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本版编辑/华心怡
视觉设计/黄 娟

  
    年 月  日/星期三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初夏的风

从黄浦江上拂过，清新宜人，杨浦

滨江化身为艺术的海洋。艺术家

丁乙最新作品《光塔》（见上下图，本报

记者 刘歆 摄）日前在明华糖厂绿地旁

的河畔步道揭幕。该装置由六个清水

混凝土方盒子交错叠加，这些“十”字形

图案在装置内外空间“雕琢”了光线，塔

身可以容纳1名观众进入内部，独享阳

光投下的随时间变化的抽象光影。

自“2019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以来，杨浦滨江已成为上海艺术新地

标，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市规资局、

市文旅局和杨浦区政府的共同推动下，

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携

手世界各地知名艺术家，以20件永久点

位作品，为这条“生活秀带”注入源源不

断的艺术活力。

此次明华糖厂绿地迎来了第21件

全新的委任公共艺术作品——上海艺

术家丁乙的雕塑《光塔》，雕塑交错叠加

了6个方盒子，大约有3层楼高，其独特

的镂空设计巧妙地融入了艺术家标志

性的“十”字符号，作品是艺术家对城市

发展与人文关怀的深刻思考，独特的设

计预示着杨浦滨江文化的新高度。

丁乙告诉记者：“‘十字’是我的个

人符号语言。因为周围的房子是由老

工业厂房改建而来的艺术新场地，所以

选择创作纵向的有高度的雕塑，呼应着

上海高楼林立的样貌。把自然光引入

雕塑内，里面可以看外面，外面可以看

里面，白天夜里各有不同的光照感官。

‘光塔’也是一座精神之塔。”

伴随装置揭

幕的还有两场展

览——“交织：丁

乙公共艺术实践

二十年”和“杨浦

滨江 城市艺游：

上海杨浦滨江公

共 艺 术 作 品 回

顾”。杨浦滨江公

共艺术作品回顾

展带领观众回顾

杨浦滨江历年来

的公共艺术作品，

展现杨浦滨江如

何通过文化艺术

来讲述自己的故

事，突显了杨浦在

推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努力

和成就。杨浦滨江作为上海的

新兴文化地标，一直致力于推

动公共艺术的发展，通过举办

各类艺术活动，为市民提供丰

富的文化享受，同时促进艺术

与市民生活的深度融合。这一

系列公共艺术活动，丰富了市

民的文化生活。

杨浦滨江，这片曾经的工

业码头，如今正以艺术与科技

的力量，赋予工业遗产新生命，

融入城市更新的脉动。这里不

仅是上海百年工业文明的见

证，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践行

者，以艺术创新描绘城市生活

新图景，引领“工业锈带”向“生

活秀带”的华丽转变。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近日，网上流传两份出版行业的“联

合声明告知函”：一份是由清华大学出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等10家北京出版机构发出的；另一份

是由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代表46家

会员单位发出的。两份“告知函”均表示，

针对江苏圆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出的

618促销活动方案，即“全品种图书价保

2—3折（售价为原价的20%—30%）参与

5月19日至6月20日期间累计8天的促

销活动”，出版社不参与，也不承担活动期

间产生的任何返利费用。落款日期也均

为5月20日，也就是各大电商平台开始

618大促销的日期。

“告知函”一出，立即引发多方热议。

据出版社业内人士透露，近日平台方和出

版社也正在交涉中，还未达成最终的处理

方式。

抵制能否有效？
“图书价格的2至3折，基本就是生产

成本，按照这一价格结算，参加618促销

活动，出版社基本就是亏本买卖！”业内人

士这么解读。因为一般作者拿到的版税

是图书定价的6%至10%，印制成本一般

占到图书定价的5%至20%，仓储物流成

本另算，电商平台还会按照图书实际售价

抽成2%至5%不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北京世纪

文景文化传播公司转发“告知函”并表示：

“大平台更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公平竞争的

良好市场秩序”，“期待能有更大范围的对

打折乱象的抵制，或者说更有效地管制”。

那出版社的集体抵制，能否达到效

果？“出版社借助平台进行销售，平台有权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市场行为。京东当

当卖书的产品不赚钱，只是引流罢了。”

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位编辑室主任说，他以

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书店闭店，而租金

高昂的美罗城把新华书店引入商场的举

措为例说，“当时商场要求书店摆放的图

书以外版书与童书为主，拒绝教辅，这也

是同样的引流。出版社参加618最终目

的是为出版物增加曝光度，君不见，有多

少书堆在库房里？书到不了读者手里，

有什么意义？关键是，抵制之后的日

子怎么过。如果说与平台合作是

文化人的‘引狼入室’，那么出

版社始终在商海的外围游

泳。”

“现在大部分已出

版上电商渠道的书

其实都是考虑了

大促折扣的

成 本 的 。

这个突

然抵

制，那以后出的书是否不再考

虑电商成本出实价？如果真的不想受渠

道限制就不要上渠道就是了，大促本来就

是流量玩法罢了。”有网友持有相同观点。

书价越低越好？
薄薄一本书动辄68元、88元、108元，

是不是书价虚高为打折留下的空间？“9

块9”的书卖得好吗？是谁在论斤买书？

有网友认为：“其实书所标的价格都

是虚高虚标，电商平台是知道底价的。这

次出版社这么大规模的抵制，主要还是因

为动到了他们的奶酪。”价格太高，自然让

网友期待打折时间，且折扣越低越好，有

人说：“喜欢纸质书的我，如果618网上没

有活动，那就等着上海书展，各出版社现

场总归会有折扣活动。”但是，一位出版社

人士中肯地表明：“书价总会有人觉得高

有人觉得低，各自站位出发点不同。”

图书发行业内人士江利认为，对读者

而言，自然觉得商品价格越低越好，但是

图书产品的特殊性被许多读者忽略了。

“图书不是单纯的商品，不是标准化产

品。图书是有文化属性的，2023年市面

上流通的图书有300万—400万种，因此

图书行业影响力大，高度个性化。图书还

带有公共服务性质，这就是需要有图书馆

存在的原因。”江利提醒说，“当读者在对

打折拍手称快时，往往会忽视定价机制的

被破坏，打折反向推高了价格，针对打折

出版社只能倒过来定价，势必与成本背

离，作为出版单位会被逼得无路可走。图

书涨价中除了自然涨幅，还有一部分就是

配合低折扣的竞争。”

能否早日立法？
“十年前在德国，老师送我一本书，就

是她在小区一家线下书店买的，我好奇她

为什么不在网上买，老师只是说：‘不想这

家买了一辈子书的书店因为电商而垮

掉。’而且他们整个区域的邻居都在默默

地支持着这家书店的生存。知识是需要

保护的！知识传播者也是需要保护的！”

也有网友这样认为。

而作为消费者，谁不希望消费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实体书店按照定价出售，

活动优惠力度让读者觉得‘不解渴’，读者

就会觉得电商平台低折扣的实惠。图书

本身就有定价制，本来有识之士提出一年

之内新书只能打八折，定价制名副其实。

出版社的定价虚高、平台打折，形成恶性循

环，这都是对于纸质出版物的伤害、对于从

业者的伤害。希望能够尽早出台立法。”上

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副会长汪耀华说。

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

图书固定价格销售制度。其实在中国，关

于图书价格立法的呼吁在业内提出已有

多年。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新闻出

版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凯雄、谭跃、赵

东亮就提交了《关于加速推动图书价格立

法的再提案》，主张抓紧制定落实《出版业

“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围绕制止出版

物恶性“价格战”的具体措施，以立法方式

明确规定新书出版一年内不得以低于定

价的8.5折销售。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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