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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百元图书”会越来越多
几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著名作家李洱的新作《应物兄》，定价
79元。应该说，这书的价格还是便宜
的，毕竟作品长达90万字，如果按照
一般的行情，平装本也应该超过百
元，而精装本应该在150元左右。

经过去年一年的纸价上涨，图书
的定价也涨了一年。而且这个趋势
还不会停止，今年书价再涨应该是意
料之中的事。

也是几天前，京开研究院发布
的图书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
新出版的图书平均定价已涨到68.5
元。这比2017年涨了十几元，涨幅
应该是惊人的。像李洱的《应物兄》
这样的长篇小说，过去定价也不过
五六十元。而这变化也不过是一夜
之间的事。

用上海译文副社长马胜的话说，
抛开原材料涨，书价上涨是好事，之
前的书价太低，如果书价停滞不前，
这个行业可能会垮掉。这其实也就
是说，此次书价的大涨，纸张上涨固
然是一个诱发原因，但其实质是中国
书价与国际接轨的一次努力。目前，
中国书价虽然已经有所提升，但与欧
美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而低廉的书价
导致了整个产业难以为继。

所以，书价不断上涨之下，料想
2019 年的“百元图书”会越来越
多。而随着纸质图书的上涨，电子
书的价格也会上升。过去几元钱的
电子书，现在很多已经十几元，二
十几元，都快赶上过去纸质图书的
价格了。

当然，书价的不断上涨已经引发
了新的担忧。评论人张丰就说，现实
中喜欢买书的人，往往又不那么有
钱，这样的价格确实成为负担。“过去
几年，我一直是支持图书价格上涨
的，这样确实是对创作者的尊重。但
是价格涨幅过快的话，又会伤害到读
者，对作者也未必是个福音。”他说，
或许真的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以
后购买实体书的都是高收入阶层
了。人们收入上的差距，导致生活水
平的差距，现在也变成了某种阅读上
的门槛，这也是值得深思的。当然，
如何在书价的上涨和读者接受能力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应该是出

版社要重点研究的。

“评奖的大年，创作的小年”
虽然书价还要上涨，但是名家们

的创作热情却暂时释放了。往年这
个时候，很多名家都会公布自己的新
年创作计划，但是2019年新年伊始
的中国文坛却有一点冷清，毕竟一场
文学的盛宴刚刚结束。

2018年末，徐则臣的《北上》、叶
弥的《风流图卷》、刘亮程的《捎话》，
还有李洱的《应物兄》等一部接一部
地出版，而且这些作品堪称2018年
长篇小说阵营重量级作品。其实，这
些作品本可以在今年1月的北京图
书订货会和四五月间的全国图书博
览会上以一种更为笃定的方式出
版。可是现在“一路绿灯”、特事特办
地扎堆2018年12月出版，犹如举办
了一场文学盛宴。

已经有人指出，作家们如此紧赶
慢赶地推出作品，就是为了2019年
的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含金量最高
的国内文学奖项——第十届茅盾文
学奖评选也将于今年展开，其评选范
围为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出
版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如果不能
赶在2018年内出版，作品要想参评

茅盾文学奖就得再等5年。
按照一般的规律，一场文学盛

宴结束之后，接下来应该是一段时
期的冷清。作家释放了自己的创
作热情，他们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需要积累生活，需要进行思考，为
新作品的创作作好准备。所以有
人说 2019 年是“评奖的大年，创作
的小年”。

不过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
作家们的“慢工出细活”的精神。李
洱的《应物兄》写了长达13年，这应
该是创下了近年中国作家写作最慢
的纪录。过去，评论界一直指责作家
们写得太快，有时简直还没有想好就
开始写了，一边写一边想，写到哪里
是哪里。所以有时候看上去文坛新
作频出，很是热闹，但其实作品质量
不高，这种热闹也是毫无价值的。现
在，既然为了赶上评奖而释放了自己
的创作热情，那就安心地好好沉淀思
索，不慌不忙地准备新作，这其实可
以看出名家创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显
然更为成熟稳重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2019年虽然
图书价格会涨，但是图书的内容质量
应该也会提高，这应该会让读者觉得
图书物有所值的一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以“作为诗学的记忆与
形式”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作家批评
家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
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围绕“赋形与
越界”“声音、意象与沉默”等话题展
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最初
由《上海文化》杂志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倡议开启，今年已是第五届。五年来，
论坛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围绕当下中
国读者关心的话题，邀请多位文学写作
者和评论者展开对谈，不仅发表了许多
具有影响力的写作言论，也发掘了不少

青年文学批评人才，得到了文坛和文学
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

本届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上
海市作协等联合主办，以“作为诗学
的记忆与形式”为主题的讨论中，评
论家李振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好像年轻人来谈记忆是很轻狂、尴尬
的一个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记忆
或者这样的时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如果出现错位的话，那个错位时间也
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文学看
做是对记忆的赋形，那么对年轻作家
来讲，他们的记忆到哪儿去了？”

作家计文君认为，诗人就是赋形
者，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可以被称为诗
人。在她看来，“为什么当下年轻人

的记忆没有被书写？他们其实也有
情感雏形，这些经验没有得到赋形，
是因为他们没有既往的可以依循的
路径去学习，所以才需要新的有勇气
表达的人来处理这些经验，这就是诗
人的意识性和反抗力。”

当然，一个时代要产生高峰作品
和高峰作家，离不开文学批评，本次
论坛也吸引了不少文学评论家参与
其中。尤其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
上海批评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张定
浩、黄德海、项静、木叶等一批青年评
论家正以敏锐的艺术判断力和阐释
力，在国内评论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
响，而他们也将是助力上海文学攀登
新高峰的重要力量。

学习读书会解读
中国40年巨大成就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最近举行的
第21期学习读书会请来了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同读者分享了他
对中国四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背
后的政治逻辑的解读。

姚洋教授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和格致出版社共同推出了自己的
新书《中国新叙事：中国特色政治、经
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这是一部
全面概括“中国特色”发展之路的著
作。姚洋在学习读书会上说，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他看来，八
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一代人可能受
益最多。以个人收入为例，去除通货
膨胀因素，四十年间这一代人的实际
收入平均增长了20倍以上。 为什
么是中国取得了如此瞩目的发展成
就？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
就？姚洋认为，要解释中国经济成
就，应当从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来看。
他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务实主义；
二是中性政府；三是经济分权；四是
官员晋升制度的正向激励。

姚洋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在
他看来，“务实主义”思想的指导，中
国才能启动改革；“中性政府”最大的
作用就是能够避免资源的错配，能够
把资源有效地配置到生产力最高的
部门去；“经济分权”可以让地方政府
在发展经济上有很高的积极性；选贤
任能体制则是一个正向的激励。“中
国的道路是有世界意义的，这个意义
需要我们学者去总结，我们需要一个
好的叙事来述说我们现在的体制。”
姚洋在总结中这样说道。这也是他
今年推出新书《中国新叙事》的心声。

千年金沙遗址
对话玛雅文明

1月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区西
北部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市民们在
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间漫步。这里正
举办着一场跨文明特展，214件（套）
来自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玛
雅文明艺术精品与金沙遗址的神秘
古蜀文明展品在此共同展出，人们在
两大古代文明“超时空”对话的文化
盛宴中迎接新年。

在展厅里，记者见到一名带着小
孩的市民正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一个
造型生动、雕刻精美的石虎，他说：

“以前元旦假期，总喜欢在家里宅
着。现在出来看展，既丰富了假期生
活，也是小孩学习的好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南美
洲的玛雅文明，加上讲解，我觉得这
是一个宇宙观遍及生活方方面面的
文明。”利用假期来蓉旅游的香港市
民孙女士说。金沙遗址博物馆讲解
员姚凯告诉记者，玛雅与金沙两个古
文明虽远隔重洋，但文化却有着相似
之处，如敬畏自然、重视祭祀、造型艺
术丰富等。

两大古老文明，此番并不是第一
次展开“跨时空”交流。早在 2017
年，金沙遗址博物馆就曾远赴墨西
哥，当地公众通过多媒体展览进行古
蜀文明的“虚拟旅行”，通过学术论坛
了解神秘古蜀、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明。 据新华社电

第五届中国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

探讨作家心目中的诗学理想

今年别让书价挡住全民阅读之路
虽然2019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响，但对于文学出版界来说有一些趋势已经可以看出

端倪。具体来说，书价会越来越贵，但是内容越来越精。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书价贵了还是便宜了，是爱书人常常论及的话题。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