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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诞辰150周年
文献展亮相书展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今年上海书
展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商务印书馆
成立120周年。商务印书馆与上海
有着深厚的渊源。商务印书馆诞生
于上海，1949 年之后才迁址北京。
当然，上海也是商务印书馆重要领导
者张元济先生长期生活，及至终老的
地方。昨天作为上海书展一个重要
活动，“一位出版家的理智与情感
——纪念张元济诞辰150周年文献
展”在解放日报社开幕。

展览的文献选取收藏于中国国
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
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海盐张元济图
书馆等机构珍贵的文献、照片、实物
资料。展现张元济传奇的一生，记录
张元济与上海半个多世纪的交集。
展览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还可看
到张元济撰写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己
亥年总报告册》，记录了经张元济联
络，南洋公学译书院以高价购买，得
到了出版严复《原富》译稿的机会。
第二部分为张元济1910年进行环球
旅行的行程表。第三部分通过众位学
人同张元济的关联展现张元济在商务
印书馆内的重要地位、在社会文化界
的“权势网络”。第四部分即体现张元
济对古籍保存、整理方面的贡献。自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便一直生活在上
海，上海是他人生事业的“主场”。第
五部分用地图来展现“大师在上海”即
张元济在上海的生活足迹。

展览将至9月底，免费向公众开
放。展览由解放日报、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主办，上海市静安
区文化局和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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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扫描

为上海书展“不免费主义”点赞
业内人士：守住文化消费底线，也是对文化的尊重

上海书展现场，有民营图书摊位叫卖全场6折秒杀，立刻被工作人员紧
急叫停。这一场面给青年报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有人不理解，
认为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为什么要监管呢？但是上海书展确实在这方面管
得相当严格，所以青年报也曾撰文称之为“上海书展从不甩卖”。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书展速递

书展图书拒低折甩卖
在文化的收费方面，在全国各

大书展中，上海书展是有一点特立独
行的。就拿门票来说，除了特定人群
外，从来都不免费。这次书展日场票
每张10元，夜场票每张也要5元。这
让很多外地读者感到吃惊，因为其他
很多书展已经是免费入场了。不仅
免费入场，还有免费的接驳车往返于
场馆与地铁之间。

图书当然更谈不上免费了。最
近南方一个大型书展推出了“你选书，
我买单”的活动。也就是读者在书展
上免费将书拿回去读，读完之后归还
到图书馆等地。一次书展下来消费
图书近4万册。上海虽然有一些书店
也曾开展过类似“你选书，我买单”的
活动，但是上海书展却从来没有。书
展上所有的书都是供读者选购的。

上海书展的图书不仅要付钱购
买，而且拒绝低折甩卖。这就出现了
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书展的书一律
8折销售，多少年来雷打不动。有的
读者以为最后一天会出现更低的折
扣，但他们一定会失望，因为即便在

书展落幕的最后时刻，也依然是8折
销售。这一点与一些书展推出的“秒
杀”互动形成鲜明反差。

上海书展在一些方面似乎很慷
慨，但在另一方面，尤其是一谈到图书
消费等文化消费，就显得很是认真、严
肃，不愿意做任何让步。对于这一点，
青年报记者最近在书展现场和一些
专业人士聊了不少，这位专业人士说
得很深刻，“其实对于上海书展这样一
个投入巨大的图书盛会来说，10元、5
元一张的门票根本谈不上什么‘抵扣
成本’，之所以还在收着门票，一方面
可以控制人流，维持现场秩序，但更重
要的是要让读者感觉到逛书展其实
还是有门槛的，不是随便兜马路，是真
的喜欢阅读，想好了要来选购图书，那
才到书展来。”

零租金只求好书登场
至于购书，也是一样的道理。

图书也是作者和出版社心血的结
晶。如果“秒杀”，低折倾销，甚至免
费赠送，那未免对于图书的尊严是一
种伤害。上海书展坚持8折销售图
书，比平时书店要便宜一些，但是绝

不低折甩卖，这样既让读者有所实
惠，又保住了图书的颜面，被认为是
一个很好的尺度。

很多业内人士对青年报记者说，
现在公共文化领域“免费的午餐”太
多，这固然对于普及文化有一定的帮
助，但也造成了另一种影响：一些人
会认为文化就应该是免费的，是廉价
的。进而也不珍惜和尊重文化。这
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感叹，现在很多文
化现场很热闹，但是人们的文化素养
依然没有太大提高。

当然，上海书展也有不收费的。
比如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的2.3万平
方米场地，对于出版社都是零租金招
商，只求最好的出版社把最好的书带
来。这次上海书展还和旁边的嘉里
中心商量，腾出800个车位供读者使
用，读者凭书展票根即可免费停车1
小时。至于免费雨衣、免费充电等服
务措施也是不少的。

而事实上，上海书展举办到现在
14届了，培养读者的一份正确的“文
化消费观”也是一个重要职责所在。
文化不仅是有价值，也有价格，这都
是文化尊严的体现。

昨天上海书展期间，2017年智慧

女性读书论坛昨天举行。论坛由上

海市妇联和新民周刊社联合举办。

艺术家奚美娟、童自荣，作家毛尖、孟

晖，医生孙赟等 6 位嘉宾，与现场读

者共同分享了“优雅女性”的内涵。

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在论坛现

场认为，那些坚持自我塑造，把握人

生主动权的女性，能更优雅、从容地

面对生活。作家毛尖则自我调侃从

未与优雅沾边，她诙谐地表示，自己

在《优雅绽放》这本书中负责“绽”，她

以书中提及的女性列举了优雅的多

种可能性。她说，张曼玉的优雅是对

自我有自觉意识，而梦露的优雅，则

是她身上经过岁月洗礼之后的纯洁，

“她用了非常辛苦的努力保持天生的

真性情。”这令人想用一生守护。

奚美娟在现场朗诵了一篇自己

写的周小燕老师的散文，这篇《风采

依旧》记录了周小燕在住院时，依旧

保持的优雅从容姿态。奚美娟回忆

起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

见到已 90 岁高龄的周小燕时的场

景，“她说自己夏天有的时候还是喜

欢穿高跟鞋。当时真把我惊着了。”

奚美娟认为，“只要心已老，再年轻的

人也会迟迟幕幕。但只要心还年轻，

生命就会有活力，生活就会有花火。”

尽管这样的道理并不新鲜，但现代人

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

论坛新发的新书《优雅绽放》集

纳了林奕华、毛尖、恺蒂、孟晖、姚谦

等多位作者关于女性的文章，诠释了

千姿百态的优雅形象。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上海作协《上海纪实》
精选本书展首发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纪
实》年度精选本昨天在上海书展首
发，引发读者热议。《上海纪实》是上
海作协于2015年创办的电子刊，依
托上海作协主管主办的华语文学网
出版，为国内首个专注于报告文学、
纪实文学的多媒体电子期刊。此次
年度精选本的出版，也让《上海纪
实》从线上走到了线下。

首都出版的年度精选本包括
《如歌的岁月——2015<上海纪实>
创刊号精选本》和《让历史在文本
中回声——2016<上海纪实>精选
本》，都是从两年间《上海纪实》刊
发的120多万字原创作品中精选而
出。作者既有陈建功、肖复兴、何
建明、叶永烈、赵丽宏、罗达成等名
家的新作，也有不少中青年知名作
家和纪实文学新人的作品。作品
强调“在场”精神，是历史和时代脉
动的真实记录。如呼应社会热点
的《上海猎狐风暴》《国家公诉人》，
反映上海发展巨变的《山高人为峰
——上海中心建造纪实》《造大飞机
的人》等等。

智慧女性读书论坛：读书让女性优雅

上海书展坚持8折销售图书，但是绝不低折甩卖，这样既让读者有所实惠，又保住了图书的颜面。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