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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随感

文／张之光

今年，我有幸代表中华书局参加2015年法兰克福书展。法

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最享盛誉的书展，被誉为“世界

出版人的奥运会”。书展由德国书商及出版商协会的子公司法兰

克福书展会展公司(AuM)负责筹办。它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版商、

代理商以及图书馆人员提供一个洽谈版权交易、出版业务及展书

订书的场所。

书展之前世今生

法兰克福书展1949年由德国书业协会创办，每年10月第一

个星期三至周日，在法兰克福会展中心举行，为期5天。每年，

会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0多家出版商和书商、30多万个

新品种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该书展已成为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图

书贸易中心，是世界书业界的盛会，也被誉为“世界文化风向标”。

其展览宗旨是：允许世界上任何出版公司展出任何图书。数据显

示，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占世界全年版权交易总量的75％以

上，一方面是出版机构的版权负责人前来洽谈、购买国外版或翻

译版版权，另一方面是大批文学代理人寻找海外出版公司。此外，

在每届书展正式开展前一天的下午2点，都会举办“国际版权经

理大会”，以深入探讨版权贸易中的有关问题。法兰克福书展如

今也是中国图书出版界对外输出版权的主要媒介。

15世纪中期，住在法兰克福附近的约翰·古登堡发明了活

版印刷术，并第一次出版了印刷本的《圣经》，第一版180本还

没有正式发行就已全部售出。印刷术的兴起，使得16世纪至17

世纪时的法兰克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图书贸易场所，其提供的

服务不仅面向德国人，而且面向其他拉丁语系欧洲国家。书籍被

成箱地运往法兰克福，由来自各地的书商带回本地销售。

一段时间由于法兰克福的图书受到皇室严格审查，德国的图

书贸易中心转到风气更为自由开放的莱比锡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法兰克福再一次成为图书贸易中心。到1949年，第一次现

代意义上的图书博览会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办，德国人对文学

的渴望，特别是对外国文学的渴求，对书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到1954年，外国出版商参加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德国出版界。

德国并不是世界最大的出版国，德语也不是世界使用最广泛

的语言，但多年来，法兰克福一直举办着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

其中最具特点的国际版权贸易以及出版界人士的聚首是出版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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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待。另外，书展为参展商提供的各项服务、组织的

各项活动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法兰克福书展为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寻找了新的接触

机会，它既延续、加强了已有客户，又可寻找新合作伙伴，

开发版权与许可贸易。书展是出版社、跨国公司进一步

塑造企业形象的大好时机，通过介绍和展示产品从而获

得新的消费者，寻找新的发行渠道，交流与收集信息，

进行市场调研，进而在展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展会上的业界人士包括出版商、书商、版权经理人、

图书批发商、新闻杂志业者、文稿代理商与文探、作者、

图书管理员与案卷保管人、印刷制造商、大学与研究协

会等。

参展之有备无患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上一次是在

2010年，那时我刚刚从事版权贸易工作两年多，可以说

还是版权界的新人，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书展，准备工作

做得也不够充分，基本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更大的作

用是开阔眼界。今年，已经是我做版权经理的第八个年头，

对于版权工作和国际出版业的工作模式，我可以说已经驾

轻就熟，有备而来，所以在书展期间我也能够有针对性地、

从容地完成工作计划。

参加国际书展，成效如何，可以说十之八九都在准

备工作上，从装备到日程，从硬件到软件，每个细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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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先计划好。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我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首先，我梳理了正在合作和曾经合作过的伙伴，尤其是欧美

客户，(亚洲客户大多数可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看会上约见，

成本要比去法兰克福低得多)，尽早和他们定下约见的时间。

约好这些客户后，还要梳理一下和这些客户曾经和正在合作

的项目，记录下通过邮件无法处理的问题，在书展上约谈时

尽可能解决。

其次，请版权代理公司帮忙推荐一些有合作可能的新

客户。今年，我请和中国出版集团一直有密切合作的英国代

理Ian Taylor Agency帮忙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其中他们介

绍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亚洲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方面非

常突出，与我们的出版方向有很大重合，合作可能性巨大。

会谈中，我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代表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三十分钟的会谈时间感觉一下就过去了，于是我们约定今年

冬天他访问北京时请他到中华书局来做客，详谈合作可能，

还约定明年3月的东亚图书馆年会进一步探讨具体合作项目

和合作方式。

再者，为编辑服务。版权部门在出版社除了是业务部门，

更是为编辑室服务的职能部门。书展前三个月，我就和几个做

引进选题较多的编辑室主任打了招呼，如果他们有特别关注的

选题或出版社，我可以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约谈。我们书局人文

图书编辑室的徐卫东主任，是((万历十五年》的编辑，可以称

得上是全中国最懂《万历十五年》的人，先后推出过包括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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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纪念版等多个版本

的Ⅸ万历十五年》，目

前正在筹划双语版的出

版。之后他还编辑出版

过多本黄仁宇先生的著

作。此外，他也非常关

注海外史学家的学术著

作。就在我出发前，他

给了我一个长长的名单，

列出了他关注的著作和

出版社。因为时间比较

紧，有些出版社约到了，

有些联系上但是对方已

经没有时间了，还有一

些没有联系上。不过后

来我在书展上全部找到

了这些出版社，并且留

下了联系方式，方便回

来后进一步接洽。

除了事先约好客户，准备好约谈内容也非常重要，列出

会谈提纲，充分利用好约谈的30分钟。已合作过的客户，会

谈的重点放在解决遗留问题和推介新项目上。有具体项目目

标的，就多问关于项目的问题，没有具体项目的，就根据对

方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介绍本社专长和特色，以及相关的政

府资助等等。

提前三个月联系约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掌握时间

上的主动，尽量把约谈相对集中的安排在一起，这样可以留

出更多相对完整的时间逛书展。我的约谈大多安排在了前两

天进行，我空出了一个半天和一个整天的时间可以慢慢细细

地逛每个展馆，关注自己喜欢的出版社，学习他们策展、选书、

编辑设计书目的方式，举办现场活动方式方法等。

和五年前相比，我感觉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有了很大的

变化。首先是时间比往年推迟一周。也因此，正好赶上德国

阴雨连绵的一周，天气非常阴冷，日最高气温不足10度。我

们出发那天北京还有25度的高温，还是刚刚入秋的季节，到

了德国直接进入了深秋。

除了天气冷，我感觉今年书展的气氛也比较冷。展馆面

积缩小，我们中国展馆从原来的5号馆搬到了4号馆，英语

国家出版社从以前的8号馆搬到了6号馆，而8号馆被撤销，

全部展商都集中到了3、4、5、6四个展馆。几家跨国出版集

团的展台面积也比以前缩小了，而不少大学出版社则放弃了

花哨的展台，只租用一两个展位，一两排书架，一张谈判桌，

甚至有多家大学出版社联合租用展位。今年发放各种宣传册、

书目和小纪念品的展商也少了很多，更多的则是请你扫二维

码获取信息。今年我局也没有大批印制书目，只做了一两本

工作用书目，供客户洽谈时浏览，并不给他们带走，而是之

后发送电子版书目给他们。以前人声鼎沸的8号馆的景象也

不复存在，人数和活动也都少了不少。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

背景下，书业展现出此番情景也属必然。另外，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书展的作用在逐渐被削弱，通过互联网信息沟通越

来越方便，不少版权经理、版权代理已经放弃参展这种昂贵

的沟通方式。

和五年前相比，我还有更大的体会是，移动互联网的巨

大发展带来的影响。五年前我们还用着办理了国际漫游的国

内手机号，手机上网速度也不行，想l临时查一些信息或者收

发邮件非常不方便。今年我出发前在国内就买好了德国的手

机号码，内置了几欧元的通话和短信费用以及1G的数据流量。

这样我可以随时收发邮件，和国内的同事联系，查询信息，

最重要的是查询德国的一些网站如乘坐火车、地铁的信息，

手机导航等都非常方便。五年前，几乎每个人都拉着个拉杆箱，

装着工作资料和收来的书目。而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拍照、

扫描和查询获取信息。 (作者单位系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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