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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不久前，著名的图书调
查公司北京开卷发布了首份滞销书
数据报告。其中一些数据，至今还在
被人不断谈起。这份调查显示，有三
分之一的图书年销售不超过 5 册。
惊人的数据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姑且不论采样数据的广泛性，但图书
滞销确实是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存
在的重要问题之一，青年报记者也对
此进行了调查。

滞销书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根据这份调查统计，从2014年

1月至2017年10月，综合实体店、网
店及零售三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
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
34.5%；年销售数量小于 10 本的图
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也就
是说，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图
书品种可能要面临滞销的命运；每年
接近有一半的图书品种只能堆在仓
库里落灰。

这当然是令人很吃惊了。因为
三分之一年销售少于5册的图书中，
应该还有不少一本也没有卖出去，近
乎被读者完全抛弃。那么哪些书卖
不动呢？一般认为专业性较强的图
书比较容易滞销，如科技类图书。其
实不是这样。数据显示，过去4年间
年销售小于5本的图书占总品种数
量最多的是综合类图书，其次是生活
休闲类图书，第三是社科类图书。科
技类图书反而是所有图书种类中占
比最小的。过去4年间年销售小于
10本的图书中占总品种数量最多的
前三名为：综合类图书、语言类图书
和文艺类图书。其中综合类和语言
类图书的占比均超过50%。

从这份调查上看情况很严峻，但
许多读者就表示了疑问，因为无论是

综合类图书、生活休闲类图书、文艺
类图书，其实都是读者平时买的比较
多的书，这类书又怎么会成为滞销书
的重灾区呢？

选题能力差和重复出版
这份报告引起了业内的反思。

毕竟对于出版人来说，将书卖出去是
每个人的希望，没有人会愿意做滞销
书。但道理都懂，每年的滞销书依然
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据青年报记者的观察，滞销书大
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选题上来
说就无法让读者满意。比如几天前青
年报记者所关注的日历书的问题。因
为日历书曾经火爆，所以很多出版社
都在出日历书。如果能够发挥自身品
牌和资源的优势，出版有特色的日历
书倒也好办，但不少出版社恰恰是你
抄我抄，弄一些资料堆砌，这种书投向
市场，当然不会收到读者的待见。

另一类书就是重复出版了。比
如滥出公版书。在当当网上搜索“三
国演义”，共出现11420件商品，其中
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 0 销售、0 评
价。因为出版的都是名著，所以单从
内容上来说，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
因为出得太多了，读者早已看花了
眼，很多书一本也卖不出去也就不足
为奇了。

相比之下，科技类的专业图书，
因为原本就预设是小众图书，所以不
存在扎堆出版的情况，而是做一本是
一本，质量反而有所提高，又因为读
者有针对性，反而销售得还可以，不
至于沦为滞销书。

说到底，一本书沦为滞销书并不
是偶然。还是一个做书心态的问题。
那种怀着跟风、扎堆、想分一杯羹的想
法做出来的书，即便不滞销，那也绝对
不会成为畅销书。因为丧失独立品格
的图书是不会受到读者青睐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下午4点，作家孙
颙早早地来到了思南书局概念店。
60多岁的老作家过去拥有很多身份，
出版社的社长、新闻出版局的局长、
作协的书记，但是这次他又有了一个
新的身份——书店店长。这个身份
显然让孙颙很是兴奋，他在书店里和
读者畅聊着，不大的空间里充满了哲
思。

孙颙是这一期思南书局的最后
一位店长，在他之前已经有59位作
家担任过这家书店的店长。这家别
出心裁的书店是这样运作的——每
天邀请一位作家来担任店长，在几个
小时内，读者可以与他自由交谈，而
收银条上也会有当天这位店长的签
名，很有私人定制的味道。当然，思
南书局最大的特点还是一家有时间
的书店，从开业到关闭，总共两个月
时间，昨天是思南书局开业的第60
天，是一个告别的日子，很多读者都
来了，脸上充满不舍。

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这并不影响
思南书局在读者心中留下印记。思
南书局是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
支持下，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永
业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三方共同
发起，协同同济大学袁烽教授设计团
队联合打造。在精致的30平方米空

间内精选1046个书籍品种、3000余
册书、100多个文创品种和30余张70
年代的经典唱片。很多人也因此有
了一次书店之旅。这是“宅文化”泛
滥的时代所久违的经历。上海作协
是这家书店的策划方之一，作协副秘
书长、作家孙甘露从头到尾关注着这
家书店的运行。他有一个基本的判
断：什么东西都会改变，有一点是永
远不会改变的：人与人需要见面。

应该说，让人与人见面，是思南
书局的一个最根本的想法。“作家跟
读者见面，作家跟作家见面，读者跟
读者见面，实际上见面的时候就把写
作、阅读、出版、销售等所有的环节集
合在一个场域里。作家可以接触他
的读者，读者可以接触他喜爱的作
家。同时，作家、出版者也会近距离
地了解读者的反馈情况，出版的相关
情况，方方面面，包括感情上的交流，
阅读理解上的交流。”孙甘露说。什
么是书店？卖掉几本书是不是就是
书店的全部？书店在给予阅读内容
的同时，也应该成为他们感受阅读，
交流体验的场所。这恐怕正是思南
书局带给人们的最大的体会。

昨天主办方还给思南书局弄了
一个闭幕式。傍晚在思南小广场上，
特别邀请来自SMG的六位主持人为
大家朗读60位驻店作家为书局留下
的寄语。虽然天气不佳，但人们心
中是暖暖的，这是阅读的温度。当
然也有不少读者对记者表示，思南
书局能不关就好了，就这么一直开
下去，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走进来
与自己喜欢的作家聊天。记者也将
读者的这一呼声向主办方作了反
映。不想，对方表示，他们已经注意
到了读者的期盼，未来思南书局会
落成一个实体书店，位于现在的概
念店附近，设想在今年4月23日世
界读书日开业。“就像合上一本书，
新的一页即将翻开。”孙甘露说。同
时，因为现在的思南书局由同济大
学设计，所有的书店材料都可以装
卸，未来并不排除在合适的时间地
点，会重现思南书局，再一次为读者
服务。

思南书局60天营业圆满结束

就像合上一本书 又翻开新的一页

“滞销风”席卷 读者呼唤按需出版

短短两个月，思南书局已成为上海文学的“新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