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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致力于出版领域深入研究，分三大部分展示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心得。第一部分关注出版理
念和出版组织的变迁，从出版史的角度回顾了出版业的传统、本质及发展，并以前瞻性的眼光探索了
未来出版业的前景及隐忧。第二部分侧重于消费行为与发行渠道的变迁，探讨图书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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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作者简介

何明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20年，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
究中心副教授。常年致力于当代中国出版史、书刊对外传播史研究，发表论文100多篇，并有《著述与
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
播60年（1949—2009）》（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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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出版理念与出版组织的变迁
中国传统图书价值观的当代意义
大学出版与现代学术品格的形成
资本时代的出版，需要哪些内功和定力？
为什么古代中国出版商大多是百年老店
中国农书出版小史
曾朴父子的“玩票儿”——真善美书店
传统图书生产成本定价理论的缺陷兼对读者细分定价方法的探讨
图书品牌价值的评估与测算研究
“精神旅行”——图书消费行为的特殊性研究
出版人的三张脸
科层管理，图书出版产业化之殇？
未来出版业，拿什么吸引时代青年的精英？
由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编辑出版“革命”的隐忧
金融与出版，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中国书业制度环境
第二辑  阅读消费与发行渠道的变迁
书店的面孔
贴身服务——“随军书店”启示
小人物何以能够做成文化大生意
由一百多年前的“购书品人”到今天读者学研究
图书宣传不能“目中无人”
图书下乡，60年轮回史
渠道变迁，引发的一场“出版革命”
向农民卖书，今天的出版界背离了什么？
栽种文化的常青树——出版社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会议营销，由盛到衰的历史
专业经销商的巧妙变身与图书业的整体升级
盗版的病根及其历史
出版社的“夫妻档”、“兄弟档”
高校教材，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发达国家大学教材与我国高校教材的对比谈
重拳击向高校教材三大软肋
连环画，阅读的生命何以如此之短
第三辑  出版技术与媒介载体的变迁
将阅读变为享乐——平面媒介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阅读革命
撕碎、撕碎，撕碎之后是拼接——远程教育教材出版启示录
解除中国大学教材根本之患的三大举措
主动迎接中国教育出版业的二次革命
《说文解字段注》与《客观知识》——我在这个时代的精神成长
“碎片化阅读”——移动出版的内容特征
银行害怕文化传播公司
农民也看“杜拉拉”？
口碑式营销，永远的魅力——《杜拉拉升职记》的购买因素分析
看书？看手机？大学校园里的阅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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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编辑推荐

何明星所著的《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紧紧围绕“中国出版的革命”，剖析了
新时期以来出版业发生的重大变迁，敏感关注出版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考察了出版理念和出版组
织的变迁、消费行为与发行渠道的变迁以及出版技术与媒介载体的变迁，对移动出版、口碑式营销等
新媒体传播等给予了专业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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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精彩短评

1、出版社出书的时候要是良心地标上文集就像为作者起个这么“良心”的书名一样该多好。【每个
研究出版问题稍有点现实关怀的人儿，最后都会变成炸药包，想法是不破不立，然而一问咋立呢，感
觉突然都不是大家的研究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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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精彩书评

1、《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是一本颇值得出版人和天下学人关注阅读的书。本书作者何明星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曾在新闻出版系统工作20年，对中国从古至今的书籍出版史颇有研究，形成
了众多有深度、广度的评论文章，在该书中精选收录了其2005～2010年期间在国内知名期刊、报纸发
表的与出版有关的评论文章39篇。作者文章观点虽仅是一家之言，但每篇文章都会启人思考，让人重
新审视中国出版业发展史及对当今中国文化生态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图书价值的当代意义》一文中
，作者开篇便点明“回顾中国近三千年图书文化史，‘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的图书价值观念是
今天图书出版界最值得继承、最珍贵的思想遗产。”该书的主旨也始终是在围绕图书出版的价值，作
者认为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的出版史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合而为一的。　　虽然中国图书
出版业30年来向着“量贩式”、“碎片化”、“浅阅读”、“商人逐利”的方向滑行，但笔者认为这
种时代化的出版流向造就了当今中国出版行业大象的体量，并使阅读人群得以逐步扩大，同时也在巨
大的象体之上养成了最宝贵的象牙部分，那便是越来越丰富的图书品类和越来越多的自由观点得以出
版。虽然出版限制仍受人诟病，出版人仍无法自由施展，但一种逐渐开放的趋势确是势不可挡的。笔
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将外国书籍的大范围引入视为“文化侵略”，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里，任何文
化的流入都将会被慢慢融合吸纳并排除糟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身是否拥有健康的机体，能否形成
良性的知识过滤和体内循环。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版行业能够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现代
文化予以出口，实现与国际文化的良性对流。人们不能一味批评出版商的逐利，我们批评的是部分出
版社和图书公司的过度逐利，丧失出版品格，而不是否认出版行业的营销权和盈利权。出版社和出版
公司首先需要获得生存的权利，然后才能谈及对传承、发展、发扬中国文化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探讨
出版的专著里，当然不能不谈及“移动出版”，作者分析了移动出版与当今快节奏生活的高度契合，
是人们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积少成多式阅读的一种有效方式，其本质并不是“内容创新”，而是
“在纸介辞书出版的基础上的一次知识服务升级”。移动出版的大潮来袭，出版人无处可躲，如何充
分利用移动媒介，让“内容为王”，使碎片化阅读与深度阅读、系统阅读相得益彰，这才是出版人要
思考的关键问题。原载于/《图书馆报》原作者/胡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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