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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总有它自身的逻辑。
2008年，在世界经济一片危机和恐慌之中，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时刻。
当世界把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中国身上，不得不正视今日中国的崛起之时，已经赋予了诸多命题以
历史的纵深感。
的确，谈论今天的中国，在赞叹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世人更多思考的是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中国
特色发展模式对世界的贡献与意义。
换言之，30年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进步，也赋予世界以丰厚的精神的、文化的和社会
的遗产。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不单单要总结回顾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还要深入梳理精神世界获得的进步以及嬗变。
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巨变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出版业作为一个行业或许
还不是最重要的第一方阵，但它所传播的文化知识、所催生的观念革新、所服务的教育事业、所掀起
的阅读热潮，以及它所孕育的产业进步、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所链接的世界通路、所面向的人类文明
，却又是30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鲜明影像。
中国书业在30年中与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步履如影随形，与每一个家庭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都或多或少地留存着图书与知识饥渴、与上学成长、与事业
婚姻、与亲朋师友密切“链接”的难忘片段。
书业，由此有了追忆梳理、鞭策励志的最广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回顾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书业自然不能缺席，也不应当缺席。
每一个领域的30年都是一个浩瀚的精神宝库，中国书业的30年也不例外。
从哪些角度切入既能与社会大众的心脉一同律动，又能精当地勾勒出中国书业30年事业产业变革的轨
迹？
《中国图书商报》，作为一份沐浴着改革开放泽露而生而长，一份以推进出版产业、关注国民阅读为
己任的中国书业的权威媒体；作为中国书业唯一面向产业市场又面向广大终端读者的权威专业媒体，
我们的确颇费了一些思量。
对主题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调整的过程。
2008年1月8日，《中国图书商报》即精心策划推出了大型专题报道“改革开放激荡书业30年历史烟云
”，用近20个整版篇幅，以专题综述和30忆、30事、30人、30图、30产业改革、30书业营销、30阅读等
板块形式，全景式勾画了30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历史性产业进展、激
荡起的历史性阅读文化烟云，同时发表了对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独家专访《改革开放30年给中
国出版业带来什么》。
既意料之中又略显始料不及的是，反响纷至沓来，业内外强烈关注，全国有上百家平面和网络媒体做
了转载。
这坚定了我们对书业与社会与每一个家庭有着最广泛和紧密的联系的判断。
11月18日，本报又以“风起云涌中国书业大变迁风生水起出版力量大检阅”为主题，重磅推出“30年
书业／力量百版金刊”，再次对中国书业30年的历史变革进行全景式、亲历性、板块化的梳理，同样
在书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在对书业作为一个产业进行历史观照的同时，我们全力抓紧筹划“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的大型推介活动，意图精心打造《中国图书商报》30年书业、30年阅读交相辉映的“双璧”。
该项活动是个一揽子计划。
经过反复论证、精心准备，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举办期间，于9月8日在北京隆重启动。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等20家大型媒体作为支持
媒体发布新闻后，迅疾在全国成为舆论热点。
出版界、文化界、阅读界等社会各界都对“300本书”推介活动给予了热情的关注，积极参与到这项活
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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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再度说明，图书阅读及其引发的文化现象，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文化“解放”之时曾造就
一个民族渴求知识的盛景，而在互联网冲击传统阅读形态的今天，仍会成为全民乃至全球高度关注的
共同话题。
不论技术手段如何改变、如何革新，人们追求思想、净化心灵、分享智慧、获得知识，“诗意地栖居
”的需求是永恒的。
一个民族的心灵成长，也必然地与阅读（不论是纸本传统阅读还是新媒体阅读）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这促使我们在筹划“300本书”系列推介活动中，能始终把大众对阅读的需求、向大众推介30年精彩阅
读的需求作为我们工作的重心。
由此，也就逐渐清晰了这样一个轮廓：围绕“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的推介活动，举办
一个推介书目揭晓的盛典暨召开“首届公共阅读文化论坛”，同时编辑出版三本图书，即《30年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另附300种提名书）、《30年中国人阅读心灵史》、《30年中国畅销书史》
，并将这三本书列入“中国图书商报。
中国书业书系”之中。
三本书从不同侧面勾勒了30年来国民阅读价值取向的变化、个体和集体的阅读心像，以及出版界围绕
畅销书这一大众阅读风向标在出版策划、运作机制、市场营销、作家培养、读者分析等方面进行的变
革。
直面心灵、留存历史、探究书业，写真中国书业流变与成长辙迹，推动中国出版产业温故知新、永续
发展，促进中国国民阅读进步进而影响世界华文阅读乃至全球阅读与文化交流，是我们的编辑宗旨，
也是《中国图书商报》作为一家书业权威媒体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上述活动以及组编的三本书有幸被列入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关改革开放30年105
种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及其“放歌30年”等系列活动之中，得到了有关主管部门的肯定与支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领导还以开放的胸襟促成了这一活动及出版项目与江西出版集团联手合作，由中国
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再次放大了活动和出版项目的效应。
我们殷切希望，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前瞻未来3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图景之际，《3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30年中国畅销书史》将作为一面心
灵之镜、精神之镜、时代之镜，既能烛照过去，更能点亮未来。
孙月沐（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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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一书系统的介绍了30年中国最大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外部物质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质上更为隐秘更为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心灵。
阅读的变迁史，更接近这个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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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上篇：改革开放30年个人阅读心灵史安意如：老天用一本书点化了我巴曙松：在我个人阅读
心态上要首先感谢金庸迟子建：20年我一直喜欢躺着看书党国英：读书人该思考什么样的书会让我们
着迷范稳：上大学后才发现许多经典没有读过方兴东：30年阅读我推荐四本书傅国涌：我的精神成长
史上最关键的年份葛竞：放一本书在你心里海男：16岁我藏在被子里开始读《唐璜》何立伟：此情可
待成追忆何明星：我在这个时代的精神成长何玉茹：1990年代：我的读书状态沉稳了许多红柯：幸运
之神胡泳：十年一觉网络梦胡作玄：我的30年阅读风景黄震云：走出“一本书主义”霍艳：阅读是最
私密的人生体验江晓原：30年阅读感受：快感越来越少李朋义：读书·读人梁小民：1980年代，那是
一个读书的时代林少华：由《古文观止》到村上春树卢周来：我的阅读史和改革开放同年麦家：我还
记得初二时读的第一本小说孟繁华：我读书的历史整整30年了聂震宁：读书就是一个人生命的需要邱
华栋：十年读书越读越少孙郁：30年问两个前辈对我产生影响滕洋：阅读是一次直击心灵的体验王建
辉：阅读的星空，斑斑点点王树增：侣岁的阅读现在看来依然留存着吴晓波：有些书是我一生的精神
导师晓航：到现在我的床头还放着《红楼梦》谢其章：30年买书记解玺璋：行也匆匆，读也匆匆徐江
：阅读印象徐友渔：我从1990年开始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徐则臣：我不会再像多年前那样，为找一
本书上蹿下跳许知远：寻找生命的本来意义严搏非：最想阅读自然阎连科：读小说和写小说：1980年
代全国人最愿做的事杨鹏：父亲为我设计一条以书为径的人生路杨文轩：心中总有一种豪情，于是新
一轮阅读开始杨早：“当代文学”从我们阅读生活中大步撤离俞晓群：路上，终难忘，依旧是书香张
宏杰：一个1970年代人的阅读历史张鸣：漫卷诗书喜作狂张炜：那个时代，读这些书我会被深深打动
钟健华：别忘了，请给我诗句中篇：改革开放30年，阅读文化流向变迁下篇：改革开放30年，中国阅
读状况调研报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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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古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乎应该是士人的标准生活状态。
到现在，人们仍然有这种观念。
幸亏古代的书籍曾经是写在竹简上的，一卷书没有太多的内容，不然这个标准显得过高。
对现代人，读一万册书和读一千册书的区别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太多书使我们着迷，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读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就是享受了。
当今世界，大量的书成年累月地被印制出来，其中什么样的书令我们着迷？
这是读书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不妨把书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关知识进步的消遣性读物，另一类则是反映了知识进步的书籍，真
正令我们着迷的书籍是后一类。
如果还有一类能称为“书籍”的话，就是说教类书籍。
如果一个人的心智发育正常，恐怕不会对这类书籍着迷。
近二三百年，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创造的速度大大提高，专业分工日益深
化，这使得一个人已经不可能领略所有知识领域。
我们真正能够阅读的反映知识创造成果的书籍其实并不很多。
抛开我们读不懂的书，让我们着迷的书籍更少。
知识的本质是对事实的陈述，经济学家喜欢对事实作出三类划分，分别叫做直观性事实、整理性事实
和标准性事实。
在大量直观信息的基础上，有人发现了其中某些信息的共性，构成了归纳性判断，这就使知识进步有
了一个飞跃；再有人发现不同共性事实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对世界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这就使
知识进步有了更大的飞跃。
在这两个知识进步的飞跃中，都需要分析的工具，如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
形式逻辑大概天生被镶嵌在我们的大脑中，只是镶嵌的牢固程度有所不同；而数理逻辑需要我们后天
学习，这就有了更大的难度。
唯其有难度，它才有了令人着迷之处。
在目前不同人文“学科”的类别中，主要是经济学系统地用数理逻辑来“整理”事实和“标准化”事
实，而好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基础上锻炼了自己，运用形式逻辑的能力更是不在话下。
这就使得经济学家之间有了可对话的语言基础，也有了检验知识真伪的统一工具，从而不会将自己再
分为不同的门户。
经济学家天然具有保守性，因为真正的“事实”变化起来是非常缓慢的。
当然，我也注意到当今中国不同的经济学家彼此打闹的时候也很是凶狠，但我想那不是经济学出了问
题，而是打闹者出了问题。
这也不妨碍我对经济学的着迷。
这几年，总有人把说教看做是“思想”，把故纸堆看做是“文化”，但如果你仔细翻检一下这些东西
，发现其中没有经济学家关注的任何一种“事实”，只有书斋里想出来的假概念、假逻辑。
这决定了你对它的阅读不会有任何快感，除非你有很大的兴趣去关心“思想交锋”或“文化冲突”。
“人为什么活着”、“彼岸世界是否存在”，这样的话题几千年前就有了，现在重提，还是了无新意
。
有了上面这些想法，我大概就容易被看做是一个“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说实话，我还真高兴能戴
这样一顶帽子。
近些年阅读经济学的书少了，而阅读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愿望却强了许多，但这种阅读的背后
，仍然是我对经济学的着迷。
人们活在世界上总在“交易”，过去经济学家关注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其实，各种公共领域发生的
“服务”之间的直接交易，也依循着经济学家所揭示的规律。
用经济学的工具，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其他领域的书籍，发现它们的瑕疵，给出对问题的新的解释，
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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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提出关于民主政治主要决定于需求而非所谓人口素质的观点，关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是
稳定的社会的观点，关于组织结构决定领袖行为的观点，都基于经济学的认识。
这些工作使我读书显得庞杂，但因为其中坚守着经济学的逻辑，倒也不觉得领受知识时通常发生的迷
惑与疲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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