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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終，又是到對中國的出版市場進行回顧的時候了。本文資料取至中國「開卷全國

圖書零售市場觀測系統」（以下簡稱該系統），該系統涵蓋了中國絕大多數大中型書店，開卷

的中國暢銷書排行榜就是由這些書店的所有圖書零售資料彙總整合而成，因此具有很強的權

威性、代表性、完整性和中立性。但限於截稿日期訂於2009年12月，本文對於排行榜的觀察期

間只能限於2009年1月1日至11月30日。觀察的對象以2009年的新書排行榜（在2009年出版新書的

暢銷書榜）和暢銷書排行榜（2009年中國所有銷售圖書的暢銷書榜）為主，再特別觀察財經管

理、少兒文學、生活類這三類圖書的暢銷書榜（2009年中國所有銷售圖書分類排行榜），以此

來做為解讀2009年中國圖書出版的概況的基礎資料。

據該系統顯示，以2009年1-11月與2008年1-11月全國圖書零售市場的圖書銷售碼洋相比，增

長率達到3.49％。又2009年1-11月在全國圖書零售市場上有銷售紀錄的圖書共有97.3萬種。書價方

面，就像臺灣大部分讀者已經知道的，目前大陸地區的平均書價早已不是過去人民幣10元以下

的時代了，以今年暢銷書榜上榜圖書的平均書價來看，經管書的平均書價約為人民幣35.08元，

是價格較高的書種，其次是生活類的26.20元，再次則是兒童文學類的21.16元。以博客來2009年12

月中旬各類暢銷書排行榜上的書價觀察，臺灣經管類的圖書售價約在臺幣320元左右，又品牌效

應較強的出版社，如：天下遠見，該類圖書甚至能訂到400-500元間，生活書的書價則約300元上

下，兒童書的價格則多數是落在250元間，情況恰與中國書種與書價間的關係近似。若就總體書

價而言，則大陸地區目前一般書價都已經在20-30元人民幣之譜。臺灣地區則有從250向上提升至

300的趨勢，甚至更高。也許大體可粗略的說中國地區的平均書價已達臺灣平均書價的1/3至1/2的

水平。

以下將針對該本文附上的各種暢銷書排行榜做出分析，從而讓臺灣的讀者能對2009年中國

圖書市場的面貌有個概括的認識。

✿ 中國熱炒紅書市

《朱鎔基答記者問》於2009年8月甫上市，銷量累積到11月底，已經穩坐2009年新書和暢銷

書排行榜的首席。由於本書收錄了朱鎔基總理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期間回答中外記者提

問和在境外發表的部分演講，因此可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1993年至2003年期間，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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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實現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發展的歷史進程，對於想

要了解中國的人確實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書。但以筆者對中國民情的瞭解，這樣的一本書無論是

論面子、還是論裡子它應該都會是第一。畢竟這是關於總理的書。

同樣的因為對中國問題的關心，《中國不高興》從2009年3月上市至11月末，在新書排行

榜上就已名列第三。本書的作者群宋曉軍（CCTV、鳳凰衛視特約軍事評論員）、王小東（人

稱「中國民族主義教父」）、黃紀蘇（社會學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副主編）、宋

強（《中國可以說不》作者）、劉仰（資深媒體人）都屬於中國的「公眾人物」，他們的立場

觀點，多半早為人們所知，本書可以說是作者群們對「『主張大目標』告別晦氣重重的歷史悲

情」歷史觀點的完整集結本。書中對中國當代過於「親西方」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認為中國需要在自我認同、產業調整升級、國防發展乃至國家定位方面，有更多不同於西方的

視野，並提出中國大陸必須準備與西方全面攤牌，主張「有條件決裂」。

本書的成功也許是商業炒作的成功，但全書由具體的場景、故事和新聞案例入手，直率的

談論、流行的口語和雙關性的諷諭，確實也讓閱讀此書的過程顯得趣味盎然。至於本書中迥異

於今日主張和平崛起的國際關係論點，或許有人贊同或許有人反對，但以該書在暢銷書榜的攀

升速度而言，該書的意見或許是想認識中國的人絕對不可以忽略的觀點。

✿ 歷史、國學輕鬆讀

《明朝的那些事兒》原書於 2006年3月10日 起在中國「天涯」社區的「當年明月」的BLOG 

首次發表，到2009年3月21日連載完畢。連載期間每月點擊率超過百萬人次，後由友誼出版社

集結成書籍刊行，銷量過八百萬冊，為中國書市三十年來最暢銷之史學讀本，由於該書十分風

行，之後甚至出現了一堆跟風作品，如《清朝的那些事兒》和《民國的那些事兒》等。故事從

朱元璋建國講起，主要講述的是從1344年到1644年這三百年間關於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為基

礎，以年代和具體人物為主線，並加入了小說的筆法和對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對當時政治經

濟制度的一些評價。其實觀察2009年新書上榜的名單中，除了《明朝那些事兒》，排名第十一

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和第十五的《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袁騰飛說中國史

（上）》，其實也都是與歷史有關的圖書。似乎中國讀者對中國歷史真是特別感興趣。

而同樣的熱潮也出現在國學上。如果說2009年前兩年是易中天《品三國》的天下，那2009

年就是錢文忠解讀《三字經》（上、下冊）的天下。錢文忠也是由央視「百家講壇」捧紅的明

星學者之一。錢文忠用說故事的方法來講解《三字經》，以現代人的思考方式來理解古人的倫

理哲學，透過最簡單口語的文字，來解釋當今孩子們視為畏途的古文，文字淺顯易懂，風趣幽

默受到廣大的好評。

看到「百家講壇」所捧紅的一位位國學大師，大師們精采的演說和札實的功底，以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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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對中國歷史小說的癡狂，每每遇到中國朋友因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讓中國文化在中國斷了

根，而對臺灣人的國學基礎存有莫名幻想的觀念時，筆者都不知該如面對，臺灣的年輕人真的

對於中國文化有較高的重視或程度嗎？不論中國近年對史學或國學的狂熱是物極必反的現象亦

或是其他因素導致，但平心而論，我相信這樣的書在今天的臺灣暢銷書排行榜上出現的機會不

是沒有，但也確實並不會很高。

✿ 類型小說互見消長

去年最暢銷的小說莫過於以《鬼吹燈》為首的盜墓鬼怪小說，以《杜拉拉升職記》為首的

職場小說，及《駐京辦》之類的官場小說。觀察今年的新書排行榜，承襲2006年以來紅了三年

多的《鬼吹燈》盜墓小說風潮，在新書排名上仍見排名第五的《盜墓筆記5》，該書是該系列書

的第一季完結篇，該系列的第二季叢書也於2009年底問世，這股盜墓小說風潮是否會繼續值得

觀察。官場小說今年取而代之的是8月才出版就擠進新書排行榜前八強的《倉黃》。作者並非文

壇新人，而是十年前以《國畫》走紅的文壇老匠王躍文，他的文字始終滲透著深沉的憂患意識

和批判鋒芒，頗受讀者喜愛。職場小說部分，雖然去年的《杜拉拉升職記》、《杜拉拉2：華年

似水》依舊盤據暢銷書榜的第二和第四名，實力堅強。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看到同樣優秀

的職場小說在書市中崛起。

✿ 電影、電視帶動圖書銷售

當大眾媒體電影、電視散發著現代人無可阻擋的影響力時，夾雜著電影威力，《暮光之

城》硬是讓原本對吸血鬼不算癡迷的中國讀者失去招架能力。《朗讀者》（臺灣書名譯為：

《我願意為妳朗讀》，在2002年由皇冠出版），這本書其實出版已久，卻因為電影「為愛朗

讀」的成功才讓人們再度注意到這本令人回味的小說。《潛伏》則是於2009年4月1日在衛視首

播後就立刻受到極大的迴響，同名小說受到電視劇的效力加持，自然也立即登上2009年新書排

行榜的第十二名。當然很多情況下，確實很難去細分到底是小說帶動了電影、電視，還是電

影、電視的效果帶動了小說，但是相互加乘的效果卻是一定有的。這對圖書市場而言雖然不是

新鮮事，但似乎也永遠不會成為過去式。

✿ 中國作品國際市場待考驗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於2009年3月出版後， 目前已進入新書排行榜第十一。這本在臺灣於

1997年8月就已經由時報文化出版的小說，當時在臺灣就受到廣大的歡迎，如今才被引進中國，

但顯然同樣受到讀者的青睞。觀察另一本翻譯小說《追風箏的孩子》，臺灣於2005年9月出版

後，立刻受到廣大讀者的迴響，大陸地區《追風箏的人》於2006年5月出版至2009年也仍有不錯

的銷售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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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兩本小說在臺灣和中國圖書市場上同時受到歡迎的情況，再比較近年很多在大陸

走紅在臺灣卻並非大紅大紫甚至不多人知的許多作品，像是前文提及的《藏地密碼》、《狼圖

騰》、《明朝那些事兒》，以及韓寒和郭敬明的作品，其在臺灣就算有人知道，但要與這些作

品在中國的火紅程度相比，實在相去甚遠。這難道顯示了由西方作者撰寫的小說，議題或內容

確實比較具有國際市場？或是寫作品質確實比較成熟，所以才能通吃兩岸或國際市場？這或許

是兩岸出版社面臨國際化市場挑戰都必須深思的問題。

✿ 出版社品牌效應出現

雖然中國的出版社早已經不是過去以功能區分的出版社型態，但是透過市場的自然競爭，

最終也能看出不同出版社各自的強項。在健康書方面，從2009年的暢銷書排行榜上也可看出，

屬於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的江蘇文藝出版社優異的表現，在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中佔了一半的數

量，且該社與健康書市的兩位重量級作者馬悅凌、中里巴人皆有合作，更有欒加芹的加入，由

此可以看出該出版社在健康書市場的豐收，又觀察馬悅淩與中里巴人兩位的圖書，都是既暢銷

也長銷，這對出版社言更是再好不過的事，又更細心的讀者可能也已經注意中里巴人於2007年2

月出版《國醫健康絕學系列（一）：求醫不如求己》這本書時，原來的出版社是中國中醫藥出

版社，之後才轉入江蘇文藝出版社，並於之後又陸續在該出版社出版多本暢銷書，由此更可見

江蘇文藝出版社對健康書作者的經營確實有所長。

又在2009年少兒文學暢銷書榜多次出現的接力出版社，不僅是一家專業從事青少年讀物的

出版機構，也是中國全國優秀出版社之一；另一家也在少兒文學榜單出現的明天出版社，在該

出版社網頁上的簡介，就明白寫著該社是一家以0-16歲的少年兒童讀者為服務對象的出版社，

專司出版兒童文學、思想品德教育、低幼美術、科普知識、翻譯作品、助學讀物和期刊的專業

性綜合出版社。前身是山東少年兒童出版社，1985年才更名為明天出版社。

另觀察近幾年來的暢銷書榜單，長江文藝出版社應該是中國一個不容忽視的出版社，現在

只要提到《狼圖騰》、郭敬明大家就都會知道。該社對於暢銷書的運作方式已經非常熟悉，幾

乎是只要能找到好書，就別擔心書不紅。以今年上榜的小說來看，聘郭敬明擔任該社副總編輯

的作法，確實已經產生了極大的效應，2009年虛構類新書排行榜上排名第三《西決》的作者笛

安、第七《任憑這空虛沸騰》作者王小立，都是出自《最》小說；生活類圖書榜單上也見該社

圖書《從頭到腳說健康》排名在生活類圖書銷售榜第五名。

這樣的情況在臺灣更是早就存在，觀察暢銷書排行榜或是報章雜誌關於新書的介紹，經常

能見到的大概都是天下遠見、商周、遠流或城邦旗下的出版社，除非是出版界老將自立門戶的

新出版社，其他的新出版社幾乎是愈來愈沒有機會。過多的新書讓書店的採購也讓讀者自願或

非自願的陷落在名牌的泥沼，而不能也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斷。

2009年中國圖書出版市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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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效應誕生

觀察2009年暢銷書排行榜的作者名單，和出版社的品牌效應相同。名人、名作家的品牌效

應也已經出現，感覺得到中國市場上的暢銷書似乎已經是被少數明星作家所全面攻佔。像是

在文學作家方面，暢銷小說的作家似乎有愈來愈集中的趨勢，像張愛玲、韓寒、郭敬明的作品

幾乎是本本暢銷。細看財經書排行榜上的作者，作者的集中度也同樣很高。美國沃頓商學院博

士，被譽為中國經濟的「鐵榔頭」；被媒體尊稱為「郎監管」，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郎咸

平，從2007年開始主持《郎咸平說》系列電視節目以來，與其相關書籍和光碟就一直受到廣大

讀者的一致好評，2009年財經管理類暢銷書榜前十名中就有四本是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從2007

年5月因《貨幣戰爭》走紅的宋鴻兵，2009年7月《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新書的出版，也

同樣再度延燒。

再觀察健康書市的作者，也同樣能發現兩名作者表現最為優異。一是民間的名中醫師馬

悅淩，在運用食療和經絡防病養生方面卓有創見，從2007-2009年間尤其所出版的《不生病的智

慧》、《馬悅淩國醫健康養生系列：溫度決定生老病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醫生》、《馬

悅淩細說問診單》皆深受讀者歡迎，長踞銷售排行榜上。另一在市場上廣受大眾歡迎的健康書

作者則是署名中里巴人，真名為鄭幅中的北京中醫協會理事，其所著的《求醫不如求己》（1、

2、3）是當今中國最受老百姓歡迎的自助養生之書；而同樣也出現在生活類圖書暢銷書榜上多

次的作家，竟然是來自臺灣的魔術師劉謙，光是進入暢銷書榜的就有三本書。少兒文學暢銷書

的市場也是一樣，《哈利波特》在2007年10月完結篇出版後，顯然已漸漸退燒，J.K.羅琳的名字

將不再出現，而盤踞中國少兒文學榜上出現的依舊是中國兒童文學市場的老匠楊紅櫻和伍美

珍。楊紅櫻在接力出版社的淘氣包馬小跳系列、明天出版社的笑貓日記，和作家出版社的楊紅

櫻校園小說系列個個都紅，「楊紅櫻」幾乎已經是兒童文學圖書暢銷的保證，光是觀看2009年

11月前的少兒文學類前10名暢銷書的作者，楊紅櫻就出現了五次，實力之堅強，真是讓人望塵

莫及，能與之相比的大概也只有明天出版社的 「陽光姐姐」伍美珍，其2008年底和2009年的新

書都進入榜單。

而除了以上這些，2009年的新書排行榜上還可以發現不少名人作者，像是曾任職Google全球

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一職的李開復、補教名師王金戰等。他們原本不是專業的作家，而是在不

同領域頗有知名度的專業人士，但擁有名人的光環效應，也讓他們的書同樣在新書排行榜中發

燒。面對讀者對明星作家或名人作家極高的黏著度，令人不禁想問是讀者對這些名人的觀點或

名作家作品的品質已經累積出一定的信任感？還是因為名人和名作家的名氣招來很多不明究理

的粉絲所造成的名人品牌效應？我想答案應該是兩者都有吧！良性的循環在這些名人或名家身

上形成，卻也同時感受到暢銷作家和一般作家的距離可能愈來愈遠，於是同樣的無論是願意或

不願意，M型社會的情況竟也在暢銷書排行榜的作者名單上悄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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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讀者悲觀的擔憂書市會不會因為知名出版社對名人或明星作者的追捧，而使圖書的

內容有所侷限之際，中國市場上卻不斷傳來像《鬼吹燈》、《藏地密碼》、《明朝那些事兒》

這類由網路率先發表，在沒有任何宣傳的情況下，硬是靠著札實的內容，吸引到成千上萬的網

民支持，而後才出版成書的傳奇故事。當然，這樣的故事在臺灣書市也屢見不鮮，前文提到的

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LogyDog的《羊肉爐不是故意的》等。這樣的故事不斷告訴我們

的似乎是，雖然現在的出版社已經漸漸出現追捧名人和由行銷預算主導書籍銷量的情況，但拜

網路之賜，人們漸漸能輕易越過印刷出版的障礙，無成本負擔的自由傳播自己的意見和思考，

我手寫我口，人人都是出版家。至此，M型社會的現象似乎又被打破了，原來只要有實力世界

原來可以是「平」的，好「內容」永遠不寂寞。

另一方面，就在目前很多出版社還在不斷擔心電子出版會侵蝕紙本書市場時，看到前面的

這些例子，也不得開始深思，電子書之於紙本，其影響究竟是會像電影、電視之於紙本，還是

會此消彼長，亦或是在度過現階段將昔日紙製出版品轉為電子書的過渡期後，也許就在不久的

未來，出版先E後P的時代終將到來。日後，唯有在通過E出版的挑戰後，真正有價值的圖書，

才有出版成書的必要和價值。

2009年中國圖書出版市場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