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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书展是图书展示和销售的平台，是出版发行的主要模式之一，近年来蓬勃发展，受

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但早在 1862 年，我国书籍就曾出现在海外博览会上，这是近代

书业首次参与海外博览会，虽然并未形成规模，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也是我国书业展

览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由于当时书展并未形成独立的办展主体，书业参加海外博览会就

成为了我国近代书展的发端。直到 1937 年战争全面爆发，国内社会动荡，政府和各界

人士无心组织和参加博览会。因此，我国的各种博览会和展览会告一段落，书业展览也

相对停滞。本研究将在历史视野的观照下，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

和整理，历史性地考察书展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形态及其功能的衍变，以期分析书展

对于当时社会和出版业的双重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书展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形态，每种形态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发

展需求相呼应。首先，博览会事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兴起，为了展现中国“文化国家”

的形象，书业作为文化的载体积极参展，成为了中国参加海外博览会的重要行业之一，

形成了当时书展的第一个形态，即书业作为文化象征参加海外博览会，并通过对其参展

背景和参展特点的分析，阐释其对于彰示国家形象的作用；其次，民国时期国民意识开

始觉醒，寻求民族崛起的呼声渐高，国货展览会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同时催生出该

时期书展的第二种形态，即书业作为文化国货参加国货展览会，并成为国货宣传的主力

军，参与民族主义的构建；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西学东渐的影响，国家逐渐关注

国民教育问题，并开始广设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国民展示馆藏典籍，在这一背景下，馆

藏典籍展览就成为了晚清民国时期书展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以纯粹的展示为主，主要目

的是弘扬中华文化并推广社会教育。

晚清民国时期的书展对当时的出版业和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书展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使民营出版机构获得充分发展并

带动了出版技术的进步；二是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振兴民族经济、转变中

国形象和开启民智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晚清民国时期书展的意义也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丰富了早期书展的发展脉络，并从中发现我国书展的发展是一个延续和

拓展的过程；二是推动了书展与出版业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书展诞生于书业，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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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书展是出版业的中介，参与出版业的建构，始终与出版业保

持着共生的关系。

关键词：书展，晚清民国，图书展销，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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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书展，是图书展览会的简称，主要以图书展示和销售为主。纵观中国书展发展史，

书展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了历史洪流中。近代的书展发轫于晚清参加海外博览会，1862

年我国书籍首次出现在了英国世博会上，在此后的几十年间，随着我国博览会事业的兴

起和出版业的发展，书业参与博览会日渐活跃，各种书局和书业组织等团体积极参展，

力求取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效益。1937 年后，在战争的影响下，国内博览会

活动不断减少，少量的博览会也与抗战主题相关，书展随之失去了举办的平台。在出版

史的视域下，这一时期的书展开拓创新，产生了现代书展的部分特征，迎来了早期书展

发展的新局面，是中国书展发展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并可同时考察当时出版业的

发展状况。基于此，本研究选取 1862 年至 1937 年这一阶段，并对书展的发展形态及产

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1.选题缘起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出版业的发展，书展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关于书展的研

究不断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晚清民国时期的书展却鲜

有研究。早期的书展并未形成独立办展主体，这是该领域研究缺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我

国近代书展源于清末民初参加国外博览会。博览会是近代工业化社会的标志之一，作为

近现代文化的表征，书业是不少博览会的参展行业之一。早在 1862 年的英国伦敦世博

览会上，中国就有英文版的《论语》《大学》《中庸》等铅印书籍参展。在民国之后，

随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领军书局的建立，我国书业逐渐成为海外展览中的重要参

展行业，并极具组织和规模。据《申报》记载，在 1926 年的美国费城赛会中“商务印

书馆之汉字打字机，尤多引起美人之兴趣，孜孜请说明者不已焉，旁又有中华书

局……”
[1]
又有 1930 年比国博览会“教育品则均属各省各级学校教育之成绩、其他如中

华书局宋版之古书、商务书馆之华文打字机、外人见之、均露惊异之色……”
[2]
在民国

[1]华国费城赛会 我国与赛情形[N].大公报,1926-9-1（06）.
[2]比国博览会中中国陈列馆之概况[N].申报,1930-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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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后，国内展览会兴起，出版物是文化教育展览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了当时我国

书展的主要形式之一。1929 年西湖博览会是我国最为著名的国货展览会之一，规模宏大，

参加的国内外团体多达 1997 个，其中有诸多出版机构参与，从《申报》等一些史料记

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机构不论是在书业展示还是商业营销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书展是图书展销的重要途径，它可以反映我国历史的积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

步，对提升国家形象和民族主义建构有重要的意义，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研究对象。

晚清民国时期的书展形式多样，活动丰富，涉及出版物、出版人和出版机构众多，但是

纵观目前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出版史的叙述中，书展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尤其

是对书展发轫期的晚清和民国阶段相对忽略。回顾历史，当时的书展经历了怎样的衍

变？有着怎样的形态？如何参与了出版业的建构？因此，对当时的书展进行梳理和研究

是有必要的，在基础史料发掘之外，笔者欲将本研究置于彼时的社会情境之下，通过历

史的眼光思考不同时代的书展场景，对于我国出版史和现代书展业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

2.选题意义

本文的选题意义表现在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

在理论意义方面。目前，学界在晚清民国时期书展的相关史料发掘及其学术研究方

面稍显不足。其相关论述主要散见于与博览会有关的史料、文章之中。本文选取了书展

作为研究对象，以国内外两个视角深入、全面地发掘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主要形式，并

尝试从出版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当时的书展对于社会和出版业的双重影响。文章对晚清

民国时期我国书展的发展情况加以梳理，以期引起学界对于该领域的关注。同时，丰富

民国出版研究的版图，为出版史研究添姿添彩。

在现实意义方面。现代书展发轫之始，并未形成独立的办展主体，因此，我国书业

参加展览就成为了我国早期书展的形式。本文试图从我国书业的海外参展、国内展览和

馆藏典籍展览三个方面出发，对早期的书展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以期为当代书展

及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研究现状

本文为晚清民国时期书展的研究，但是早期书展没有独立的办展主体，相关资料所

见不多。不过，当时诸多博览会和博物馆的展览会中都有书业参与，因此不少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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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研究对此有所涉及。以“晚清书展”“民国书展”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文献

较少，基于此，笔者将集中于对我国书业参加博览会的相关资料进行检索，结合史料搜

集以及专著研读，主要从书展、近代博览会，以及博物院和图书馆为主的馆藏展览三个

方面对本研究进行综述。

1.有关我国书展的相关研究

书展是以图书展示和销售为主的展览会，我国书展起步晚于西方国家，发展也较为

缓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书展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各种书展鳞次栉比，对于书展的

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书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对于书展

本身的整体性研究较多，其次多关注于书展的功能。

（1）有关我国书展的整体性研究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出版业的繁荣带动了我国书展的兴起，仅几十年的时间，书展就

成为了我国重要的文化创意活动，发挥着出版业“窗口”的重要作用。王鹏飞和刘思源

[1]
梳理了中国书展 70 年的发展脉络，认为中国书展经历了自发、自觉两个阶段，是为数

不多的涉及早期书展形态的研究，对于中国书展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其他学者

关于书展的研究则多集中于近三十年，王耀华
[2]
的著作以画册的形式介绍了 1981 年以来

上海书展的历史及演变，趣味性与专业性俱在，是我国较早的书展类专著，通过经济发

达的上海市反思全国书展事业的发展。

近几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各种聚集性活动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书展业和学者都开始思考实体书展所要面临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王鹏飞和李萌
[3]
总

结了疫情开始之初我国云办展的概况，并认为线上线下联合办展会成为未来的常态。洪

九来
[4]
从书展的内生原因和新传播技术原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当下书展面临的困境，其结

论认为实体书展要直面问题，走融合发展的道路，适应社会的变化。

综上，国内学者对于书展整体性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对于书展发展的审视，书展面临

的问题以及优化路径等，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下，书展也因社会环境、技术、读者需

求等因素发生了不同变化，学者们的研究一般也围绕这些变化，对书展发展的新态势做

出总结、分析，并提供相应的建议。

[1]王鹏飞,刘思源.出版业的橱窗:新中国书展 70 年[J].科技与出版,2019(09):16-23.
[2]汪耀华.书展[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07.
[3]王鹏飞,李萌.云中漫步:2020 年的中国书展[J].出版广角,2020,No.378(24):27-30.
[4]洪九来.困境之由与破围之道:初论疫情下的实体书展问题[J].编辑学刊,2021(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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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我国书展功能的研究

书展的功能一直是我国学者关心的重点，基于书展的展销性质，不少学者从这个角

度出发，研究书展的营销功能。除此之外，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以及数字时代的到来，

出版“走出去”和一些拓展功能也走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对于书展的营销功能，不同学者的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刘宏
[1]
关注于书展的对位

营销，并提出书展的“展”不是目的，而是要创造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时代发

展，推动书展转型。姚旭
[2]
则是分析了图书交易博览会这一个例，对其功能进行了集中

分析，认为图书交易博览会最初就是以销售为主要功能而诞生的。截至今天，书展的功

能越来越多，但展销仍是不可忽略的首要功能。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我国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需求日益提高，书展作为

新兴的文化产业，承担了“走出去”的功能。蒋多和董光宇
[3]
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一

带一路”周边国家的重点书展作了评估，希望为我国出版业借书展“走出去”提供建议。

朱宝元
[4]
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希望在时代要

求下提升 BIBF 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除此之外，在社会书展不

断发展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其拓展的功能，应敏
[5]
、张齐婕和曾一昕

[6]
、张岩

[7]

等学者均从城市书展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城市书展对于建构城市文化，促进城市文化的

传播交流的作用，并针对其缺陷提出了改进措施。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者对于书展的研究较为全面，且与时俱进紧跟

社会热点，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较为多样化，但是关于书展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现代，仅

一篇提及过中国早期的书展，缺少对于历史书展的相关研究。

2.有关近代博览会的相关研究

博览会包括各种类型的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等，在近代中国，一般称为“赛会”。

海外对于博览会历史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不过国内对近代博览会史研究起步比较晚，

[1]刘宏.书展的对位营销[J].出版广角,2013,No.199(07):38-40.
[2]姚旭.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研究[D].河南大学,2016.
[3]蒋多,董光宇.“一带一路”周边国家重点书展评估与走出去策略研究[J].中国出版,2017,(06):7-12.
[4]朱宝元.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J].中国出版,2017,No.414(13):15-17.
[5]应敏.上海书展传播城市文化的功能优化研究[D].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20.
[6]张齐婕,曾一昕.新媒体时代我国城市书展的传播现状及策略研究[J].出版科学,2020,28(03):81-86.
[7]张岩.“可沟通城市”理论视角下城市书展的文化传播功能研究[J].出版广角,2018(16):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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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随着商会史的研究逐步兴起的。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博览会的研究多为对于中

国博览会事业的研究、中国与海外博览会的相关研究以及国内展览会的研究。

（1）有关中国博览会事业的研究

我国最早关于博览会的著作见于晚清民初时期赴外参展人的游记，如王韬《漫游随

录》
[1]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2]
等，其中都详细记载了作者在国外博览会中的见闻，

反映了当时国外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天津商会档案

和苏州商会档案相继出版，史学界从商会中注意到了近代博览会事业。但是直至 90 年

代，中国学者对于博览会的研究依旧沉寂，直到 2002 年中国成功申办上海世博会后，

相关研究才趋于活跃。周秀琴、李近明
[3]
撰写的著作是我国较早的研究博览会的专著，

主要梳理了世博会的发展历程，但是倾向于对每届博览会泛泛的介绍，缺少系统性的讨

论。乔兆红于同时期出版的著作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4]
，它对近代以来博览会事业的兴起

与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其兴衰起伏，并结合中国实例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通过对博览会本身的研究，使人们对博览会事业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之后的专题研究奠

定基础。

（2）中国与海外博览会的历史研究

鸦片战争后，中国已逐步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必然会卷入到西方兴起的

“赛会”热潮中，近代中国参与博览会是被动产生的。中国政府惯用“中国向来不尚新

奇，无物可以往助”
[5]
的理由拒绝邀请，但是随着中国参与博览会次数的增多以及中国

政府的官方组织，近代中国参与博览会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对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中

国开始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当代学者们也将目光聚焦在了中国与海外博览会的历史

研究之上。

大部分学者关注于中国参加海外博览会的综合性研究，通过整体性的分析，研究海

外参会对于中国的影响与意义。我国台湾学者对此研究开始的更早，也更为出色，其主

要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外文档案《各国赛会公会案》作为史料，

古伟瀛
[6]
利用量化的方法考察了 1866 至 1911 年间清廷参与的 287 次国际赛会，侧面反

[1]（清）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03.
[2]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08.
[3]周秀琴,李近明.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 history of world exposition[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07.
[4]乔兆红著.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08.
[5]赵佑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J].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6.
[6]古伟瀛.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J].思与言,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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