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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冰与火之歌》因为被拍成《权
力的游戏》而大火，成为书市中的抢
手货。这样的作品要出第六卷，当
然读者的催促声不断，是理应要“呼
之欲出”的。而此前，法国亚马逊网
站已经公布了《凛冬的寒风》的出版
时间——2017年3月。但是就在昨
天传来消息，该系列书籍出版社
Random House否决了这一消息。“乔
治·R·R·马丁努力完成《凛冬的寒
风》，作为他的出版社，我们支持
他。但网络上（流传出的）任何关于
该书的销售时间都是不正确的。只
要我们知道了《凛冬的寒风》的发行
时间，我们一定会立马让世界知
道。”另外，马丁本人也表示，只要书
一完成，他就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
他的书迷们，而不是玩一些吊人胃
口的把戏。

亚马逊一定不会轻易公布一本
书的首发时间，他们一定是在读者百

般渴望的情绪中，得到了有关出版时
间的内部消息，便第一时间进行了发
布。如果按照中国一些出版社的看
法，既然发行商都这么积极，那当然
要快马加鞭地赶制图书，不负社会的
期待。但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么
样，他们断然否决了这个时间点。可
以说，面对社会各界渴望所造成的压
力，法国出版社占据了主动。在各种
金钱诱惑面前，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
计划，没有自乱阵脚，依然有条不紊
地向前推进。

这让一些中国出版社颇为羡
慕。“面对各种商机，出版社还不赶紧
把书出了，早日钱落袋为安为妙，怎
么还能这么淡定呢？但是你看吧，未
来《冰与火之歌》第六卷《凛冬的寒
风》也不会卖得很差，这就是饥饿营
销。”一位中国出版社编辑对青年报
记者说。既然出得早也可能畅销，出
得晚也可能畅销（可能卖得更好），那

为什么国人看到一些诱惑，就那么无
法保持淡定呢？

这位出版人对记者表示，一个出
版商能不能淡定，关键是看手中的

“货”是不是过硬。像《冰与火之歌》
这样的小说自然是硬通货，放在手里
时间再长也不愁销售，这便也就占据
了主动，牢牢控制了阅读的节奏。而
另一些出版社也知道自己的图书质
量不够过硬，一看到有商机，便赶紧
出手，以免错失良机，这便是所谓的
投机。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但发现
自己面对催书不够淡定的时候，出版
社应该检视自己的图书是不是还不
够完美，自己是不是底气还不够足。
毕竟如果心里有底，那人是不会不淡
定的。要知道，长期如此投机般出
书，对一家出版社的发展是没有什么
好处的，读者会觉得这家出版社只是
在跟风和迎合。

书畅销与否不在出版早晚在质量

出版社一味投机怎能使读者信赖
9月9日本报《出版社

莫要在读者的催促中乱了
方寸》，报道出版社为迎合
市场和读者，而自乱方寸，
赶早出书的情况公之于
众。而就在昨天传来消
息，《冰与火之歌》第六卷
《凛冬的寒风》原版小说的
出版时间被法国出版社否
决了。为什么国外出版社
会这么牛？青年报记者就
此展开调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上海乡土文化符号
唤起市民城市记忆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
昭晖 上海这座瞬息万变的城市，有
一群实诚的“老伙计”——百乐门、大
世界、和平饭店；一种老味道——本
帮菜、南翔小笼；也跃出了“新面
孔”——外滩、东方明珠、南京路、上
海自贸区……这样一道道文化风景，
能唤起市民共鸣，系连现代“乡愁”的
文化符号还有哪些？

今年4月，2016上海市民文化节
乡土文化大展就已面向上海市16个
区，征集各区的“十大乡土文化符
号”，共160个。9月1日，主办方正
式在官网公布，并邀请市民就其进行
投票，以选出“最上海”的那些乡土文
化符号。同时，投票网页开有“网友
推荐”栏，市民可将遗漏项填写在
此。市民投票最低不少于5项，投票
将持续至9月30日，最后从中评选出
100个代表上海的乡土文化符号。

本次评选从名胜史迹、景观地
标、海派技艺、名宿风情、文化名人、
特产美食、其他等7个方面，盘点上
海从人到事，从住到食，从衣到艺。
在候选项中，名胜史迹中的静安区推
荐的百乐门，那是“不夜城”上海的象
征之地，在这扇现代乐府之门中，上
演了第一代的上海滩都市梦。景观
地标中则聚集了一批90年代起逐渐
耀眼的文化符号，如东方明珠、外滩、
陆家嘴，这也是如今最为人津津乐道
的新上海。

主办方表示，上海的城市记忆深
入肌理，乡土文化背后的土地情怀，
早已溢出乡村，涵盖这个城市，市民
从中感受故土的文化之根。而对城
市青年来说，城市的快节奏，让他们
对家乡历史体验甚少，乡土文化符号
正是建立文化之根，回归初心的一把
钥匙。

改编自《冰与火之歌》的《权力的游戏》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美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