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书展刚刚落幕，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第75届法兰克福书展（10月18日至22日）随即也如期举行，主宾国为斯洛文尼亚。在“故事还在继续”的座
右铭下，法兰克福书展为多样性树立了榜样，全世界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书展？
作家、评论家何振华感性地书写：我喜欢这样一份自由自在的拥挤，喜欢在折扣声里享受一份爱不释手的满足，喜欢在长长的队列中等候自己中意的著者专场新书

发布会⋯⋯特别是这两三年里，买书的渠道已经太多，去书展甚至不怎么买书了，但我还是必去书展，因为这是我们书迷一定要过的节日啊！因为这一天是我一定要用
在与有缘的师友邂逅的非常有意义的辰光啊！

在图书资源高度流通的当下，很难说哪座城市、哪片区域是图书行业的中心节点。不过，对知识的推崇、对文化的尊重，还是会长久镌刻在一座城市的基因中，弥漫
在街头巷尾的氛围里。书展既是一座城市文化个性的标识，又超越了地方主义，向更广阔的世界发出呼唤，拥抱了更为辽阔的人类文明。

每一场书展落幕后，展场会像所有爱书人一样回归如常生活，而不散的只有书香，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也在此刻有了答案，许下了更多的阅读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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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直播间似乎已成为书展标配。电
子书、有声书、播客、短视频、直播⋯⋯短短十
几年间，媒介形式、内容传播方式愈发多样，
但人们的时间却是有限的。从媒介文化的角
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
玉山认为，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发展，传
统书业的读者开始离场、转场，对于书业来
说，从灯光下落寞的书桌到眼前热闹的屏幕，
该守场还是跟随读者转场，始终是一个问
题。而书业走进直播间后发生的种种故事，
提醒着传统出版业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能力，
分辨何为坚守、何为创新，分辨时代发展中的
变与不变。

今年，从2月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到6月
中旬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从 7、8
月间和天气一样火热的江苏书展、香港书展、
济南书博会、上海书展、羊城书展，再到金秋
十月的天府书展，除了平台的专业主播，跟文
字打交道的编辑们，也不断跨界思考流量变
现。比如刚刚落幕的天府书展采取了“展
会+直播”方式，线下主展场设 18 个直播间，
抖音、小红书、天猫、京东等平台、出版机构以
及达人主播多方参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直播荐书活动，“文轩童书”“文轩书局”“文轩
读书”等文轩自播账号同步直播，形成线上直
播圈。

似乎只有书展，才能实现书业集体“人、
货、场”的同一起跑线。充足的人力和产品准
备，人声鼎沸的现场，不仅激发主播的斗志，
也让手机前的消费者跃跃欲试。在书展上进
行直播带货，往往能实现客流量、销售额双
赢，甚至部分出版社一场书展直播可获得千
万码洋的销售成绩。即将到来的黄山书会、
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上海国际童书展，出版
人在一次次书展上重逢相聚，读者则同时在
线上狂欢的场景又将上演。

赵玉山表示，书业相对新闻报纸、广播电
视、大众杂志等与读者近距离、即时性产生连
接的“热媒介”而言，其独具专业性、深度性和长
时效的“冷媒介”特点。但无论是“热”媒介还是

“

冷”媒介，在社交媒体迅速崛起的时代，读者纷
纷“离场”转向“屏读”，却是不争的事实。阅读
离开了书房、离开了书本、离开了安静的沉思
和油墨的清香⋯⋯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10.79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26
亿人。“这是知识传播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趋
势。”赵玉山认为，技术变革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令知识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过去人们主
要依靠阅读书报刊来学习知识和了解信息，现
在可以通过短视频、在线课程、音频节目、微信
公众号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来获取信息，极大地
分流了阅读图书的时间和精力。

但事实上，图书是最早进入电子商务时
代的产品，国内外许多电商平台都是靠图书
物流起家。原因其实很简单：图书没有保质
期，包装运输及仓储物流都比较方便。尽管
有着这般先发的“触网”经历，传统书业的直

播之路却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一度将破
价作为销售的核心卖点，业界普遍认为这种
唯流量、拼噱头、价格战的带货模式，会严重
损害内容行业的健康发展。赵玉山分析，目
前，出版机构举办的直播活动主要分两类：
线上讲座主要是公益及学术性质，着眼于出
版社的社会责任；而直播带货作为出版业营
销的一种方式，从销售比例来看，目前仍是
较小的一部分。“因为面对读者‘转场’，传统
的书业并没有做好准备和预案，他们习惯于
坚守为他人作嫁衣、习惯于坚守工匠价值
观、习惯于与喧嚣的表演和秀场保持距离，
他们守候书业就是在守候自己的责任和信
条。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变，他们更多坚持的
是‘候场’的期待，希望浮躁之后归于平静，
碎片化阅读之后大家回归书桌，希望精心打
磨的好书继续能给人带来希望、力量和前行
的勇气。”

转机出现在去年6月10日，“新东方主播”
登上微博热搜，主播董宇辉在直播间里讲英
语、谈诗词的视频被大量转发、刷屏，数百万人
进入“东方甄选”直播间，围观“文化人带货”，网
友戏称直播间里的大米都是“文化米”。而书
业则看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网络主播。“一本
书可以谈两个小时，一筐土豆却不能。”赵玉山
说：“当新东方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转型时，董宇
辉的直播带货成为社会热点，特别是主播出口
成章、引经据典、化石成金的卖书案例，竟然引
发了社会对于读书价值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
董宇辉的出圈根本原因是他读了太多的书，人
们很快形成了‘你在读书上花的时间都会在未
来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的共识，他的直播话
术更是超越了靠颜值和拼价带货的粗放阶段，
成了直播带货的‘天花板’。除了社会大众纷纷
点赞，董宇辉也得到了书业专业人士的认可，认
为董宇辉的直播卖书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卖书，
似乎也让这些人看到了书业的希望和未来。”

赵玉山进一步分析，从当前来看，新东方
“转场”的经验对书业来讲也尤为宝贵，简单来
看至少提供了三重价值：首先，面对变革要做
出科学精准的判断，勇敢拥抱新趋势，采取果
断的措施追随受众做出改变，敢于破旧革新，
要有“离场”的勇气；其次，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社
交媒介时代服务业的重要方式，主播讲书和纸
质阅读一样可以促进知识传播，载体和渠道没
有高低贵贱的区分，选择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
接受知识传播，书业要有“转场”的智慧；最后，
优质的内容永远是稀缺资源，传播知识是严肃
的事情，书业要继续长期坚守高质量和稳定的
内容供给的价值观，要有“候场”的坚定信念，这
必将等来读者的点赞和喝彩。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纠结图书
走进直播间的未来吗？或许，答案早已写在
人类不变的阅读与求知的需求里，答案也会
写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里。

书展历来是人们触摸城市文化的一枚钥
匙。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博洛尼亚国
际童书展这三大国际书展，无一例外都是民
众阅读的盛宴。因为书展，这些城市在人们
的心目中具备了别样的文化温度。

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地位蒸蒸日上的意
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始创于1964年，
是世界少儿图书和多媒体行业最重要的展
会之一。今年3月举行的2023年书展，吸引
了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余家展商参
加。本届童书展有《谁的袜子》《噔噔噔》
《Night Night》三部来自中国的作品获得了
提名奖和大奖，是中国原创作品在历年的博
洛尼亚最佳童书奖评选中成绩最好的一
年。这向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原
创内容正越来越强。外界以往对中方的传
统印象是海外内容版权的购买方，但如今，
随着在原创内容方面的实力提升，来自中国
的童书吸引着世界各地书商的目光。

伦敦书展始于1971年，是全球出版业最
重要的盛会之一。2023年伦敦书展中方参展
单位举办了30余场出版交流活动。4月18
日开幕当天，《开放中国》《礼在中国》等主题
图书出版合作签约仪式、《千里江山图》艺术
展、小说《有生》英文版首发式等活动吸引了
大量观众驻足。参展单位之一、外文出版社
社长胡开敏说，对于不同文明的互相交流和
互相认同，图书出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在1949年举行。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它的意义已经
超出了书籍本身，区别于其他书展，法兰克
福书展的目的不是卖出某本书，而是进行图
书版权的交易和交流，因此，它也被称为“世
界出版人的奥运会”，因为一旦一位作者或
者一部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轰动反
响，那么它更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追
捧。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实际案例，就是J.K.
罗琳和她的著作《哈利·波特》。最开始，《哈
利·波特》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在第
二部发行之后，《哈利·波特》的出版团队将这
部作品带去了法兰克福书展现场，通过摊位
上的宣传，这部作品逐渐在英语国家范围内
得到出版界的关注。在第三部出来之后，《哈
利·波特》系列的多语种传播开始形成一股全
世界范围的追捧风潮。

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和译者奖学金
等设定也让更多国家的文化“被看见”。在
中国作为主宾国的2009年，李洱、莫言、徐
则臣等作家的100多本书都得到了很高的
关注。今年，天府书展德国分会场也特意
设在法兰克福，可以阅读《天府的记忆》《古
蜀三星堆》《果赖！大熊猫》等关于四川的
书籍以及《红楼梦》《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
文化书籍，中德两国的爱书之人皆大欢喜。

近年来，城市的书店、文化新空间星罗
棋布，阅读活动活跃。如此习见、寻常的文
化生活，其实只需一个高度聚焦的平台就能
释放出巨大的文化动能，书展就是这个大平
台、引爆点。它能把全城的文化新空间、寻
常的阅读生活串成珍珠项链，在这个充满节
日感、仪式感的重大契机，熠熠生辉。评论
家何振华的记忆里，有一幕温暖的场景：“记
得有一年上海书展安排了小提琴乐手伴奏
表演，有个女读者在现场接受电视台记者采
访时表情惬意地说：这就是生活。我非常认
同她这句很有质地的话。我理解她说的‘生
活’，其实正是我们这样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里人人都应该拥有的‘慢生活’，这是有书的
生活，是有思想的生活，是有文化体验的生
活。”在何振华看来，办书展的目的，不是为
了促销、清库存、搞特价书或文创专场，而
是人们日常阅读的延伸，让阅读走进如常
生活。

每届书展卖出多少书，当然是一目了然
的量化指标，如何将书展丰富多彩、高度密
集、立体多元的特点转化为日常化阅读的推
动力，如何让书展的“大磁场”与城市里随处
可见的“小磁场”相互呼应、形成共鸣，构建
起一个个有形无形的阅读场，是一个大课
题。这方面，上海书展、天府书展的举措不
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天府书展在凉山州、
海南省新华书店等地设重点分展场，在英
国、德国、法国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华
文书店、文化机构设立海外分展场，这不是
简单的书展空间的扩容，用阅读活动和品质
图书让读者爱上书店，爱上阅读，才能真正
实现阅读人数和机会的扩容。上海书展以
思南读书会为代表的读书活动，雨后春笋般
在城市各个角落冒头。发起者、策划者，上
海作家孙甘露说，“读书会在上海蔚然成风，
这是我们的日常，也是值得做、值得为之花
时间的工作。”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不能有三五天，
或者一星期，城市的大街小巷主要讨论话
题，是关于图书和阅读？饭桌上争论的，是
对于近期文学文化话题的理解？这并非天
真的幻想，而是希望城市的色彩更加丰富。”
作家孙颙说。“读书总是天下第一等好事。”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总有一些朴素的智
慧、情感和价值观就蕴含在书里。城市举办
书展，就是对于这些智慧、情感和价值观的
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更加呼
唤和热爱书展，让书展不只是一个短暂的节
日，而是城市文化不褪的底色。

没有TA，
就没有今天的
《哈利·波特》

还需要纠结
图书走进直播间的未来吗？

图据天府书展组委会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书展

在泛娱乐化和信息爆炸的今天，
一 个 人 如 果 只 是 单 纯 地 希 望 消 磨 时
光、获取信息，有太多 手 段 和 方 式 可
以满足，而当一个读者走进书展，打
开一本书，坐下来倾听一场讲座，无
疑是怀着陶冶自我、提升自我的真诚
愿望，再加上整个城市的文化环境和
人文素养，最终促成这样一场热烈的
文化盛典。

学者、中华书局原总经理徐俊认
为，展会最基本的功能是展示，而书展
因为展示的对象是图书，具有天然的
文化属性。随着文化产业的升级，现
在的书展已经不再是以出版发行机构
为主角的商业活动，也不是简单地扫
码售书的卖场，而是一个立体的文化
场。“阅读需要安静，但也需要触发，当
我们置身于这样热烈的书香氛围，与
大家一起感受和分享对书的热爱，每
个人都会产生阅读的冲动。阅读需要
引领，在争奇斗艳的出版市场，以书为
中心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书展的推荐
功能。阅读需要体验，从展区设置到
活动主题，最见匠心，与新书有约，与
作家相见，每一个活动，对读者来说，
都是一次好书的发现之旅。”比如本届
天府书展，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密集融
入其中的近千场精彩的阅读活动，看

“书”看“展”，有动有静。
在评论家何振华的印象中，每年

盛夏的上海书展，是一场高品质、多维
度、深阅读的文化盛宴，也是超越书展
本身的时长和空间的。“有一年书展，
韩少功谈文学‘寻根’和‘苏醒’的演
讲，报纸先在副刊上提前刊出了演说
稿，当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做法，省得读者汗涔涔挤进现场，听不
好也记不全。书展期间邀约著者签售
也好，举办的新书首发、作家与读者见
面会也好，书迷们之所以趋之若鹜，也
正是因为读书人爱聆听书人、书事、书
话，那是在向文化致敬，不是单纯观看
表演。”

在 书 展 ，总 能 感 到“ 文 化 值 得 ”。
徐俊认为，文化是书展的底色，丰富多
彩的文化交流和阅读体验，是书展最
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吸引力所在。以
文化为底色的书展，凸显了一个城市
的精神和格调。

“无论是展场的布置陈列、阅读活动的
安排，还是线上线下的融合、特色展区的设
置等，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体现了
主承办方专业的办展水平和精益求精的出
版素养。”东方出版中心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陈义望认为，天府书展走过的短短几年，
就是一个追求高品质、不断提升和创新的
历程。最令人感佩的是书展出色的组织工
作，每一项活动都具有专业高度，每一项活
动都具有传播力，“热情、专业、开放。”

从 2019 年线下办展，在全国出版界引
起强烈反响，到 2020 年开启线上书展“云世
界”、2021 年馆店社区跨界联合办展，再到
2022 年创新扩容线上线下遍布全省。天府
书展的变化，中国出版传媒公司副总经理
茅院生是亲历者，他说，天府书展“今年最
大变化和亮点是首次设立国际馆，展示展
销我国在海外发行的中华优秀出版物。”茅

院生所说的国际馆，集中呈现了 1000 余种
约 6500 册英文、日文等原版文学、少儿、绘
本类图书。尤其是哈利·波特书展快闪店
内，哈利·波特系列原版图书和官方周边文
创，吸引了众多“哈迷”打卡，体现了天府书
展以读者为中心的创新意识。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天府书展带来了7场
活动，两位茅奖作家张平和东西，两位著名
作家王跃文、高洪雷。而且张平新作《换
届》，首发特别放在了天府书展。吸引更多
好书在书展首发，不但强调首发新书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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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理念，体现了天府书展对书业规律的把握
和对价值引领的担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
长臧永清参加过三届书展，“按现在这个规
模持续创新和发展，天府书展在全国的品牌
知名度和文化传播力将进一步增强。”

关键在品质和创新

在书展，
总能感到“文化值得”

让阅读走进如常生活

4月18日，英国伦敦书展，一名参展者参加
《有生》英文版首发式。长篇小说《有生》是作家
胡学文历时八年创作完成。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