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出版视角
或者市场乃至阅读层面进行判断，
!"#$ 年 % 月在新华书店重新上柜
的 &'种中外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标
志，显示了新中国出版进入新时期，
开始了“第二个春天”。

(")"年，上海科技书店尝试举
办了一次图书夜市，* 天接待读者
(+,万人次，销售图书 '万余册、*
万多元。("$-年上海科技书店假上
海体育宫（现在上海大剧院原址）
.-- 平方米举办了 ("$- 年暑假图
书展销，以“丰富师生暑假生活，配
合新长征读书活动”为主题，($天
售出图书 &*万册、&)+'万元。那时
的上海科技书店响应建设“四个现
代化”的号召，为建设科技现代化作
出了贡献。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
成立，假如没有这两次尝试，就难有
以后的 ("$(年上海书市。

1981年
("$(年 "月 .日/0-日，上海

新华书店主办并邀请上海书店、外
文书店参加了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
技术革新馆（现在的上海商城旧址）
&'--平方米实用场地举办了 ("$(

年上海书市。
书市设七个展销馆：文史哲综

合类图书馆，科学技术图书及各类
教材馆，上海出版各类图书馆，各省
市出版图书馆，音乐（录音磁带）馆，
古旧图书馆、外文图书馆。制作了
0--只陈列橱和 $"块宣传广告牌，
参展书刊 0+0万余种。书市发出入
场券 0$万张，接待读者 0*万人次，
销售图书 *--万册、0*-万元。档案
披露的数据还包括：亏损占销售总
额的 -+)1，整个书市费用约 !-万
元，净利 &-多万元。营业时间是上
午 $：--/!!：--、下午 0：--/'：--，
中午是歇业补架，清理、休整时间，
中午停业的做法只有这一次，以后
的书市就再没有出现过。为了接待
好各地 0*--多个团体单位采购，专
门开设了两个夜场。
当时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

“一把手”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
都先后到书市参观。
当时，场内张贴和不断广播着

的“告读者”我近期也从有关档案中
找出，虽然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但
仍然值得一读：
为了切实维护书市秩序，方便

读者参观选购图书，保护国家财
产不受损失，发了敬请读者协助的
)项注意事项：比如“请把拎包放到
门口“寄包处”去，不要带入馆内；对
个别有意不付款而将图书带出门
者，要加倍罚款。”现在，只有快递而
没有寄放处，工作人员也不能对盗
书者加倍罚款了，这也算是社会进
步的缩影吧。
记得当时，我是这届书市的工

作人员，被静安区店选派到文史哲
综合类图书馆工作，这个馆由当时
的黄浦区店、虹口区店、静安区店协
力承办。我服务的是文学书专区，每
天的主要任务是配书、上架、理书，
那是就业后的第一次大体力劳动，
每天精疲力竭。当时的想法只是架
上不要缺书，多配点书，反正什么书
好卖就赶紧上架。那时，读者争抢
《萍踪侠影》、《书剑恩仇录》等，新书
一到拆包也来不及，就是发牌那种
速度都感觉慢。每天的愉快留在记
忆中的只是同事间相互比较管辖的
小书栈里库存还有多少？中饭、点心
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想到这里，我
们已经很久吃不到可口、实惠———
来自上海新华书店职工食堂的饭菜
和点心了。0--*年，这家提供了二
十多年工作日中绝大部分时间午餐
的食堂关门了。想想当初的热闹，有
种怅然之感。
这里，我把这届书市的领导名

单抄录一份，因为有着这些老同志
的努力，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更高的
立意、更大的作为。

!"$! 年上海书市领导小组成
员是：黄巨清、张泽民、宋玉麟、严
正、朱顺兴。办公室主任：宋玉麟。

1986年
上海展览中心在上海书业掌门

人心中一定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
结。上海人办书市，首选这块场地。
这种情绪从 !"$!年开始，到 !"$.

年上海书市开始扎根。之后的日子
里，我们还会因为书市而到上海展
览中心去。

!"$.年上海书市由解放日报、
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上海电视台和上海新华书店联
合举办，租借了展览中心东一馆
'---多平方米开展，"月 .日开幕，
历时 !'天到 0-日结束，这届“登堂
入室”的书市在陈列上开辟了 !-个
专业馆、制作了 !.-块出版社宣传
广告牌、)-只陈列橱、供应 &万种
图书。组织了教师、大学生、军人、老
干部、驻沪人士等六个专场，有
&--- 多家企事业单位派员到书市
选书，整个展期接待读者 0-万人
次，零售图书 0'-万册、&*-万元，
被称为“金秋文化盛会”。
这届书市为以后的书市（书展）

在设计上提供了两个范本：
一、改革之前图书品种重叠交

叉综合分馆的做法，设立的 !-个专
业馆各自独立核算，场内实行超市
式的开架售书。
二、书市搭台，出版社唱戏。上

海人民出版社《首脑论》售缺后立即
派人从装订厂取出 0'--册直送书

市，浙江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方式
送来了 &---多套“生活启示录”丛
书。开展了作者编者与读者见面会、
新书首发式、读书报告会，电视智力
竞赛、作者签名售书等 !$场（次）活
动，“把大型书市办成一个文化气氛
比较浓的活动是本届上海书市在做
法上的一个新的尝试”。
媒体刊发了近百篇（次）的报

道、评述。我找到了这届书市的工作
小结，其中写到，因为开架售书使书
市蒙受的损失是销售总额的
-+)")1，约 0)---元。上海文艺出
版社的《性格组合论》销出了一万多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丛书”
中的《关于思维科学》、《领导科学概
论》、《社会心理学》等，分别销售出
!---多册到 *---多册，十多天的
销售量超过了平时预计几个月或一
年的销售量。又如湖南人民的“散文
译丛”，浙江人民的“生活启示录”丛
书，辽宁人民的“面向世界丛书”，天
津人民的《当代干部小百科》，三联
的《宽容》、《情爱论》，四川人民的
“走向未来丛书”，上海译文的《人
论》、《猜想与反驳》，上海辞书的《中
国古代名句辞典》等，都成了吸引读
者争购的目标。
这时，我已在上海新华书店图

书宣传科谋职，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印制各种宣传品、塑料袋、广告发布
和一些活动的组织联络。在书市组
织构架中，我属于宣传组，在多位前

辈的带教下承受了不少压力也获得
了许多经验。

1990年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新华书

店总店、上海新华书店主办的第三
届全国书市 !""-年 $月 &-日在上
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二层的 .&--平
方米的展厅开幕。以二层中厅入口
为序馆，设计了十二个展馆。读者进
场参观序馆后从第一馆折返第二
馆，可以顺道参观至第十二馆。整个
书市配备了 '$只陈列橱、*'-块分
类牌及 0'-块宣传广告牌。
一本《书的魅力———第三届全

国书市综观》（陈致远、臧受仪主编，
我责编，学林出版社 !""!年 &月
版），使我们在相隔二十多年后仍能
获悉其中的真实：“这届书市的宣传
组，共提供了 !$--件广告衫、!万
张海报、&-万张入场券、!'--张开
幕式请柬、!'-- 张团体单位请柬、
&-万张包书腰封、0-万张包书封口
粘贴纸、!!万只塑料袋、!万张年历
卡、$--支圆珠笔。”这些数据，现在
看着有点乏味，但正是这些数据才
构成了书展的魅力。

$ 月 &- 日乃至之后的 !& 天
里，上海展览中心出现了书潮、人潮
涌动的热烈场面。被媒体称为“使全
国出版界感到震动”的这届书市共
接待了 00万人次，零售各类图书
!*'万册、'0*万元。
这届书市，我以宣传组副组长

（组长周松柏老师）从事书展整体策
展、主体活动、宣传推广甚至业外广
告招商、宣传品制作等工作，书市结
束时进行了“好新闻”评比，姜小玲、
房延军、查志华、褚钰泉、徐坚忠、朱
伟伦、林伟平、郦国义、徐福生、陆谷
苇、赵兰英、陈文、李仁达、王文煜、
郑丽娟、刘文仪、萧楚章等记者获
奖，在之前的多年和之后的很多年，
这些记者一直与我有着很好的联
系，我也曾多次获得上海“三报两
台”“统吃”的优秀通讯员。

1996年
仍然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仪

式，展出面积 .&--平方米，汇集 !-

万种图书、音像制品的“首届上海图
书节暨’".上海书市”，!"".年 $月
"日至 !$日举行。
此届书市以首届上海图书节为

主题名，书市设了 !.个展馆，由上
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主办，办公室工作班子仍由新华书
店阵营组成。!-天的书市接待读者
&-万人次，销售达 !!--万元。书
市期间的畅销书榜首：钱宁的《留学
美国》销售 .---多册。

书市期间举行了 '-项文化色
彩浓厚的营销活动，包括首次世纪
之交的中国出版报告会、上海十大
藏书家评选、上海图书经营者愿天下
儿童人人都有书读捐一本好书、世纪
之交的上海出版物拓展内地市场前
景分析研讨会、电子出版新趋势演讲
会、上海版百种期刊封面展示暨上海
期刊优秀封面评选、上海出版成就展
等。还评出上海十大藏书家：叶中豪、
陈子善、吴钧陶、张荣明、金文明、陶
顺良、梁国强、曹正文、蓝凡、瞿永发。
这届书市从书市设计的角度来

说，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表明书市
开始大面积运用设计的概念，人们
对书市的看法除了要求场地好、书
多之外，还开始从展示的角度欣赏、

品味了。这届书展，因为我的老科长
周松柏退休，书市办公室宣传组也
改名广告宣传部，我出任了部长，从
事着活动策划、报道联络、广告发
布、场地布展乃至活动组织等工作，
后期还协助赵建平主编了《共享书
香———首届上海图书节综览》（上海
人民出版社 !"")年 *月出版）。

1998年
第二届上海书市 !""$年 !0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上海书
城举行（上海书城同时开业），名称
沿袭’".上海书市而称第二届。
因为上海书城的建成，使书市

可以不租借场地，还可以使几代读
书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永不落幕的
书市”成为了现实。
这届书市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

新闻出版局，由上海新华书店、上海
书城等六家书店承办，所有关注点
都在上海书城，! 月 ! 日接待读者
0+*' 万人次，! 月 0 日销售 $& 万
元。同时，福州路文化街大型书店、
专业书店以及全市各家新华书店同
时开设分会场，嘉定还设立了农村
分会场，汇集了 !'万种图书、刊物、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在上海书城
大放光彩。整个书市总销售 !-)&万
元，接待读者 $!万人次。
本届书市推出各类丰富多彩的

活动 $'项，数量和内容均超过了在
上海举行的历届书市，被誉为年终
岁首上海最亮丽的一道文化风景
线。这些活动将图书展览与文化导
读、社会公益、学术研讨、专题展示有
机结合，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热烈的反
响。百余位中外著名学者、作家和文
化艺术界人士在书市期间推出个人
最新的学术文化成果交流、签售。
本届书市因为有着上海书城的

支撑，使原先留在人们心目中的书
市发生了变化，这种固定、持久的书
店风格与书市原有的布展概念完全
不同。好在上海书城的环境被人们
轻易地接受了。当时就有人说，有了
上海书城以后如何再办书市2

我在这次书市仍然位列宣传
组，前面有阚宁辉、周兵两位处长领
衔，我的一部分工作转移到我主编
的《上海新书报》上了。

2001年
时间转了三年，到了 0--(年

(0月 0$日，随着东方书城、东方出
版交易中心的开业，仿照两年前的
案例，上海读书节暨第三届上海书
市合并同时举行。
这时的上海读书节暨第三届上

海书市早已被东方出版交易中心的
概念所影响，以书城的设计和布局
而言，东方书城超过了上海书城，东
方出版交易中心更是制造了一种理
念、一种寄托信息做大交易的思路。

(-天的书市，进行了双城联展
（东方书城、上海书城）、全市 0--家
书店展销、文化大餐专列发车、为农
民兄弟送春联、反盗版知识展、科技
出版百年回顾展、二十世纪出版成
就展等以及众多名人的签售活动。
销售总额 00--+)"万元，东方书城
接待读者 '-万人次。
我当时既负责宣传，又是《上海

新书报》总编辑、上海书香广告策划
公司总经理，很多事情都从头至尾
通宵达旦地完成。我的三十多位同
事也一直在“自负盈亏”地工作着。

从 ("$(年到 0--(年的二十年
间，上海举行了六次大型书市加上文
汇书展、浦东书市以及各区新华书
店、专业书店举行的定期、固定书展
（书市），使上海读书人的感觉一直处
于欣喜、等待、盼望之中。因为有了上
海书城、东方书城，买书似乎日渐容
易，书市这种以卖书为主由大众参
与的文化活动是否还有升腾的空间？
也是我在之后几年间思索的问题，
0--* 年我又参与了上海书展的筹
备，从那年开始，又已十年……

举目而望，我已是少有的自
("$(年上海书市开始一直戴着“工
作证”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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