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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浙地书

浙江省新华书店
在上海重开百年老店

上海书展第一天，上海百新书局开业。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跟百新文具合作，让一

个104年的老店重新焕发生机。

1912年，徐鹤龄先生在上海福州路创立

了百新书店，不仅卖书，还出版发行了《啼笑

姻缘》、《瀛台泣记》、《蜀山剑侠新传》等优秀

的通俗文学。

百年后的今天，两个品牌联手，试图打造

年轻、时尚、休闲的阅读精品空间，复刻老上

海，主张文学新风尚。

“有一帮有文化情怀，对书业有感情的企

业经营者，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有自己的

商业理解，要找业内信誉好的书店来加盟合

作。”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王忠义说，

百新文具的老板娘林云，跟省新华书店合作

了十几年。

林云是台州人，最早在台州开书店，后来

又做文具研发。林云在江苏也开了一家浙江

省新华书店的加盟店，用的是新华书店的后

台系统以及培训团队。

这样的书店，在全国已经有20多家。北

到哈尔滨的山水书城，南到深圳的龙岗书城，

以及西北地区青海西宁的理想书店，都是浙

江省新华书店的加盟店。

这几天，在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

王忠义，忙里偷闲还跟用友软件谈了信息化

建设系统，“现代书店一定要增强用户的体验

感，要靠技术来支撑。”

“有些行内人说开书店很难，同时又有很

多行外人要进来，就跟围城一样。”在王忠义

看来，实体书店开开关关很正常，“首先自己

要想做，二是能做，三是政府帮你一起做。这

样开书店心态才健康。”

王忠义透露，省新华书店旗下的悦览树

书店，最近要开4家分店，分别在杭州的华家

池、黄龙、西溪和市府新大楼。

浙江人民社
关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共舞》这本书亮相是在 2015

年，但早在 2012 年就被浙江人民社签了下

来，而当时全书除了作者约翰·马尔科夫的简

介，连书的提纲都没有。

“经过市场调研和许多专家的咨询及数

据分析，果断引进国外高端和前沿的学科成

果，特别关注科技对 21 世纪人类工作、生活

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浙江人民社社长何成梁

说，这样的决断，让浙江人民社有引进《与机

器人共舞》的底气。

“当然，作者马尔科夫在硅谷的背景是很

强悍的，是《纽约时报》高级科技记者。甚至，

在国内大家都称他是‘硅谷老炮’。他为此书

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以及亲身采访，花了 2

年半的时间。”何成梁说。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书系，一共有8本，最

后一本《虚拟人》，近日就要面世了。何成梁

说，《虚拟人》是人工智能最最前沿的。该书

讲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极大发展的未来，人

类可以通过克隆自己的思维实现永生，并还

可以获得人类身份，可以结婚、离婚、生小孩

儿⋯⋯

“但是，我们在推出这系列书的时候，国

内人工智能还不是特别热，alpha 狗也还没

有引爆大众的眼球，所以在出版的时候，我们

很担心读者会觉得深奥。”何成梁说。

但当书出来之后，很多读者甚至很多专

家都对这套书赞誉有加。

浙江文艺社
将独家出版莫言全部作品

最近，引进名编辑曹元勇，成立上海分

社，成为浙江文艺社的一个大动作。实际上，

还有一个更劲爆的消息，那就是莫言的全部

作品将独家授权给浙江文艺社。

建立上海分社，是浙江文艺社社长郑重

一直以来的想法。

郑重说，上海分社肯定是首先考虑曹元

勇，“一是因为老朋友关系，另外，他一直是浙

江文艺社《经典译丛》的译者。”

而外界传说的“高价挖人”，郑重否认

了。“曹元勇是浙江文艺社常务副社长，跟总

编一样的待遇，同时兼任上海分社社长。”

“曹元勇是纯粹的文人，一心想做好书，

其他运营、渠道、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都

是由杭州总部来提供保障。”郑重说。

接下来，上海分社主要是出好书，做好“大

家、名家”的书。莫言的全部版权签约浙江文

艺社，就是上海分社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

郑重说，曹元勇是莫言十多年来的责编，

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再加上浙江文艺社整个

的运营状况，以及我们对莫言释放的诚意，都

打动了他”。

郑重透露，莫言作品的新版本大概在十

月出版。

浙江人民美术社
给孩子换一种读古典的方式

在上海书展上，《农耕图》、《蚕织图》受到

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的关注。

这是首套中国古典科普绘本，由清代的

焦秉贞所画，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临摹。实际

上它源自更早的宋代，距今将近千年，是一本

古典版画作品。

定义为“科普”，是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农

耕、蚕织生产的图说过程，用了 23 个步骤来

分解两项古代重要劳作的主要流程，每一个

步骤都非常严谨，符合农耕和蚕织的生产的

系统性、科学性。

负责这套书装帧设计的，是多次获得“世

界最美的书”大奖的朱赢椿。他觉得在经典

的古人智慧前不需要设计，所以走了极简路

线，既可以阅读，又可以作填图游戏。

实际上，《农耕图》《蚕织图》的内容，之前

在浙江人美社的“古刻新韵”书系里就有。这

套书系目前已经出到第七辑，共四十多种。

“这套书设想是对中国传统版刻图像

资源作一个全面的整理出版，它带有基础

性与系统性。而此次出版的《农耕图》《蚕

织图》是对其中的部分内容的抽绎并进行

深度开发，具有专题性与延伸性。”浙江人

美社社长胡小罕说，“原来的做法是重现，

忠实反映原书风貌，比较朴实自然；而今的

做法是再现，带有当代阐述，对接今天的阅

读口味。”

关注紧扣时代的书写，成立上海分社，做可以填图的古典绘本⋯⋯

书展归来，看出版浙军那些心思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文 吴煌/摄

正在过去的这一周是书展周。上海书展

在周二落幕，南国书香节在周四结束，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在周六收尾。

今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是南国书香节

的主宾馆。而8月24日，首次在北京举行的

“2016 全球出版五十强峰会”上，浙江出版

联合集团排名第18位。

“任何一家有生命力的企业，或者是战略

目标清晰的企业，主业一定是突出的，不可能

是一个没有主业支撑的多元性企业。”这是浙

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一直强调并坚持的。

在这一系列活动之后，我们不妨来看看

浙江出版的做法。

就像童健说的，与其把时间和金钱浪费

在无用的讨论上，还不如允许大家试。“在各

种自下而上的实践中，我们发现有成长性的

项目，便给予支持，投入资本，倾斜政策。”那

么，试一试之后，会有怎样的成长？ 上海书展，浙江出版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