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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由中国出版协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北京开
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七届

“阅读X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一
年一度的行业盛会，本次论坛以

“数据洞察与品牌发展”为主题，发
布了 《2023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
告》（下称《报告》）。

图书市场日渐回暖，《报告》 显
示，2023 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码
洋同比增长率由负转正，同比上升
4.72%，码洋规模912亿元，“恢复与
发展”成为图书市场的关键词；营
销渠道分化、消费习惯改变等因素
叠加，给图书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直播售书助力行业复苏

“阅读除了获得知识之外，更多
的是培养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在
某平台的图书直播间，主播手捧

《冬牧场》《北极村童话》 等书籍侃
侃而谈，屏幕上方人气值不断攀
升，屏幕下方弹幕一个接一个，大
家购书热情强烈。对出版人而言，
这类场景并不陌生。近年来，互联
网的发展给图书市场带来深刻变
化，“直播售书”等基于短视频平台
的电商销售渠道强势崛起。开卷数
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成
为带动图书市场整体增长的主要动
力，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
销售渠道。

短视频电商作为图书零售市场
新的“流量高地”，成为各大出版机
构销售布局的重点。本届“阅读 X
论坛”中，“新渠道”“直播间”“短
视频”成为出版人关注的关键词。

《2023 抖音电商图书消费数据报告》
显示，2023 年在抖音平台开启自播
的图书商家数量同比增长 45%，商

家自播累计超146万小时，累计吸引
观看超 24亿次。出版机构纷纷“亲自
上场”，通过官方旗舰店直播建立自
己的短视频营销渠道。紧跟热点话
题，打造“爆款”短视频，深耕直播售
书，逐渐成为新书营销的普遍模式。

随着短视频电商的崛起，许多
出版人开始以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
图书宣发。果麦文化营销与品牌部
总经理毛婷认为，与过去的“创意
营销”和“铺量营销”相比，短视
频时代的“圈层营销”让图书营销
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主动拥抱
短视频与互联网，为图书出版业发
展带来了新机遇。

原创好书擦亮出版品牌

2023 年，图书出版业不仅在营
销渠道上有所开拓，在书籍质量方
面也稳步提升。岁末，各大出版机
构纷纷推出年度好书榜单，向读者
展示过去一年的亮点。

在这些年度榜单中，原创好书
引人注目。其中既有商务印书馆

《中国神话》《伟大的思想》，上海三
联书店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
路分化之谜》《抵达：一部政治演化
史》 等非虚构作品，也有人民文学
出版社《星空与半棵树》《欢迎来到
人间》，作家出版社 《河山传》《芬
芳》等虚构类长篇力作。“阅读X论
坛”上，与会者普遍认为，外部市
场的不确定性与营销渠道的剧烈变
动，更加凸显了内容质量的重要性。

持续推出原创好书，为出版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在支撑。各出
版机构也借此实施品牌战略，用拳
头产品擦亮自有品牌。开卷数据显
示，自 2010 年开始，中国图书品牌
迅速增长，目前品牌数已达 1070

个，在少儿、教辅、人文社科等市
场份额较大的板块中，涌现出乐乐
趣、曲一线、磨铁、新经典等较为
成熟的优质图书品牌。优质好书与
口碑品牌相互支撑，看品牌选好书
的购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 各 大 出 版 机 构 的 品 牌 战 略
中，通过差异化选题找准品牌定
位，依靠精品图书巩固品牌质量是
一贯思路。重庆出版集团卡通分社
的“独角兽书系”长期深耕奇幻文
学领域，持续推出 《冰与火之歌》

《猎魔人》《守夜人》 等知名奇幻文
学作品，目前已成为国内奇幻文学
一线品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的图书品牌“大学问”以“追求
学术出版的品牌化、市场化和立
体化”为实践导向，2023 年出版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等
经典学术著作，服务学术研究的
同时收获良好市场反响。磨铁文
化的“文治图书”以女性文学为
立足点，2023 年推出的 《身为女
性的选择》 等书籍成为业界“爆
款”，得到读者广泛好评。

“一些出版机构能很好地适应市
场，保持逆势上行，离不开‘有好书、
有精品、有品牌’这三‘有’。”接力出
版社总编辑白冰说。面对乍暖还寒的
图书市场，坚持内容为王、质量至上，
是出版机构发展的“定海神针”。

IP开发推动多元发展

“高品质的直播”“这场文学盛
宴值得一看”“这场直播是我2023年
最美好的文学回忆”……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

“2024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活动直播
间中，评论区好评不断。“文学中国
跨年盛典”自 2021 年开始举办，迄

今已延续3年，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个影响大、口碑好的 IP。近年
来，“IP”成为观察图书行业的一个
切入点。各大出版机构策划的 IP 层
出不穷、百花齐放，为全民阅读提
供了更为多元的路径。

IP 原为“知识产权”的英文缩
写，在文化产业领域，IP 指的是一
种具有高度标识性的传播符号。不
少出版机构早已开始图书 IP 的策划
与运营，其中以少儿领域最为成
熟，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推出的“猫武士”主题文创产品与
研学活动，江西高校出版社北京分
社推出的包括服饰文具、动画剧集
等多个品类的“小猫汤米”宇宙，
福州青葫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
的“小羊上山”汉语分级读物等。

“一个 IP 要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内
涵，要和他们的用户之间产生强烈
的情感共鸣。”青葫芦文化有限公司
副总裁张丽说。

近年来，图书类IP逐渐由少儿领
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
以单一图书为核心的“图书 IP”也向
以整体品牌为核心的“品牌IP”深化。

过去一年，各大出版机构频频
举办主题活动，提高自身品牌 IP 的
丰富性与影响力，如中华书局的

“读者开放日”、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的“三联中读知识大会”、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山水阅读”
系列活动等。可以看到，立足品牌
底蕴，开展特色活动，将自身品牌
打造成极具辨识度的“品牌IP”，成
为出版机构IP运营的新样态。

展望 2024，“多元发展”是图
书市场整体趋势。不断细分的营销
渠道、差异化的品牌战略与多维度
的 IP 建设，将让图书出版业更具
活力。

刘诗平、孟宪实的《寻梦与归来
——敦煌宝藏离合史》（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全面梳理了敦煌宝藏及
敦煌学的前世今生。书中论述有根有
据又不乏新意。比如在论述敦煌宝藏
缘何会被西方探险家屡次巧取豪夺
时，作者从比较视野出发，挖掘了其
中的深层原因。“当西方涌现探险考
察热潮、考古学者在世界各地发掘
时，中国还停留于传统金石学阶段，
文人学者多热衷于碑帖鉴藏与书画题
跋……对于列强组织对中国西北进行
的大规模考察，当时也没有什么中国
学者能够看清其本质。”

于是，西方探险家集团纷至沓
来，他们以敦煌为基点，辐射整个西
北地区，非法盗挖劫掠了我国无数的
文化宝藏。其中，自然以敦煌宝藏最
为人熟知、影响最大。所以，才有陈
寅恪对这一惨痛文化事件的悲愤之
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宝藏的离去，是清末民初屈
辱历史的缩影。历史已无法挽回，将
损失降到最低，并通过各种手段让文
物回归祖国，成为一代代敦煌学者和
国人的共同心声。《寻梦与归来——
敦煌宝藏离合史》将学术文化界几代
人通过著书研究、摄影、绘画等多重
手段，将敦煌文化细致研究并发扬光
大，最终实现敦煌宝藏“寻梦与归
来”的艰辛历程写了出来。

与此同时，书中并未只写海内外
中国学者对敦煌宝藏的追寻与研究，
而是兼顾国外研究者的研究，具有鲜
明的国际视野。在作者看来，“敦煌
和敦煌学的最大特性，是世界性和国
际化”。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在这
里交融，佛教、道教、景教、祆教、

摩尼教和儒家在这里汇聚。文明交汇
的时代背景，诞生了敦煌藏经洞里多
种文字的书卷与经卷，孕育了莫高窟
灿烂无比的石窟文化。而这些宝藏流
向不同国度的不同博物馆乃至私人手
中，也注定了敦煌学必须具备现代意
义上的国际视野。因此，作者按照时间
与国别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一批具有
代表性的外国敦煌学家、艺术家及相
关著作。作者以开阔的视野与坚定的
文化自信指出：“敦煌石窟保护中的国
际合作，频繁的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
同样显示了莫高窟和敦煌学的国际
化。世界性的敦煌学，在不同国家造就
了一批世界性的学者。敦煌学的未来，
在于交流和合作，在于创新与融合。”

今天，通过一代代敦煌学家的努
力和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流失海外
的敦煌宝藏以各种形式回归故里，几
度落后于西方的敦煌学研究也已处于
世界先进水平。恰如书中所说，通过
敦煌，“人们看到了盛唐前后几个世
纪里中华民族的开放心态和中华文明
的包容精神，看到了一个开放而强大
的中国对世界所能做出的贡献。”

赵宪章主编的《中国文学图像简
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下称

《简史》） 参照文学史分期，着眼于与
文学相关的神话传说图像、书法图
像、诗意图、小说插图、曲本插图、
连环图画，简明勾勒出先秦至民国时
期文学图像的演进脉络。

《简史》 的不少概念术语建基于
中国传统文论，学理性内涵则源于符
号学、图像志和图像学相关理论，形
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路径。该书以荣
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8卷本《中国文
学图像关系史》为底本，增加了文学
书像内容，为中国文艺理论本土化范
式的建立提供了范例。

首先，《简史》 从“文—图”关
系出发，在形式本体论层面构建了集
史、论、评、鉴于一体的文学图像分
析体系。文学图像是文学作品在传播
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画面和场景，既是
文学性和文学经验的一种物化形态，
也是“象思维”作用下语言文本向视
觉文本的外化和延伸。例如唐代王维
的《终南别业》最为人称道的诗句是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句诗
既勾勒出禅意十足的静态画面，也像
一个短视频，演绎出诗人悠然行走山
中，静坐在水的尽头，仰观云起云落
的独幕剧。由于其诗意包蕴着突出的
视觉性内涵，后世不仅有南宋马麟、
夏圭、李唐进行图像化解读和再创作
的《坐看云起图》《坐石看云图》，还
形成了画家竞相摹写的山水画母题，
元代唐棣、盛懋，明代董其昌、钱
贡，清代石涛、黄慎等都受这首诗的
影响，用画作呈现出其中的意境。

这首诗及其衍生的各种“坐看云
起”图之间的关系，既是诗意在不同
历史时期被品味和阐释的具体体现，
也反映着语言诉诸的听觉想象和图像
诉诸的视觉想象之间的交互协作。显
然，与 《终南别业》有关的“文—图”
关系的变迁过程，体现了文学与图像
的互动、互仿、互文、互证与互衍。

《简史》将文学图像史分为萌发生
成期、生发完善期、范式塑形期和延展
再生期4个阶段。其中，既有描述文学
图像概貌和情态的铺叙式“长镜头”，
如各章前两节对不同时期文学图像母
题和图像概况的说明；也有透视和评
析文学图像景观的“景深镜头”，如《诗
经》图、《楚辞》图、《山海经》图、《西厢
记》的后世图像；还有锁定文学图像范

本的“特写镜头”，如顾恺之《洛神赋
图》《列女图》，《红楼梦》孙温绘本；以
及赏鉴文学图像图本的“慢镜头”，
如各章均设有文学图像赏析内容。

其次，《简史》 以“图—底”关
系为认识论基础，在知觉现象学视域
下建立了文学图像的历史形态和符号
形体分析模型。“图—底”关系或曰
主体和背景关系，是一种基本感知模
式，也是一种画面构成的逻辑形式。
文学图像也可视为“图—底”关系的
一种呈现方式。

《简史》 把符号形体分为语象、
书像和画像3类。语言和语象、字像
和书像、绘画和画像的关系均可视为

“图—底”关系。就文学书像而言，
源于语象的字像和书像是书法艺术的
一体两面，二者共同呈现出过程性的
视听一体的艺术形式：“被书写的字
像就是书像，被欣赏的书像就是艺
术”。这句话是从现象学角度对书法
艺术的界说，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莫
兰的观点“书法将画和字连接起来”高
度契合。《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
寒食帖》均集文学性与书法美于一体，
是语象、字像、书像融懿和合、浑然一
体的典范，“兰亭修褉”这一题材更成
为后世绘画的母题。由此，《简史》将中
国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表现形态从文学世界中牵拉出来，
获得了无比广阔的阐释空间。

《简史》 以图像史为参照，借鉴
艺术史研究路径，创立了反推式的文
学研究新模型，扩大了文学的范围，
拓展了文论的论域。这一模型以中国
传统文论为基底，吸收 《周易》“观
象于天”的世界观，以荀子的“影之
像形”说、王弼“言象意”之辨为理
论支撑点，融合扬雄的“心声/心画”
说、刘勰的“比兴”“隐秀”说等内涵，同
时参考西方语言学、艺术学、美学和哲
学等相关理论，创造了本土化文论走
向世界的契机与可能。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生长于草木繁茂的乡间，我自
幼对身边的一花一木感到好奇，囿
于条件有限，彼时尚不知那些自由
绚烂的野花野草叫什么名字。大学
上 《诗经》 课，接触到细井徇 《诗
经名物图解》，看到那些精美的插
图，才真正认识了荇菜、飞蓬、游
龙 （红蓼），然后再读“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山有乔松，隰有游龙”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这些植物
立即浮现眼前。2000 多年前，先民
怎样发现它们，为何将它们写入诗
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流转，它们又
寄托了后人怎样的情感，发生过哪
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以
具体的植物为对象，去探寻它们背
后的历史文化。翻阅古籍中与植物
相关的各类文献时，我越发觉得，
植物是打通古今、连接中西的载
体，我们身边寻常可见的一草一
木，背后都可能蕴含着无比厚重的
历史文化。

自古以来，植物就是衣食、医
药之源，是先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与此同时，山中乔木、河畔青
草、空谷幽兰，亦是先民寄情寓兴
的重要载体。牡丹象征富贵，兰花
是君子，梅花有傲骨，折柳赠远
别，红豆寄相思，它们出现于文
学、绘画之中，是融在国人血液里
的文化基因。如果植物会说话，讲
起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种种遭逢和

际遇，可供言说的很多：从本草、
农学、园艺，到经学、文学、民
俗、掌故，乃至东西文明交流、历
史地理气候……可以说，由草木汇
集起来的，是一个丰富驳杂、有趣
有料、诗意盎然的世界。

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那么美，与
它们相关的诗文典故那么美，画家
笔下的花卉、博物插画和本草图谱
也是那么美，如此多美丽的事物涌
现在我面前，除了将它们写下来，
我想不到别的办法来表达内心的感
动。“写作是内心的需要”，我在中
文系课堂上听到的这句话，贯穿了
两本 《古典植物园》 写作的心路历
程。

因此，《古典植物园》并不是什
么植物都写。美国小说家卡佛说，
每个作家都应该写自己熟悉的、能
感动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写“应该
感动”他的东西。我在选取所要写
的植物时，就遵循了这一原则。

写 哪 种 植 物 往 往 缘 于 一 种 契
机，或一种缘分。这个契机可能是
读书时遇到了问题，有了问题意
识，才有了寻找答案的动力。例
如，《诗经·郑风·溱洧》 里的“勺
药”究竟是不是芍药？“蜀葵”是因
为产自巴蜀而得名吗？木兰就是玉
兰吗？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
写作的过程。

这个契机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或
旅行途中的发现。一年冬天在北京

的早市上，我见到了慈姑和荸荠，
联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和小说，
觉得有必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两种植
物。之后重读汪先生的文章，竟然
有意外的发现。又一年夏天去襄
阳，在护城河的桥头被两棵巨大的
夹竹桃所震惊，于是就想了解一下
这种植物的前世今生。

另外还有一种契机，是某个时
刻遇到了这种植物，而它勾起了我
的过往回忆，植物背后是我生命中
重要的人和事。例如 《古典植物
园》 中的葎草、金银花、茉莉、水
杉，是分别写给我的父亲、母亲、
中学好友，以及纪念我外婆的。在
写这样的文章时，情感自然流露，
写起来最为顺畅。

《古典植物园》无意向读者做百
科全书式的介绍。若是一味罗列文
献、面面俱到，与古代类书又有何
异？因此，有了写作的契机之后，
扎进书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
到有用的资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
工作。这项工作有时无比繁琐，如
果遇到植物名实不符需加考辨，写
作难度则会更大。

困难虽有，但在经史子集和东
西文化之间寻找答案、挖掘故事，
很像探险。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怎
样的文献资料，不知道会有怎样令
人心神荡漾的意外发现。

以《古典植物园2》为例，从杏
花写到巴旦杏，才知道梵·高那幅著

名的 《杏花》 是巴旦杏花，与我们
江南春雨中的杏花并非一物；在了
解荸荠的外形、生存环境和文化特
质后，对 《受戒》 这篇小说的鉴赏
又多了一个视角；写冰雪中盛开的
款冬，经由“僧房逢着款冬花”这
首诗，对晚唐诗人贾岛有了颠覆性
的认识；由蜀葵写到向日葵，得知
它在传入我国之初曾因形如蜂房而
被嫌恶；而探索凤仙花、散沫花这
两种可供染色的指甲花，就像在古
印度、波斯以及中原文化之间畅意
神游……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真心认
同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这番话：“有
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
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过去梦想
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
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能 够 带 给 你 “ 探 险 ” 般 的 乐
趣，让你遇见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
事物，这可能是两部 《古典植物
园》 与其他植物文化类图书最大的
不同。

（作者系植物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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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
——读《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

袁恒雷 刘 敏

1月14日，读者在江苏无锡市滨湖区新型阅读空间“钟书房”阅读。
潘正光摄 （人民图片）

1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直播推介图书。
新华社记者 潘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