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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银川8月18日电（记者
侯雪静 邹欣媛）这个县城，有20余位
中国作协会员，省市级会员600余人，
县级会员1000余人，在全国各类刊物
发表了诸多作品。它就是西吉，位于宁
夏西海固地区，被誉为中国首个“文学
之乡”。

文学如同清泉滋润人们，将苦难
转化为笑容，正如西吉“文学之乡”授
牌词：“耐得住寂寞，头顶纯净天空，就
有诗句涌现在脑海；守得住清贫，脚踏
厚重大地，就有情感激荡在心底。在
这里，文学之花处处盛开，芬芳灿烂；
在这里，文学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的
庄稼。”

葫芦河是西吉的母亲河，西吉第一
本文学季刊就叫《葫芦河》。

1987年，在中学教语文的尤屹峰
同几名教师一起，成立了宁夏首个文学
社——葫芦河文学社。

起初，尤屹峰他们自费购买手拉油
印机和纸张，创作诗歌、散文，利用课余
时间在宿舍刻字油印，装订成48页的
《葫芦河》，免费赠阅。1991年，《葫芦
河》因经费、人员面临困难，被迫停刊。
2007年，在政府全额资助下，西吉县文
联重新刊印《葫芦河》。这本杂志尽可
能地接纳、鼓励创作者，并不断提高办
刊质量，成为西吉作家的摇篮。

从西吉走出的郭文斌、马金莲、了

一容、马骏、火会亮、古原、牛学智、火仲
舫、单永珍等一批实力派作家，不仅在
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全国也都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是西海固作家群的重
要力量。

他们笔下的文字，贯穿着乡土根
脉，见证着家乡盛衰轮回的岁月流沙，
也向世人展示着“文学之乡”的新气
象。

截至目前，西吉籍作家先后获得

“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国家级文
学大奖6次，获得“冰心文学奖”“春天
文学奖”等全国性文学大奖近40次、省
市级文学奖项近50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西吉籍作家、
诗人已有60余人出版了个人专著，100
余人（次）的作品入编国家级作品集。
如今的西吉，用一整面墙都放不下的文
学荣誉，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勤奋书写的

农民作家群体。
文学的种子已遍撒西吉——近

300个行政村，村村都有文化书屋，一
些农民白日耕作、晚上读写；全县校园
文学社20多家，创办校刊20多部，并出
现大量纯文学网络平台和账号。新一
代草根作家、校园作家雨后春笋般涌
现。

在努力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西吉
人民始终不懈追求精神富裕。

西吉文学馆前“中国首个文学之
乡”的雕塑。 新华社发

西吉作家照片墙。 新华社发

这个县城，有作家千余人

据新华社上海8月22日电（记者
孙丽萍）357家出版社、16万余种精品
图书、近30万读者、线下图书销售总码
洋同比增长约35%……2024上海书展
日前落幕，以一连串回暖向好数据提振
出版行业信心。

上海书展直面市场、汇全国出版
之精华，是出书人、写书人、买书人、读
书人面对面碰撞的最强“阅读能量
场”。

最历史、最未来
传统文化和新质生产力受关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北齐书》首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
学术名著丛书”第1000种发布，1225
卷、1800余万字的《唐五代诗全编》面
世……2024上海书展不仅以“一展之
力”集齐多个重要出版工程，也见证了
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活起来、火起来，
在读者心目中稳居“C位”。

《北齐书》五十卷，是唐朝李百药撰
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公元534
年北魏东西分裂到577年北周灭齐为
止44年间的东魏、北齐王朝兴亡史。
197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齐书》点校
本，由唐长孺先生主持点校，此次在上
海书展上推出的版本修订工作在原点

校本基础上进行。
看似“高冷”的史学巨著，在上海书

展上却吸引读者排起长龙。8月16日
晚，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齐书》首
发式的签售环节长达1个多小时，直至
当天书展闭幕，读者们才依依不舍散
去。

传统文化热，让学者走出书斋，也
打破了学术和大众之间的“次元壁”。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感叹，点校本二十

四史修订工程受到的关注比今夏的天
气还火热，“不一样的时代，让经典焕发
出不一样的光芒”。

2024上海书展上，另一个高频热
词当属“新质生产力”。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的《万物生辉——未来时空的科
技前沿》新书首发现场，无疑是2024上
海书展“院士浓度”最高的场合。该书
收纳26位院士专家在人工智能、生物
科技、天文物理、医学健康等未来前沿
科学领域的最新科普力作。院士大咖
们现场对话，干货满满。

“冷门绝学”亦有粉丝
年轻读者带来“阅读力”

解读宏观微观经济现象的《置身事
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关注街头流
浪者的《人行道王国》、描绘中国考古学
家群像的《荒野上的大师》、讲述晚清中
外交流的《远西旅人》……2024上海书

展热销书单上，赫然出现了一些传统意
义上“冷门”的小众题材原创书籍。

年轻读者有自己的阅读主张，善于
发现“小众硬核”的创新之作，不喜欢千
篇一律的老调重弹，渴望用新鲜的视角
打开人生和世界的宽广维度……多家
出版社编辑在上海书展感受到了来自
新一代读者的“阅读力”。

“薄荷实验”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旗下一个社科学术品牌书系，该书
系的理念是“像‘土著’一样思考”，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人、世界与自
我。这套图书备受年轻人追捧，今年
推出的两本原创学术著作《过渡劳动》
《生熟有道》，在书展期间反复断货、炙
手可热。

一位编辑告诉记者，阅读门槛较高
的专业图书可谓“冷门绝学”，但只要能
带来独特的精神养料，反而可以吸引忠
实粉丝。对于年轻读者，阅读是自我表
达的方式。

美食、文创……
阅读“溢出效应”可期

生煎、小笼……“海上点心”香味四
溢。《海派文化地图（精华卷）》新书首
发，上海老香斋食品有限公司为“非遗
美食与海派文化”夜读沙龙提供了诱人
美食，让读者多维度感受海派文化的独
特魅力。

买文创、集印章，2024上海书展衍
生品区域人头攒动。统计显示，为期一
周时间里，文创产品销售收入近500万
元。

联动线上线下、推动“文体旅商展”
融合——书展眼下已不仅仅是一场令
爱书人奔赴的阅读盛宴，更是激发文旅
消费活力的经济新引擎之一，其中蕴含
的潜力仍待深度发掘。

2024上海书展碰撞出最强“阅读能量场”

传统文化和新质生产力图书受追捧

2024上海书展现场。 新华社记者王翔 摄

2024上
海书展现场，
读者在阅读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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