本是亏钱赚吆喝啦！”

此外，许多上海书展限定的文创，乃至

图书也着实吸引眼球。例如，首次参展的北
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带来了网红熊猫“福宝”
书籍《全知福宝视角》。其刷边印有可爱的
生日主题图案，引得熊猫粉丝专程前来购
买。“这是为了 7 月 20 日福宝生日出版的特
装书，只在上海书展能买得到。”出版社营销
人员蔡瑞说。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总编辑徐海评价：“上海书展办得成功
的地方一在于销量，二在于活动。”这也是
众多参展方的共识。

根据官方数据，20 年来，上海书展的活
动从最初的 170 余场发展至如今近 1000
场，参展读者也从最初 20 万人次发展至今
预约票数超过40万。

这么多
人与书的温馨瞬间

在快节奏的生活、社交媒体和数字娱乐
的兴起、阅读体验和娱乐多样化等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我们有了“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的
直接观感。是什么造就了上海书展浩大声
势？

去年，书展意外刮起一阵“集章风”。许
多年轻人在出版社门前排队的第一要务，是
盖章打卡，而非找一本心仪好书。这让舆论
发出“逛书展是否本末倒置”的讨论。

现代人真的不爱读书了吗？
其实只要走进现场，刻板印象就会被打

破。
白发苍苍，却拖着小板车赶来购书的容

光焕发的老人；领着孩子，一同席地而坐亲
子阅读的一家三口；无论烈日还是台风，也
挡不住的书展门口的长长队伍⋯⋯每年的
书展现场，总有让人肃然起敬、感触颇深的
温馨瞬间。

除却相对“寻常”的感动，书展也不乏
“意外惊喜”。

走访中，我们得知各大展台的畅销书籍
集中在社科文艺类，可就算是赛道相对小众
的专业类书籍也能在此寻觅知音。

这天，我们偶遇《中国经济 2024：周期
拐点与结构演化》一书讲座。台上，作者、著
名经济学家王德培侃侃而谈世界经济走势；
台下不仅座位“满员”，没座的听众围站了好
几排，其中竟大部分是中老年朋友。

“我们应该扭转一种观念，对学术问题
的深度思考，将不仅发生在学术圈。”作为

“2024 上海书展·名家新作”系列首场讲座
嘉宾，《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
涛深有感触。在交流环节，一位高中生踊跃
举手，向他抛出了高质量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此次书展设有数字阅读相关展位，展位
上展示的不是书，而是电子屏、海报板和耳
机。在其中流连的书友数量，反而明显比不
上隔壁图书摆得满满当当的出版社展位。
我们不禁感慨：来书展的，果然还是看实体
书的人多。

近日，开卷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图
书零售市场呈现负增长。即便如此，在陈宏
伟看来，爱读书的老百姓基数依旧很大。他
之所以敢下这个判断，并非只基于书展的几
个感性的掠影。

“且不说电子书阅读量在增长，咨询方
发布的数据也无法涵盖所有图书销售渠
道。”他介绍，近年来，直播售书成为重要销
售渠道。“去年浙江书展，我们在现场请了网
络大 V 直播售书，单日销量超过百万码洋。
而对于一家线下书店来说，一天几十万量级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国向来是喜书、爱书、尚书的国家。
也许，不断改变的阅读方式会让阅读者“隐
身”。但只要一旦回归现场，一旦恰逢时节，
他们就会鱼贯而出。可感可触的书展教会
我们：对全民阅读这件事情大可保持信心，
因为爱读书的人一直都在。

这么做
跟随读者，引领读者

文化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因此，有人将上海
书展的成功，归功于“因为是上海”。

的确，基于历史的特殊性，上海在中国
的文化领域中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度
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出版中心。闻名中外的
商务书局、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诞生在上
海。这里的出版社长期占据着中国出版业
大量的份额。

但上海书展成功的原因除了“天时地
利”，也离不开“人为”——它始终踩对了时
代的节点，跟上了时代的浪潮，顺应了时代
的需要。

上海书展不是拍脑袋的产物。上海市
出版协会理事长胡国强回忆：“20世纪80年
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传统的出版社管出
版、新华书店负责征订和包销的图书发行模
式已走到尽头。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当地的
出版社尝试自办发行，并于 1987 年起开办

沪版图书订货会；2002 年 6 月，沪版图书订
货会易名上海图书交易会。”

但无论是沪版图书订货会还是上海图
书交易会，原则上并不向读者开放，影响力
有限。在老上海们的记忆中，唯有订货会最
后一天，出版社为把订货的样书就地处理
掉，才会给市民们开个绿色通道。因为新书
品种多而且有折扣，社会上期盼每年能搞个
书市的呼声越来越高。

时间走到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
范围内启动，各地展开探索。第二年，为了更
好地面向市场、面向群众，首届上海书展顺势
登场。从此，专业展会走出了狭小圈子，全面
转为百姓书展，成为全民的文化盛宴。

无需巧言令色、夸夸其谈，就像读者会
识别一本书好坏，老百姓也自然会识别一场
活动的好赖。在过往的新闻和过来人的讲
述中，我们获得了这些信息：

最早，考虑到读者的交通便捷，尽管要
增加不少场租费，主办方仍然决定将上海书
展设在了上海展览中心。于是，这座市中心
的俄罗斯风格建筑，成为上海人民重要的精
神生活阵地。

后来，上海书展名声渐起，为了方便百
姓，上海开出的免费大巴不仅在市区行驶，
还开去宁波等周边地区，包接包送。

去年，上海书展全面取消纸质票，改为
线上购票。老年读者购票难的问题随之凸
显。上海方面很听劝，临时开放了线下购票
点。今年，线上线下购票渠道同步开放。

随着“文化跨界”“沉浸式逛展”等概念
的一一兴起，密切关注行业动态的上海书展
不断升级。逛书展能看到的不仅是书，还有
各种吃喝玩乐的互动体验。

“上海书展一直秉持‘为读者服务’的宗
旨，在满足人民不断迭代的文化需求的同
时，也不会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陈宏伟说，
主办方透露，今年所有申办的活动中，通过
率只有一半。“筛选标准绝对不是好卖与
否。一些商业气息较浓的活动都被挡在门
外，理财类、养生类图书活动在场内是绝迹
的。”因此，能在上海书展被推介的图书，也
便有了品质的保证。

以读者为中心，跟随读者，又引领读
者——上海书展做了一个高质量文化品牌
活动的良好示范。

今年，“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连
续 11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近年来，全
国大小城市也都在谋划着做个像样的书
展。上海书展的过去和现在，正在告诉我们
面对未来，应该“怎么办”。

上海书展，凭什么火了20年
本报记者 严粒粒 实习生 牟书瑶

上海书展上海书展，，凭什么火了凭什么火了2020年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粒粒严粒粒 实习生实习生 牟书瑶牟书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