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城2006年6月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书城2006年6月号》

13位ISBN编号：SH1005-5541

10位ISBN编号：SH1005-5541

出版时间：200606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书城杂志社

页数：1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书城2006年6月号》

内容概要

复刊后《书城》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上海九久读书人公司协办。余秋雨任
名誉主编。

  除了邮局征订和书店销售的常规手段之外，新《书城》将在99网上书城进行独家网络销售。对于《书
城》曾一度面临的财政困境，九久读书人公司董事长、《书城》执行主编黄育海认为：“《书城》杂
志的经营问题主要出现在发行上。其实这样的人文杂志，在中国并不缺乏读者。缺的是有效的渠道。
所以我希望通过渠道的改善来打破《书城》发行的瓶颈。”

  12年来，各时期的《书城》被认为风格各有千秋，倪墨炎时代的“名家风范”，陈保平时代的“清新
小资”，沈灏时代的“翻版纽约客”，无论这些定位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但都被认为是中国文化
期刊界鲜明张扬的样本。

  复刊后，《书城》的内容风格也将有一定的变化。第一期的卷首语有这样的字样：“将我们心目中
的好文字大致描绘出来，那就是有知识而不空疏、有趣味而不枯涩、有见解而不平庸，再加上知识不
分东西、趣味不分土洋、见解不分左右。”

  做人文，不等于“做文人”

  内容风格变化的背后，是编辑理念的调整。黄育海表示，复刊后《书城》的文章除了话题好看，也
追求文字本身的质感，要更接近大众。对于读者就复刊前的《书城》是“北大后院”，“太圈子化”
的批评意见，执行编委彭伦表示：“‘做人文’，不等于‘做文人’，新《书城》力图更开阔的视野
。”他举例说，刚收到旅居伦敦的电影人郭小橹撰写的当代英国电影的评论，“像郭小橹这样身在海
外的年轻作者，带给国内的是对海外文化生态最直接最新鲜的观察与思考，文笔清新而不失分量。”

  彭伦表示：“也许可以说，在目前《万象》低迷，《读书》平稳的情况下，《书城》复出是一个好
时机。”

  《书城》岁月

  1993年创刊，由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主持，舒芜、萧乾、金性尧等老一辈文人出没其上。“资料
比较丰富，写手多为名家”成为当时《书城》的特色。

  1998年，《书城》划给上海三联书店，进入了陈保平时代，走的是轻松锐气的路线。张爱玲、村上春
树、伍尔芙等名字，取代了鲁迅、周作人，开始有人用“小资”来概括它的风格。

  2001年11月复刊的《书城》，由上海三联书店及《21世纪经济报道》合办，大量借鉴诞生于1925年的
美国老牌人文杂志《纽约客》编辑手法，走上了“城市阅读”的轨道，倡导“发现文字之美”和“思
想之美”。

  2005年12月《书城》再度休刊，2006年年初，《书城》由上海三联书店的主管部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接手，于2006年6月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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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城2006年6月号》

作者简介

引发“人文杂志遭遇寒冬”大讨论的《书城》杂志将于本月正式复刊。本月5日，新《书城》将以网
络销售和地面发行两种方式上市。据称，复刊后，《书城》将在保持海派传统的同时，对编辑理念、
内容风格、版式形态以及发行模式做新的尝试。余秋雨任名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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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附庸风雅蛮成功的杂志。。
2、受不了
3、没有原来的吸引人了。不准备再次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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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本名叫《书城》的杂志初次见面，是在高一的某个周末。怀着一颗好奇之心逛湘潭书市，在某
个书摊的混乱的书堆里，发现一本名叫《书城》的杂志，精致的封面宁静的文字让我如获至宝。只因
被打上“过刊”的标签，从原价10块降到2块，我毫不犹豫把仅有的五期全部买下。在那个年龄遇到《
书城》，现在想来仿佛是对我这种爱书之人的莫大赏赐。当年这本杂志既有着可以与《读书》相PK的
文字底蕴，又有着类似《城市画报》的精致活泼。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书城》就消失在书堆
里，消失在书市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再见《书城》，是四年后在北京五道口的光合作用，这本杂
志被摆在收银台的一个显眼的位置，期刊，12块一本。后来得知，几年不见它竟然经历了停刊复刊的
起起落落，我有点难过。这个时候的它已毫无当年的英气与灵动，取而代之的是不忍目睹的冗长与琐
碎。我也只是偶尔心血来潮买一本，用来打发诸如考试后的空虚火车上的无聊等等时光，其实更多的
，是用来回忆初次见面那无法言语的欣喜若狂。七年后，工作在湘潭，书市是每月必去的地方，我拜
托卖期刊的老板每个月帮我留一本《书城》。令人伤心的是，现在的它有着一颗老态龙钟的心，里面
尽是些适合发表在上个世纪的书评和人物志，好不容易几篇反应社会现象的纪实文章表现得却都那么
苍白无力。是不是经过几年的沉沦与挣扎之后终于学会了向这个世界妥协？代价，则是将曾经的坚持
深深埋葬。六个月过后的某一天，卖期刊的老板用抱怨的语气对我说，每个月也就进一本《书城》，
进价又高，只赚几毛钱还要花力气保管。“那好吧，没有下次了。”我轻轻舒了口气对老板说。从此
以后，这本名叫《书城》的杂志很可能就会再次消失在书堆里，消失在书市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从来就不去奢望有一本杂志能够陪我走到最后，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它只是在这漫漫长而又白
驹过隙一般的八年里的某些瞬间来到我身边，然后黯然离场，宛如烟花，虽不能持久，但至少曾经绽
放。于是，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里，我用以上的文字悼念一本名叫《书城》的杂志
。2010-9-8-23-49Music：《未央歌》by 黄舒骏 in 1988 （文章发表在校内.com的时候加了自动播放的音
乐）
2、之前一直有买，现在到底怎样了，总要读过了才能知道⋯⋯ps:怎么在苏州要买一本书城 感觉比登
天还难？
3、已经没有书城了　我买了那本告别刊　有种想落泪的感觉高二的时候偶尔读到一本书城　从此开
始疯狂的每个月找书城这么美的杂志　这么美的文章　书城上常见作者的名字　我都记得牢牢的　看
到他们的书　我总会看　在书城上　我第一次见到了毛尖的文字　我记得那篇文字＜雨在城市的上空
轻轻的落着＞　那是读高二的时候　当时我第一次知道　为文字而惊艳的感觉是怎样的　那是一个下
午　我喝着一杯绿茶　在那个堆满高中参考书的房间里　经历了很多年没有的感动　　在去年的一天
　我去了华东师大找毛尖姐姐　她不在　有老师给了我电话　我打了个电话给她　我问她是否可以跟
她读研　她说她带的专业是电影史　属于文学类的　外语分数线要　５８　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也许　也许　这也是一种缘分　有点无奈的　我亲爱的毛尖姐姐　对她　永远只能是一种仰望了
　　我选择了考本专业历史　外语分数线４８左右　也是我喜欢的东西　　这个选择不痛苦　可是　
有无限的遗憾　对于我最爱的毛尖姐姐　我不能跟她学习文学　学着怎样一边写着性感的文字一边过
着洒脱的生活．．．．　２００６没有书城了　已经没有了　我已经很久没看杂志了　我不知道失去
了书城还可以看什么　
4、想说几句鼓励的话：就从文章排版说来，新书城文章排版错落有致，工整且精巧，每一页都用巧
妙的暗格线将几块文章分开，一眼看上去整齐、美观、精致，且不失活泼。而旧版书城在这方面，我
认为，做得很不到位。文章观点独到与否、文笔是否老辣尚且不论，单单拿起书，深邃高妙且轻灵俊
秀之作以密密麻麻、浩浩荡荡、一望无涯之势呈现出来后，似乎用气势磅礴来形容作者文风也不为过
了。形式的美感尚不具备，终究难成典范。新书城在形式美和内容美的结合上，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
步。
5、99-2000年的时候,在书摊上看到一本16开的杂志,里面是报纸质地的,封面也设计地很怀旧,给人感觉
很特别.在很多精美地杂志中显得很显眼.再看看内容,一下子就给吸引住了.当时的总编是陈保平.很喜欢
杂志的风格.一发而不可收拾,总盼着杂志的到来.后来突然停刊了.等到再复刊时,已是人改物非.很是失
望.现在基本不看了.偶尔还把以前的杂志翻出来,有时能找到当时读书的感觉.
6、大学的时候在图书管中总是不停寻找的书，开始是看了其中的一期，然后开始寻找所有的往期，
一口气看了十几天，觉得还是不过瘾，就只能等下一期出刊了。毕业之后回到了洛阳，在这里几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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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这本书，但是也许出于个人本人的慵懒，或是出于工作的繁忙，还是在不轻易间忘记了这个每月
的爱好和习惯，也许是因为没有了大学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没有了大学的文字热情，或是没有了那种
安静的怡然，但是总是会在时而想起它！看来我还是需要它的，订一本，独自赏析！
7、《书城》总喜欢玩失踪，这是件悲哀的事。去年年底十二月刊上，吴士余先生又跟大家告了回别
，已不像再上一次朱朱写的那么伤感，但很坚决。果然，今年六月份复刊的时候吴士余的名字已经不
见了，很多老名字都不见了，多了很多新的。六月、七月，我已经认真看了两期新《书城》，每每看
着看着就容易想起老《书城》来。我真是不喜欢现在《书城》的样子，原来人们批评老《书城》过于
小资，但原来的《书城》好歹很有思想，很有见地，有的文章甚至很尖锐，但新《书城》却更多的沉
浸在旧人旧事、怀想钩沉之中，更多的仅仅关注“书与人”，完全淡化了老《书城》中对当下的思考
。感觉新《书城》更像《万象》，但《万象》我看的不多，也不能过多说什么，但一本杂志太像另一
本已经很成熟的杂志，总不是什么好事。七月的《书城》已经比六月的活泼了一些，也在“书间道”
一栏更加贴近时下——但这种贴近仅限于对于热点出版物与文化界成果的关注，而不是思想——在别
的栏目里也没有涉及，我不满足。比如，老《书城》在社会上讨论大学与教育制度的时候，它会选发
一些张鸣关于私塾、李零陈平原等人关于大学的文章，还有其他一系列关于社会制度、经济与政治的
讨论，不但好读，而且于我有关，真正让我觉得天下兴亡，我这个匹夫也有责；但新《书城》太多时
候在让我听它讲那过去的事情，其中涉及的很多人——恕我寡闻——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怀念父亲，
那个怀念老师⋯⋯诚然，这些人值得被您怀念，也都是各领域的学者，但假如只沉湎于过去，说实话
，这些人于我何干？老《书城》真正无愧于它的口号，让人认识“思想的美”；但新《书城》给我的
感觉就是“坐拥书城”而已。我不想像朱朱在那次告别的时刻写下的那些伤感的文字那样：只能“找
出以前的每一期《书城》，细细的翻读。”尤其在《书城》复刊后更不愿这样，这似乎更加伤感。过
去有些朋友们问我为什么每期《书城》都要买、都要看，我开玩笑似的说：只有看《书城》的时候我
还觉得我能深刻一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书城》有感情。在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内，我还会看
《书城》。
8、有些辗转的，在很多个上海繁华地带的书报亭得到“no&quot;的答复之后，我却在家附近的一个书
摊买到了2006年6月的〈书城〉。半年的等待，我迫不及待的在路上便拆去了封套，虽然封面封底的第
一印象已经让我心里一沉，我还是期待翻开书页，我会重获欣喜。然而，我无语了........兴许没有了封
面封底的跨页插画，还能勉强忍受，然而，没有了洁尘、杜丽、尘翎、颜峻......没有了犀利的话语，
也没有了那些或让你温暖或让你沉思的文字的精灵......更没有了那一帧帧看似拙稚却充盈着灵气的插
画......这，不是〈书城〉，不是我所熟悉的所期待的〈书城〉，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前两天在网上预订
全年的〈书城〉失败了，否者那将是多大的折磨啊，一整年！噫吁哀哉！〈书城〉已死！作为一介草
民，我辈能奈之何？呜呼呜呼，我无语，我唯能彷徨与无地。
9、宋朝诗人黄山谷有一句名言：&quot;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quot;我不比古人那
么警醒自身，然而也自觉渐渐无颜见人了。第一次读《书城》是因为毛尖的《姐姐》。我读了又读，
唏嘘不已，体味到读一篇好文章的快乐。那些看似跳跃却往往内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西，我们称
之为艺术的相通性。复刊后的《书城》，没有找到这样一篇情感充沛、精致流畅的文章让我快乐。我
很失望。我承认我是狭隘的，那些长篇累牍的评论、解读、观望，激不起我畅读他的欲望，抱歉。我
想起有段时间无意间买到的《文字客》杂志，是何立伟先生主编的，在2004年6月刊之前，它一直走着
冷眼看世界的路线，言论精辟，态度明晰，笔触犀利，篇幅精悍，看似漠不经心的言语间流露着生活
的智慧——我喜欢这样的杂志，打心眼里喜欢，真的。可是，后来⋯⋯后来它的文字轻飘飘起来，仿
佛不再是铅印的了，再后来，已经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了。最后，我还是喜欢16大开的样子，这样才
有杂志的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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