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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就是那些读者，作者就是那些作者。想让书找到知音，让读书人找
到自己喜欢的书，能改变的只有衔接二者的中间环节。

与所有书籍卖场努力做成书籍大超市以全取胜相反，目前新的书籍销售
潮流竟是少而精，以少制多，以独特价值观和调性为媒介，利用社交媒体寻
找特定读者，让书找到自己的朋友。

每周专注一本书

在日本东京银座的铃木大楼，有家只卖一本书的小书店——森冈书店。
大多数踏进书店的人，走时都会带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书店老板森冈督
行和他的搜索团队分析社交数据，浏览大量图书，根据出版信息、销售信
息、用户的读书兴趣等，精心挑选出的人们最可能感兴趣和他们认为最值得
推荐的书。他们在店内摆放书籍中研究的真实花卉，展示刺绣书作者的刺绣
作品，请作家来书店与读者对话，让读者深入探索一本书，发现阅读的乐趣。

森冈督行的第一家书店有200种书却顾客寥寥。他发现很多人进书店并没
抱明确目的，不过是来挑挑捡捡。很多时候，他们在几本书之间纠结，最后
买回家的是“注水的猪肉”。而在举办新书发布会期间，许多人只为那一本书
来到书店。他想：少或许就是多，书店或者可以靠只卖一本书生存下去。他
想帮读者挑选“新鲜的牛肉”：收藏一件精品比收藏一麻袋垃圾要有价值得
多。于是他开了第二家书店——“一室一册·森冈书店”，每周只卖一本书。
开业半年后盈利，而且很有影响力。出版商请森冈书店推荐他们的新书，作
家也希望来参加他组织的讲座，有些公司领导一下子买几百本森冈的书发给
员工。森冈认为，书是一种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物体，这种吸引力会长存下去。

共同价值观的吸引

中国的微信书店“罗辑思维”与森冈书店有某种神似——它仅仅通过60
种图书，不到1年时间就实现了1亿码洋书籍的销售。

罗辑思维是一个以微信公众订阅号为核心的影响力较大的互联网知识社
群，它的口号是“有种、有趣、有料”，倡导独立、理性的思考，凝聚了一大
批爱智求知、积极上进、自由阳光、人格健全的年轻人，所以推荐的具有相
同趣味和价值观的图书受到热捧，无论是 《金雀花王朝》《午夜将至》 还是

《忽必烈的挑战》，均刷新了社科文献图书单本单日单渠道的销售纪录，充分
激发了图书增量市场。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举办的“中国学术出版年会”上，罗辑思维
图书项目负责人李倩说：我们尝试的是中国图书别样的营销方式。因为跟读
者有紧密的连接，所以罗辑思维知道我们的用户在哪里，大家喜欢什么样的
书。中国这一波中产阶级是靠读书走出来的，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之后，
对图书品质是有要求的。我们敬重对知识、对学术有敬畏的人，为读者做过
滤，希望通过互联网，让更多可能走出大学校门之后不怎么买书的人重新买
书、读书，在更大的人群里面找到知音，把好书卖一个体面的数量，让真正
做学术写书的人能够得到市场的供养和支撑。

独特调性聚合相似人群

有20年专栏写作经验，写过百万销量著作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早就意识

到思想交流和传播方式在渐变——中国的媒体由单纯的官媒状态，慢慢加入
晚报等都市报，再到新闻门户、博客及后来的微博和今天的微信，亲历着自
己的文字在纸媒甚至在FT中文网这样的专业财经门户中所产生的回声越来越
弱，一度感到“我正在失去我的读者”。发现人们正慢慢把信息交流和传播嵌
入到社交环节中，2014年5月，他开通了自媒体公号——“吴晓波频道”，目
标人群定位在白领、中产以上人群。600天，频道粉丝突破100万。

过去，我们从实体的新华书店、民营书店或当当、亚马逊、京东等网络
书店买书。但去年以来，中国书业的发行中盘商出现了新面孔，“电商+社
群”的新模式开始兴起，作为新的营销终端，逐渐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
量。“小小包麻麻”公众号创始人贾万兴认为，公众号要有自己的调性，好像
谁也不会去麦当劳里点炒肝，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样才能聚合相似的
人群。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具有自媒体联盟属性的
妈妈社群电商大V店，2015年累计上架图书2100多种，绘本占比90%，他们
采取“电商+社群”的方式，图书销售额已经过亿元。接力社在大V店上架品
种 127种，销售码洋 1200万元，在少儿出版社中排名第一。“边社交边卖书”
的模式反过来对出版业的选题、销售渠道、营销模式、组织架构产生影响。
社群电商精准营销，目标群体极为清晰，订数准，零退货、零积压、回款周
期短，库存周转率高，这对整个出版行业来讲，无疑是重大利好。

以少制多 独特调性 精准销售

让书找到自己的朋友
本报记者 张稚丹

初识曹锦清的大名缘于他的代表作 《黄河
边的中国》，书友的强烈推荐激起了我的好奇
心，迫不及待地觅了来读，近800页的大书一周
之内就读完了，深感震撼！这之后，我在旧书
店淘书时，凡曹锦清先生的著作必先收归囊中
而后快。

事有凑巧，我有位同事曾在华东理工大学
求学，和曹锦清先生取得了联系，先生很爽快
就答应了我们两个年轻人登门拜访的请求。一
如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坦诚随和，平易
近人。

普普通通的三居室，家具陈设也都有些年
头了，先生没有任何客套，平和地把我们让进
了书房，只见两壁的书橱顶天立地，如同置身
书的海洋，这里才是房屋主人真正的“琅嬛福
地”啊。

虽是初次见面，但作为读者和学生，我们
早已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因此并不感到局促和
陌生。话题从 《黄河边的中国》 说起。先生非
常健谈，而且记忆力特别好，聊起深入中原腹
地进行田野调查的难忘经历，如数家珍。上世
纪 80年代，大量西方人文译著进入中国，知识界
在读书求知中开始了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反思，
有人在“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比较中失去
信心，有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慨叹人文精神
的失落，有人在对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中感
到迷惘，中国的真面孔在哪里？中国人的真精神
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曹锦清先生走出书
斋，返回实证，直接阅读中国社会生活这本大书，
着眼于中国“是什么”，而非在西方价值体系里中
国“应该是什么”。那些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
从解剖麻雀入手，获得了理解中国社会的第一手
资料，他把自己的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结
集成《黄河边的中国》一书，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学
者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还有一份真挚的家
国情怀。

曹锦清的书架上，整排整套的 《毛泽东文
集》《毛泽东选集》很是醒目，书桌上还摊开放
着一本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可见先生对
于研究毛泽东颇有兴趣。我平素喜读中共党
史，对领袖人物的传记亦有涉猎，就请他谈谈
看法。先生略加思索后指出，毛泽东是绕不开
的历史人物，若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内在
规律的判断，无人能出其右，他深知国民党蒋
介石无力赢得民众，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必定败北，他有必胜的信念和成
就事业的方法，由此奠定的领袖地位坚不可撼。曹先生告诉我们，了解毛
泽东的哲学思想、辩证法思想，《矛盾论》《实践论》 等名篇尤其值得精
读，感兴趣的文章做好标记，汇编起来重点读，再挑出有启发的篇目逐字
逐句精研细读。

征得同意后，我们饶有兴味地“逛”起了曹先生的书架，发现既有凯
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有哈耶克的 《通往奴役之路》，还有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些书的观点可是大相径庭
啊！曹先生说，读观点相左的书，主要是看其论述的方法。妙哉斯言！言
简意赅，却有醍醐灌顶之效。

我带了几本曹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他说：“好啊，拿来我签。”
先生在《中国七问》的扉页上题道：“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前夜，自觉承担文

化复兴的重任。”看到1995年出版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说：“你
还有这本书呀？这本书很难找了。”他拿起2000年9月上海文艺老版的《黄河
边的中国》说道：“这部书上海文艺最近出了修订版，是上下册。”我说：“这本
书是钱谷融先生的藏书，老先生因为家中装修，书没地方放，分送给友人一部
分，我有幸得到了这一本，是第一次印刷的初版本呢。”

1988年3月学林出版社的《现代西方人生哲学》，是曹锦清先生的第一部
著作，他在这部书中对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哲学家
关于人的哲学思想做了介绍和评述，是该社人文丛书的第三本，我读大学时
找了十几家旧书店才买到的。曹先生点点头：“这本书也不好找了。”

与先生聊天，听先生讲座，请先生签名留念，就像阅读一部精彩的大
书，书中有学问，有情怀，有育人，有信仰，还有毫无保留的爱。真想再
去他的书房，看他点燃一支烟，坐在洒满阳光的座椅上，谈学术，谈读
书，谈学界人与事，谈他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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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王林起 （渡部宏一） 和 3 个弟妹随参加开拓团的父母来到中
国。战争末期，6口之家只剩下他自己。“由于饥饿和疾病，我已奄奄一息，
是我的中国养父母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在中国75年：日本二战遗孤自述》（西苑出版社出版） 书中，80高龄
的王林起回忆在中国的75年，有依偎父母身旁的童年和坐在中国父亲自行车
上的难忘时光，有1945年失去父母弟妹的不堪回首，有他神奇地从记忆中搜
索出童年线索找回自己出生故土的经历，更多的是对中国父母、中华民族的
感恩。2011年，时任日本驻华大使的丹羽宇一郎亲手将日本政府的感谢状呈
交给王林起的中国妈妈贾凤朝。 （翟维纳）

文字的出现及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有鉴于此，2014年
初，文化部非遗司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共同启动了“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
文字书写与传播”专题资源库项目，对与我国各民
族文字相关的非物质遗产进行影像史料和传承人口
述史料建设，并于年底举办同名大型展览。《我们的
文字》在此基础上结集而成。

《我们的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记
忆项目中心编著） 首先梳理了文字发明的历史：原
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和字母文字时期。值得
注意的是，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古典文
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文字和玛雅
文字，都已经在历史中消散。汉字为什么能流传下
来，且广泛传播，对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带来深
远影响？

传说仓颉造字，第一个是“人”字。仓颉苦思
如何表达，偶遇蹄印而不辨，有途经猎人说：“我想
这应该是貔貅的足迹，因为任何野兽的蹄印都有其
特征，只要抓住特征就能分辨。”仓颉醍醐灌顶，做

“人”字——所有四肢动物，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并用
双手劳作。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在“抓住特征”的
核心概念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一个汉字，就是一幅
活泼生动的简笔画。就算隔着遥远的时间和空间，
汉字生命力仍然新鲜强劲，让人一眼恍然，心领神
会。科学实验证明，即使是患“阅读障碍症”的美
国儿童，也能很好地理解和记忆汉字。

从汉字的起源可以看出，它是模拟自然形象而
造出的，即使简化了依旧包涵大量的信息。西方的
文字，以英语为例，“人”是human，是以音符字母
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它可以以数量极少的符号来表
示无穷的声音组合，但每个单词本身却无法直观地
表达意义。最早的汉字以象形和会意为主，后来还
发展出形声、指事、转注和假借，合称为“六书”。
每个汉字都是一个有完整含意之象。每个汉字的出
现，都仿佛是一个令人遐思不尽的艺术品的创造过
程。这也造就了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根本区别。
不同于西方的抽象、科学、逻辑和系统性，中国人
总是更感性，更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典型的表现，可以书法为例。唐代李阳冰论书
法之道：“于天地山川，得方面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
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
鱼虫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它充分表明，中国人善于化自然万物
于自身。中国诗托物言志歌以咏情的意境、中国画水墨丹青留白空间的
意韵、中国建筑山水风光融为一体的氛围、中国音乐婉转悠扬欲说还休
的旋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汉字体系看做一棵大树，它根植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肥沃土壤，奔涌在这棵大树血脉之中的，是中国人得
天地之造化，沐穹苍之熹微的哲学思想，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干、叶片
与累累果实，便是中国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小说散曲、茶艺花道、
民谚俗语，甚至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伦理等等。
从文字中生根发芽的中华文明，再一次通过该书，向世人展示了它无与
伦比的魅力。

《红楼梦》，一本全民叫好的大作，不光是书店里的常销书，也是许多红
学家们吃饭的根据地。但是，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多数人还是不甚了了。
我的一位朋友劝他儿子读一读《红楼梦》，因为是名著，因为大家都说好，不
读该书，好像没有文化似的。他儿子好歹读完了，问其感想，儿子说：全书
都是哼哼唧唧的女人，就一个男人，也跟女人似的。童言无忌，这种坦诚表
达的阅读感受，不能说全无道理。

《红楼梦》 版本甚多，注家也不少，说什么的都有。鲁迅反对 《红楼
梦》 研究中的主观随意的态度。他说：谁是作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
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
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批评上述对 《红楼梦》
命意的种种主观主义的看法后，鲁迅说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为宝
玉看见了太多的庸俗和死亡，于是有了大苦恼，世上不幸人多，他自己也
是其中一个。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史的高度，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他说，《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
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1934 年，鲁迅在为英译中
国短篇小说集 《草鞋脚》 所作的 《小引》 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了他对 《红楼

梦》 空前绝后地位的肯定：“在中国，小说是
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
八世纪末的 《红楼梦》 以后，实在也没有产
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红楼梦》到底好在哪里？首先，它是一部
具有新思想的作品。作为一部成书于封建社会
晚期的小说，该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制
度，对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批
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自由

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其次，这本书写得极为精致，虽然作者才情丰茂，
也还是用了毕生的心血。我以为，读《红楼梦》，要记住这两点。

反观今天的文学作品，最大的弊病就缺少思想的穿透力，作者本就没有
独步天下的思想优势，虽然故事奇诡人物特别，到底没什么新意。有人将这
种现象完全归咎于外部环境，也不是很对。清代的文字狱很厉害，为什么曹
雪芹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我以为，关键是作者要有一颗向往自由、追求美
好人生的灵魂。俗话说，睡不着觉怨床歪。不突破写作和自身的局限，便找
不到文学创作的正路。

一切艺术都需要精致，文字也是如此。《红楼梦》写的就是些家长里短的
故事，就是腻腻歪歪的爱情，但它很精致，比如刘姥姥吃过的茄子，比如晴
雯补的孔雀裘，比如庭院树木，比如布料的来由以及那些古怪材质的饰品和
摆设等等，都很精美。人物的闲谈、对诗、饮茶、应酬，也都精致，让人从
踏踏实实的细节处触摸到一个时代的体温、色泽和弹性。再就是作者的精
心，十年辛苦，增删五次，对艺术何等认真何等敬畏，对自己的作品何等负
责任！现在的作家，能有几个做到？

能记住这些，也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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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战遗孤自述在中国岁月日本二战遗孤自述在中国岁月

《红楼梦》的两个好处
王兆军

右下角亮灯的屋子为只有几平方米的森冈书店右下角亮灯的屋子为只有几平方米的森冈书店

曹锦清在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