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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旧书市场可真得劲啊。”某

个周末，机械专业的研二学生韩鑫彪从

书市回来后感慨。那天他一口气买了

14本书，花费仅 39元。

95 后女生郭芸琦是图书行业从业

者。她经常在线上和线下旧书市集

“ 淘 ” 书 ， 旧 书 在 她 的 书 中 占 比 约

80%。“很多二手书的价格更低，更何

况看起来和新书差别不大。”

5 月 15 日，“旧书新知·读书育人”

高校旧书市集暨 2025 中关村毕业季特

别板块走进国际关系学 院 ； 4 月 23
日， 2025 金陵旧书市集在江苏南京

开 市 …… 如 今 ， 旧 书 在 线下书市备

受青睐，身影遍及各个角落。不仅旧

书市集在各地先后举办，在不以它为

主要特色的很多书市，也会开设旧书

板块。

线下市场活跃，线上平台同样如火

如荼。目前，旧书网上交易平台孔夫子

旧书网已有 2200 多万用户，且数据每

日都在增加。现在每日新注册用户有

6000人左右，3月份开学季，最多的一

天新注册了 1.3万余人。

在新书层出不穷的今天，为什么有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看旧书？旧书的魅力

在哪里？

“淘”旧书的过程犹如开“盲盒”

郭 芸 琦 对 于 旧 书 的 关 注 始 于 大

学。那时她喜欢去旧货市场或古玩

城，有一次偶然看到了 《乌龙院》，这

是她小学时非常喜欢的漫画书。郭芸

琦当即把书买了下来，她与旧书的故

事就此开启。

“以前很多人不能接受旧书，觉得

它们又脏又旧。”郭芸琦觉得，如今旧

书市场比几年前更加规范，很多平台收

到旧书后，会对书籍进行翻新消毒，读

者能够放心地购买。此外，如今旧书的

展示平台更加丰富，便于读者了解信

息，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旧书。

在孔夫子旧书网（以下简称“孔网”）
总经理孙雨田看来，旧书展示平台的变

化更多体现在线下。“以前二手书交易

更多集中在线上，近年来线下交易更加

活跃。”和线上购书不同，线下书市的

现场体验感和互动性，有助于营造全民

阅读的整体氛围，让更多的人看到二手

书，增加对旧书的兴趣。

起初，韩鑫彪只知道潘家园有一个

古玩市场，出于对铜币的兴趣，他来此

闲逛，才知道这里有一个旧书市集。在

此之前，他只在苏州逛过一家售卖二手

书的书店。韩鑫彪坦言，价格是旧书吸

引他的主要因素。平时他不会特意关注

旧书市集，但如果刷到活动信息，就会

来现场。

前不久，建筑行业从业者宁若安到

山东济南旅游。她到附近的公园闲逛，

意外发现了旧书市集。从防身术到照片

制版工艺，再到揭秘大事件，那天她买

了 3本书。宁若安对旧书的关注始于学

生时期，起因就是很多旧书的价格低。

现在逛旧书市集已经成为宁若安的日

常，平时最喜欢“淘”带有插画或者封

面、装帧比较漂亮的书。

宁若安觉得，“淘”旧书的乐趣是

多层次的。从挑选、购买再到阅读，整

个过程犹如开“盲盒”。每次到旧书市

集，你不知道可以买到什么。很多旧

书，如果你今天没买，下次再想买不一

定能找得到。“旧书中不同于现在的思

想逻辑和行为表述，还能够帮助我暂时

跳出当前的社会框架，这对我是一种新

的刺激。”

首都师范大学国学传播研究院院

长、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尹小林认为，旧书具有多样性和不受

约束性。很多旧书的版式和新书有所

区别，这会给第一次阅读的读者带来

新鲜感。此外，有些旧书具有收藏和

保值功能。他关注到有一本 1964 年出

版的连环画，最初售价一毛六分钱，

现在网上的价格已经达到 1600元。“随

着时间的推移，旧书保留的数量越来越

少，想要收藏的人数量多，价格就会随

之提高。”

不止于书，旧书承载的
故事让人着迷

如果你同时打开一手书和旧书交易

平台，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在新书

评价页面，多数读者更关注图书的阅读

价值、装帧质量等，而二手书的读者往

往聚焦于书籍的前世今生：流转过程、

笔记、扉页赠语等。

对于很多旧书的读者来说，旧书的

魅力不止于书籍本身，更在于它背后所

蕴含的故事。

宁若安很喜欢在旧书中，找寻前人

阅读的痕迹。有一次在王府井书店的旧

书展区，她发现很多书中都以同样的方

式夹杂着便签条，同时附有批注，有的

书里还放有影音简报、买书发票等。意

识到这一点后，她和朋友立刻化身侦

探，在书架各处搜集同类图书。

在不断的线索收集中，原主人的形

象逐渐变得立体起来。“这些书大多数

和核物理相关，还有一些小说和诗

集。”她们猜测，这些书的原主人很可

能是一位核物理专家，还喜爱文学。

尹 小 林 从 1986 年 便 开 始 关 注 旧

书，如今已有近 40 年。那时他正在编

写 《汉语数目词辞典》，凡是辞典内引

用到的图书，他都会尽量寻找原文核

对。在那个年代，新书品种还不够丰

富，很多内容只有古书中才有，就这

样，他开始了古旧书的寻觅之路。出于

工作需要，他曾经花了近半个月的工

资，买了一本线装书。细看他才发现，

书上盖的印章来自周作人，原来是周作

人本人的收藏。“这是我的宝贝。”他

说，这本书的品相很好，盖印完美，现

在他依然珍藏。

对于尹小林来说，“淘”书这个过

程本身就足够有趣。尹小林曾经为了找

一本小众的佛教工具书，在全国各地寻

觅了三四年。后来偶然在一家寺庙看到

了这本书，“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这

本书为他后续进行辞典编写提供了很多

原始材料。

不论新书旧书，本质是
读有质量的好书

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旧书？图书旧

了，里面的内容呢？

“阅读旧书，我们应该跳出形式看

内容，比较差异找新奇。”尹小林说，

胡适、鲁迅等人的作品，虽然现在看同

样具有吸引力，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

形式，用当时的版本看，感觉可能又不

一般。“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

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发展，但是

很多文化知识和人类情感，则历久弥

新。”他认为，文化对于刚接触它的个

体而言，都是新鲜的。大家不会因为书

旧了，就说里面的内容旧了。

“现在互联网技术发达，如果只是

为了了解某个知识，网络检索比阅读旧

书更高效。”宁若安觉得，阅读旧书的

人，更多是以学术研究、以“考古”

的思维来阅读。对于这些人来说，旧

书里的老旧或者过往版本，反而是阅

读旧书的收获，他们要根据旧书和新

书的不同，结合旧书当时的环境去理解

其局限性。“作为普通读者，无论阅读

新书和旧书，都要抱着吸收和批判的精

神去阅读。”

在孙雨田看来，不论是一手书还是

二手书，书籍本身所蕴含的内容没有新

旧之分，“我们本质是要读有质量的好

书”。同时在老版本中，我们也能发现

“新”知识。比如，“窗”指房屋通风透气

的装置，“户”本义指单扇的门，后也泛

指门。“窗户”现在指房屋墙上通气透光

的装置。

一本书的价值是有限的，当它形成一

个系列，便具有了保值功能。孙雨田的一

位书友这些年专注收集抗战文献资料，一

共收集了 780册，因为入手比较早，成本

比较低，孔网代为宣传后，整个专场卖了

120万元。在藏书之外，这位书友还作相

关研究、写书。“我们不要只关注畅销

书，而是要发现自己的兴趣点，进行专

业、深层次阅读，这个可能才是读书真正

的意义。”孙雨田说。

作为一家旧书网上交易平台，近年

来，孔网也在积极参与二手书的线下

市集。

孙雨田介绍，结合当地特色和活动

主题，在书市既会带来一些大家喜闻乐

见的普通旧书，也会展示古籍珍本，如

信札、期刊、文献资料等。“古籍珍本不

是为了售卖，更多的是想要传播中华文

化。”把古旧书的价格标注出来，让读者

知道这些东西能够卖钱，从而形成保留信

札、旧书等的意识，而不是把它们卖到废

品收购站。

（应受访者要求，宁若安为化名）

新书层出不穷，旧书为何仍然让人着迷

□ 吴若楠

近日，有幸拜读了建华

兄的新作 《融媒发展十年洞

见》，深感这是一部兼具理

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力作，

其内容精准地诠释了书名所

蕴含的“洞见”之意，即深

刻而全面地洞察事物本质。

《融媒发展十年洞见》 聚焦

2013-2025年我国媒体融合

发展的十余年历程，将其中

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

实逻辑熔铸为一部立体透视

中国融媒发展的“洞见”之

作。这既是对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战

略的深度注解，更是站在

历史交汇点对中国式现代

化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系

统性回答。

自媒介融合元年以来，

十余年的发展足以使“媒体

融合”概念深入人心。学界

有关媒介融合的理论研究成

果不可谓不多，业界对此进

行的实践探索活动也可谓成

果丰硕。然而，在系统梳理

与全面反思这十年融媒发展

历程方面，仍稍有欠缺。本

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通过对

既有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深入剖析，洞悉我国融媒

发展的目标与结果，梳理发展成果，厘清融媒体

社会角色的变化，并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和洞

察力的见解。

从微观的传播层面来讲，融媒发展的目标，

是“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这对我国思想宣传

工作意义重大。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我国

媒体不仅肩负着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还承担着引领

主流舆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及讲

好中国故事、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的重任。随着

通信、传媒、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的表现

形式及传播载体日益丰富，极大地拓展了传播的

广度与深度。因此，开展融媒实践，构建全媒体

传播体系，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全媒体传播体

系，是能够灵活运用各种形式与载体、根据不同

场景需要、有选择性地生产不同形态的内容产

品，既节约生产成本又最大化传播效果，达到理

想的深度融合结果。正如书中所言，“深度融合

的结果就像是太阳光一样，看起来是一种颜色，

但实际上是由红、橙、 黄、绿、蓝、靛、紫七

种色光组成”。此语精妙地阐述了媒介深度融合

的精髓所在：多元媒介形式与传播载体应以和谐

统一的形式服务于传播内容，技术的发展应以恰

当的方式为内容赋能。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初衷，更好地为我国思想

宣传工作赋能。

从中观的行业层面来讲，融媒发展的结果，

是“系统性变革”，这是在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

基础上，对行业体制机制、人才队伍、上下游产

业链等进行系统融合的结果。当前，我国四级媒

体融合已由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转向提质增效的深

度发展阶段，并因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迈向智能深

融阶段。融媒体的功能与使命，也由内容传播更

为深刻地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国家

治理、政务服务、经济建设、社会民生、文化发

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些都是融媒发

展系统性变革的成果。在这一变革进程中，主流

媒体可谓是中流砥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

统性变革”，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融媒发展

的指引性关键词。书中提出，媒体的“融合发展

是量变式的持续性动作，系统性变革是质变式的

累积性结果”，建成“全媒体机构是指向性目

标”，“量变不因质变而停止，系统性变革后的主

流媒体将在新的层级继续融合发展”。推进主流

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实现全媒体机构建设、推动

传媒行业整体系统性变革、充分发挥融媒体多元

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石。

从宏观的发展层面来讲，对过去融媒发展理

论与实践成果的总结与创新，是智能时代融媒发

展的重要基石。于政党而言，思想理论建设是根

本性的建设，是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于行业而

言，理论与实践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者在动

态发展中共同推进行业发展进步。传媒行业的理

论成果建设与创新，是推动整个行业进步发展的

重要动因之一。本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从

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对我国融媒发展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理论剖析与反思。在纵向维度，涵盖了

行业发展的过去、当前和未来；在横向维度，涵

盖了新闻、出版、融媒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新

闻理论创新、四级融媒体建设、媒介技术变革、

人才队伍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流媒体系

统性变革等内容。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我国十年

融媒发展的集大成之注解，在理论层面总结过

去、剖析当下、展望未来，为我国今后的融媒发

展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

《融媒发展十年洞见》 不仅是对我国十年融

媒路的全景扫描，更是面向智能传播时代的战略

推演。其在融媒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出版

转型中淬炼的方法论，在理论创新中沉淀的智慧

结晶，共同构成了我国融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样

本。在全球传播秩序面临重构的今天，此书无疑

为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编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你日常爱吃的菜系，爱点的外卖，

往前溯源，能联结多久之前的朝代？盘

中餐的背后，蕴含怎样的文化积淀？食

物是人类前行的动力，更是历史真切的

见证。

这两年，一位考古学者，在短视频

平台因为美食走红。

以“不会考古的美食博主不是好教

授”为简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

物系教授张良仁领着网友，在一个个趣

味十足的短视频里，“云探索”我们城

市中一家又一家小店，为怀抱好奇心的

人讲述美食背后的中国史。

日前，张良仁的新书 《吃的中国

史》 出版。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专访时说，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

更加关注自己所在城市的美食，以及背

后的历史人文。“从饮食出发，或许可

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远古的稻粟

栽培，到清朝的满汉全席，这本小书试

图描绘一幅流淌不息、波光粼粼的历史

画卷。希望本书的读者也能沉浸其中，

与无数先民同食共饮。”

张良仁现任中伊联合考古队中方领

队、中俄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主要从

事中国西北和外国西亚地区的考古。出

版专著 《东学西问》，参与编写 《中国

考古学·两周卷》，参与翻译审校 《宗子

维城》。

两年前，这位考古学家决定尝试做

短视频自媒体。

“我当时想以考古为主题做短视

频，但考古内容太多，得找一个贴近大

众的选题，最后选了美食。虽然我自己

不怎么做饭，也不专门研究美食，但在

考古领域食物题材内容很好找，例如平

时考古队会发掘、研究盛放食物的器具

等，这些就可以展开讲讲。后来我发

现，网友们比较喜欢、认可美食题材。”

2023 年，张良仁开始在抖音上发

短视频，致力于以通俗生动的形式普及

饮食文化知识，如今全网粉丝 200 万。

他笑言，原本觉得自己不适合当短视频

博主，作为教师上课时也比较严肃，但

“面对更多网友”做短视频就必须活泼

有趣一些。

张良仁和创作团队开始摸索有趣的

风格，设计了“小剧场”形式，例如这

位教授去“挑战”旋转小火锅，吃到什

么就立马说出史书最早的记载；和学生

一起坐在餐馆里边吃边聊，仿佛在讲脱

口秀；把探访隐秘小巷小店的画风打造

成“悬疑剧”……

网友评价，张教授用一条视频带火

一个小店，靠美食考古帮助大家重拾

“消失的附近”，是最有历史底蕴和知识

含量的“探店博主”；用短视频激发大

家对考古专业的兴趣，堪称“南大考古

系招生代言人”。

从稻、粟、麦到玉米、番薯，百姓的主

食怎样“中西交融”？从周天子“八珍”到

乾隆御膳，皇帝的餐桌如何演化？端午、

七夕、中秋、重阳、腊八……“吃”如何滋

养传统节日？在《吃的中国史》中，张良仁

仿佛在书写“餐桌上的微型史记”，将古

代遗址中的美食与烹饪器具、文献记载

中的饮食礼仪、壁画中的饮食场景、民间

流传的饮食习俗等娓娓道来。

以考古的视角看美食，是怎样一种

体验？

“看似普通的食物、食材乃至食器

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不少我国先民开发

食物、战胜饥荒和探索文明的故事。”

张良仁以陶器为例，以前做考古

时他更多会关注陶器的器型、花纹，

研究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等，

但很少联系到饮食。成为短视频博主

后，他开始经常琢磨这些“舌尖上的细

节”，研究陶器怎么用于烹饪。

考古出土的小麦、水稻种子如何反

映古人饮食？张良仁介绍，他们会用

“浮选法”从土里提取碳化种子——把

土放到水里搅动，碳化的种子轻，会浮

上来，再请专家鉴定种类。

张良仁以朝代为线索，有的朝代史

料多、考古材料少，有的则相反。他尽

量平衡两者，将考古材料和史料结合在

一起讲故事。比如写到新石器时代，重

点聚焦粮食驯化；写到周朝部分展现饮

食礼仪；汉代讲小麦推广和丝绸之路带

来的美食交流；宋代则聚焦市井饮食的

繁荣，像 《东京梦华录》里写的饼店竞

争、外卖服务等，都和今天的饮食行业

很相似。

肉类熟食让成汤军队“无敌于天

下”，周代列鼎制度标志着饮食礼制的

高峰；汉武帝以麦继粟，为战胜匈奴打

下了坚实基础，定型于唐代的“北麦南

稻”格局则流传至今；宋元发达的海上

贸易使茶文化在西洋蔚然成风，大航海

时代辣椒、番薯、玉米的引入又养育了

明清繁盛的人口。

丰富的蔬果和肉类供应，是宋代城

市美食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汴京

城内“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

置饮食，不置家蔬”，大量都城市民都

直接去店里买饭就食，“下馆子”的做

法蔚然成风。

饮食业的高度发达，推动了服务业

的蓬勃发展。张良仁写了宋代的“外卖

服务”——“外来托卖”，这种穿梭在

大街小巷、托着餐盒与盘子叫卖的流动

摊贩很普遍。

张良仁说，《东京梦华录》 记载的

托卖餐品有不少热食。有的街边店家刚

做好这些菜，就有人拿出去叫卖；他们

盛装热菜的餐盒甚至还有保温功能。托卖

菜品中还有大量的干果、水果与蜜饯，相

对来说可以保存得久一点。

“托卖菜品的食品卫生也值得信赖。

杭州的摊贩‘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耀

人耳目’，正是‘学汴京气象’。在南方城

市的河道中，人们还会撑船买卖菜肴，提供

茶酒，发展出了提供饮食、小吃、娱乐、钓

鱼、冬日观雪等不同服务的船只摊位。”

张良仁会选取小切口来折射社会大背

景，例如写甘肃敦煌悬泉置的传食。为什

么会写悬泉置这样的小驿站？

悬泉置遗址是中国唯一一处经系统考

古发掘的丝绸之路古代驿站遗址。悬泉置

遗址出土的上万枚简牍，为研究中国两

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

通、文化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张良仁表

示，悬泉置当时用于接待中原官员和西

域使者，要给这些人提供鸡肉、酒、酱

料，不同级别的人待遇不同。这种小切口

能反映大问题，比如西汉的商品经济如何

萌芽——驿站需要买生鲜食材、雇临时

工，形成局部市场。

张良仁的学生会以经济为主题，专门

研究悬泉置的汉简。悬泉置虽小，后人考

古研究得到的收获是无限的。

“考古学常常以惊喜的方式展现祖先

的美食和器具。和历史文献一道，考古发

现让我们破除历史的迷雾，认识食物在我

国祖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张良仁说。

挖掘美食背后考古和历史故事的张良

仁，还想通过这些短视频、书籍等告诉今

天的年轻读者们，中国饮食的传统亦是文

化交融的结果。“辣椒、西红柿、菠菜全

是外来的，但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主动探索、吸收其他

文化中的好东西。”

考古学者如何书写“餐桌上的微型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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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5月 15-18日，做書图书市集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办，图为市集中的旧书新知特别策划展。

②在“万阅典藏”2024年潘家园第六届古旧书博览会现场，一个书商展示自己收藏的古旧书。

③“万阅典藏”2024年潘家园第六届古旧书博览会现场。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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