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价格不算高

对于绝大多数出版业者来

说，现在图书的价格并不算高。
“一般图书定价在三四十

元，也就是喝杯咖啡或看场电影
的价格。 如果不谈精神属性，仅
从时间上来说，一本书的阅读时
间少则几天多则数月，但看一场
电影前后也就两个小时。 ”一位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如果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做

比较的话，美国一本图书定价折
合人民币约 150 元，中国台湾和
中国香港出版的图书折合人民

币约 60 元， 而日韩的图书定价
也都在 60 元人民币之上。 如此
来看，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图
书并不能算贵。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宋女

士表示， 很多图书网站都有活
动，所以总体并不贵，不然也不
会“买书如山倒”。 “各个网站折
扣以后的书感觉总体都很便宜，
而且对比境外的价格，感觉境内
图书的定价太良心了。 ”

读者：经常买有压力

然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大部分人觉得书还是太贵了。

定价动辄三十多元，甚至四
五十元，尤其对于尚未工作的学
生群体来说，这个价位还是偏高
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
学生群体，碍于书太贵，只能通

过淘宝、当当网等电商平台去买
一些打折书。

如果把图书定价占人均收

入比重与境外相比，目前境内图
书平均定价为 31.7元，去年我国
人均可支配收入 28228 元，单本
图书的定价是总收入的万分之

十一。 美国图书的定价在 20 美
元左右， 如果以 2017 年美国人

均可支配收入 45480 美元，单本
图书定价是总收入的万分之四

点三，前者是后者的 2.5倍。如此
看来，境内图书定价并不便宜。

“我觉得现在的图书定价 ，
如果要经常买的话，还是很有压
力的。 ”在广告公司工作的黄女
告诉记者，平时主要买平面设计
和广告类的书，就会去豆瓣或者

知乎上找找这类书的推荐或评

价，“不过很多时候我想看的那
本书并不是我最后买下来的那

本，主要原因就是价格。 ”

要让更多人享受阅读

在业内人士看来 ， 图书制
作和销售周期长 、无法工业化

大规模生产 、 资本周转率低
等 ，都是造成图书成本高昂的
原因。

不过，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
品，其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成本
价值。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业务部副主任谢锦看来，对于出
版人来说，卖书营利并非最终目
的，而是要培养一种全民阅读的
习惯。

“包括最近火热的朵云书
院， 集团不光在图书内容上下
功夫，也在阅读空间上下功夫，
通过开设更多有特色的实

体书店 ，为读者提
供一种全新的阅

读体验。 ”谢
锦说道。

有人说，

图书在装帧上应去繁为简， 对此
谢锦有不同的看法 ， 她认为 ，
图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物

质载体 ， 在艺术形式上也同
样重要 ，无论是读者 ，还是出
版人 ，都要打破对于传统精装
书和平装书的偏见。

“精装书并不等同于精品
书 ，如果内容粗陋 ，再精美的
设计和装帧都无法让一本书

称得上有价值 。 ”谢锦认为 ，不
能为了追求书的精致而脱离

了内容本身 ， 而是要量体裁
衣 ， 以有价值的内
容为基础 ， 铸就一

本让读者爱

不 释 手

的好书。

今年上半年新书平均定价 31.7元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现在买书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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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到底贵不贵，一直是大家争论的话题。出版行业觉得书

太便宜，读者却觉得书太贵。据中金易云大数据平台发

布的2019上半年实体书店数据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书平

均定价31.7元。这个价格算贵吗？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在2019

上海书展上寻找答案。

每一年的上海书展，序馆里
都有一件大事，就是进行“最美
的书”颁奖仪式暨获奖作品展览
开幕式。 究竟何为“最美”？ 又为
何要为图书举办“选美”？劳动报
记者日前专访了 “中国最美的
书”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祝君波。

美包括前卫性和探索性

对于“中国最美的书”，近年
来有业界人士质疑该项评比“过
于小众”， 一些个人设计师花大
价钱购买书号、自行设计并制作
成册后参评———书美则美矣，但
因成本过高、印量有限，在各大
书店难见踪影。

这种做法，是否会成为设计
界小部分人的自娱自乐，从而失
去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呢？ 对此，
祝君波举了一个例子：“模特在
T 台上走秀穿的衣服很美，但你
会在日常生活中穿出去吗？你虽
然不会穿，但你会不去看？ ”

“我们往往习惯了归纳和总
结， 而忽视了事物的多元化，这
对文化、艺术往往是有害的。”在

他看来，设计不需要太多的统一
性，设计最需要的是“合理的个
性”———其重点不在乎 “合理”，
而在乎“个性”。这其中包括充满
了想象力、前卫性和探索性。

在祝君波的观念里，“最美
的书”代表的是新理念、新技法、
新形式、新工艺和新材料的探索
空间，不能用一般书店的书去要
求。 至于有越来越多个人设计师
参与“最美”评比，以此谋得个人职
业生涯上的“加分”，他认为并非不
合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别人？
我们需要的就是百花齐放！ ”

由来已久的莱比锡情结

祝君波的莱比锡情结由来

已久。
40 余年前， 他被分配进上

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当学徒。
从许多来自人民美术出版社的

老职工那里，他得知，原来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参加莱比
锡书展时就曾获得设计金奖，引
得出版界人人为傲。 从此，莱比
锡三个字便深深地留在他的记

忆中。
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朵云轩集木版水印能工巧匠数

十人，以五年的时间精雕细刻完
成了明代《十竹斋书画谱》的重
梓工作，一色的木版水印、宣纸
旧墨，悉仿古制，达到了乱真的
境界。 此书 1989 年在莱比锡设
计评奖时， 引起评委的高度评
价，临时特设了国家大奖。

因值冷战时期， 政局变动，
奖杯几度辗转来到上海，已是民
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之时。中
国出版界送书参加莱比锡设计

奖的渠道也就此中断。但作为一
个出版人，祝君波的莱比锡情结
还是难以割舍。直至 2001 年，他
调到出版局工作，才又开始了中
国图书重返莱比锡的道路。

2003 年初夏， 祝君波和吴
新华负责策划举办了“中外书籍
设计作品展”。在展览的基础上，
又组织了首届 “中国最美的书”
评奖。经过投票，《梅兰芳藏戏曲
史料图画集》 等 16 本书被送往
莱比锡。其中，《梅兰芳藏戏曲史
料图画集》一举获得“世界最美

的书”金奖，实现了零的突破。次
年 3 月，祝君波率领我国第一个
设计家代表团访问莱比锡，捧回
了奖杯。

对书籍的审美正在改变

也是这年秋天，“世界最美
的书”受邀来到上海刘海粟美术
馆展览。 祝君波说，正是从这次
交流中，德国人看到了中国设计
师作品所具有的东方神韵，看到
了中国人的热忱、好学。 而包括
吕敬人、陶雪华、张志伟、袁银昌
等在内的中国设计家，以及前来
观展的观众，则发现原来在这十
几年交往隔绝中，国际书籍设计
界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审美
理念、新的设计技法。

“以往我们把书的评奖分为
封面奖、 内文设计奖和图奖，这
种割裂开来的审美方法已经过

时。世界最美的书已在倡导美的

综合性和统一性， 强调封面、内
文和插图必须皆美。设计师营造
一本书的氛围， 包括其视觉、触
觉和音乐。 欣赏一本书时，尽可
能要使读者感觉到赏心悦目、手
感舒适，而且在翻阅时产生节奏
美和韵律。 ”祝君波总结道。

他仍然记得 ， 自己上世纪
70 年代在朵云轩当学徒的日
子。 仿佛穿越回隋唐，每天拿着
古老的拳刀，在桃木板上刻制雕
版书，每天刻一二十个字，十几
个人花几年时间，才能刻成一本
雕版线装书。 “记得那会儿我亲
手刻的一函四册宣纸本《稼轩长
短句》，定价人民币 28 元。 当时
人穷， 这简直是个天价， 限量
300 本都卖不出去， 如今在拍卖
行被标到五六万元一本。 ” 他坚
信，书籍设计也会迈向这样的未
来：更少，但更精致。

■劳动报记者 唐一泓
本版摄影 王陆杰

中国图书之美，美在何处？

出版界“中国最美”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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