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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辛遥《漫条思理（!）》新书签售
读者见面会，" 月 #$ 日（#%&'( 一 ##&'(）在
!%#"年上海书展·西阳光篷活动区举行。

新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
!%#!年 )月至 !%#*年 #!月在本报夜光杯副刊

上发表的“智慧快餐”专栏漫画，以及作者历年创
作的新闻漫画、连环漫画、肖像漫画、旅游漫画、
建筑漫画等 )%%余幅作品。现场购买《漫条思理》
第 #辑和第 !辑的前 !%%位读者，可获作者签
名的漫画藏书票和漫画手提纸袋。 （闻逸）

郑辛遥!漫条思理"!#$新书将签售

本报讯 马平安《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
新书发布会及国学讲课，将于明日在上海书城
三楼举行。马平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晚清史，已出版
《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东北移
民研究》《中国政治史大纲》《慈禧与晚清六十
年》等!%余部作品。 （闻逸）

马平安%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明发布

让阅读的种子在田间生根发芽

图书室成“文化客厅”

赵桥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故事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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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题出版热”使上海书展的火热温度
又提高了几分，从“四个发展史”角度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开展
研究的《新时代大视野》；帮助读者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
《新长征要有新作为》；青年人视角解读马克
思生平与思想的“青春版马克思传”《马克思
的 !%个瞬间》；补足“精神之钙”的《共产党
人的必修课———〈共产党宣言〉十问》等等，
最新出炉的主题出版类图书以各自符合时
代特征的新面貌，大力弘扬新时代主旋律，
令普通读者驻足。主题出版正以各种姿态，
渐渐走入人民群众心中。

书展开幕当天，以“坚定文化自信 坚
持改革创新 打造传世精品———改革开放
'%年与主题出版”为主题的 !%#"长三角
主题出版论坛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办，来
自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出版人共同解读
主题出版的现状，探讨主题出版的未来，如
何让主题出版更具穿透力，更具融合性创
新性，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出版形式。

有人买!才有人读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从党史的

故事入手，认为“要讲好中国故事，最生动
的就是我们党的历史故事”。用大道理小故
事，把历史的逻辑隐含在具体的历史事件
和人物当中，这样才能教育人、感染人、感
动人。
书是给读者看的，应该以读者为中心，

把想要告诉读者的东西和读者想要知道的
东西统一起来，在内容体例上必须符合时
代要求，在把握党史主题主线的基础上完
整准确地还原历史现场的同时，注重历史
细节，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突出的地位。
主题出版的书应该是书店能看到，读者能
买到，这样才叫书，实现书的流通，因为有
人买，才会有人读，才能够使读者记住。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岩认为，衡量主题出版质量的标准不应
该简单的以数量的多少，而是质量的高低，
不是选题的某几个类型，而应该是内容的
是否深刻，以及是否受市场的认可，读者的
喜爱。“对我们出版企业来讲主题出版的本
质就是能否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不管是
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抓主题出版
尤其是重大的主题都是优秀出版企业的传
统和使命，也是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
也是出版市场的一种选择。”以《红星照耀
中国》为例，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 !$%多万
册，这使主题出版的平均印数有了大幅度
提升，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有创新!才有人气
为新时代的读者服务，需要探索主题

出版内容建设的创新形式。世纪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总裁王岚列举了《开天辟地———
中华传世神话》，首次采用了原创连环故事
的绘本形式，对中华传世文明的经典和精
髓集中进行原创的呈现和艺术的表达。《中
华民族文化大系》则以独具中国特色和当
下风格的内容表达和视觉呈现来探索主题
出版物更大程度上的可读性和大众化。这
些读物努力地将精深的内容形象化，抽象
的内容具体化，使读者看得懂、用得上并且
能够立得住。主题出版在当下新媒体发展
的激发下，也有了更新的传播途径，以《马
克思的 !%个瞬间》为例，纸质图书一问世
即上线音频版，给 $%后讲马克思，从今年
'月份至今全国电台的总收听量累计已经
超过 !+*亿人次。!+*亿是什么概念？这是
一个省级党校 !%%年的培训量。“此外我们
还在策划给 $%后讲改革开放，讲学术文化
的传承，讲上海社科大师，我们探索用新的
视角、新的模式来走主题出版加多媒体加
服务的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上海书展一景 记者 郭新洋 摄

主
题
出
版
如
何
更
加
可
读

用
小
故
事
讲
大
道
理

把
高
精
深
变
具
象
化

"月，浦东新区大团镇赵桥村的田里，硕
大的桃子刚刚成熟，村民们正忙着采摘。一派
忙碌的丰收景象中，田间一座小屋显得格外
幽静。门上，一块木纹的牌子上浅浅刻着几个
字：“赵桥农家书屋”。这古朴素雅的房子就是
全村人的“文化客厅”了。

赵桥农家书屋门前的牌子上写着“负责
人：刘丽；志愿者：张梅仙。”有趣的是，这两位
正是村委会的两任财务管理。

张梅仙今年已经 ($岁了，她是赵桥村的
“老财务”。但即使退休了，她也还在村委会“发
光发热”。她告诉记者，从当初小小的图书室，
到如今的农家书屋，她见证了从无到有的全过
程。赵桥村定期会接收一些区图书馆配送的图
书，可这些书一直堆积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
张梅仙一直觉得，要把它们利用起来，建一个
家门口的图书室。!%#!年，村代表全体大会经
过讨论和投票，终于决定建图书室。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谁来当管理员呢？当

时，张梅仙在老一辈人当中算是文化程度高
的，又爱读书，又做着财务的工作，大家对她
的细心负责十分放心。众望所归，她就兼任了
这个职务。!%#'年，张梅仙退休后，刘丽接班，
成为了村委会的财务管理，图书室管理的重
任也一并落在她身上。“来看书的人越来越
多，兼职就越来越忙不过来了。”

今年 '月，小图书室扩建成了农家书屋，
图书的数目也从原本的两书架变成了四书
架，达到五千多册。张梅仙便回到这里，成为

了专职的管理员。
书屋之所以红火起来，里面有张梅仙一份

功劳。开始，想读书的人不少，来书屋读书的人
却不多。大家都觉得去书屋要办手续、交费用，
门槛很高。张梅仙就想，自家人读书要什么门
槛。原本图书室的借阅就是免费的，这下更是
连图书证都免了。“反正我每个人都熟得很
呀！”每来一位读者借书，张梅仙就在登记册上
写下他们的名字、借书日期、书目和所属的村
委大队，都用不着他们自报家门。如果超过时
间没有归还，张梅仙下班的时候就绕个道，直
接去他家问问，“看完了没有？”
在张梅仙这样“零门槛”的经营下，书屋有

了熟客。柴场三队的唐龙明就是熟客之一。就
连唐龙明爱看的书，张梅仙都记得清清楚楚。
于是，村民之间一传十十传百，来借书的人就
越来越多了。
书屋一进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摆着不少

杂志。一到周末或者农闲，这里就坐满了读书
的村民。不同于市区的图书馆，在这里大家总
是会边读边聊，像是个小沙龙。有时候，读到兴
起，村民们还会自发朗诵起喜爱的篇目，随时
开起一场朗诵会。刘丽告诉记者，“读书在我们
村可是件乐事。”“自从建起这个书屋，阅读就
渐渐走进了全村人的生活，从张阿姨，到我们
这一代，播撒在田野间的文化的种子，也算发
芽了。”刘丽满心欢喜。今
年，赵桥农家书屋成为了
!%#" 上海书展的分会
场。刘丽展望，未来会有
更多好书、更多阅读活动
走进赵桥村，让村里的书
香愈发浓郁起来。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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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