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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诗笺谱初集》
书展首发

    “讲书”不是讲故事，更不是说评书。讲书

人这个角色好比是一座桥梁，书本的作者与听
众处在桥梁的两端，他们在讲书人的“知识反

刍”下产生了连接。“讲书人”在互联网平台上

兴起的时间不长，在一众直播带货的播主、讲
故事的人当中，因为与知识思想的粘合度，而

显得与众不同。

一人解读众人分享
九零后讲书人赵健刚刚获得了“樊登读书

2020有请讲书人决赛”的第一名，但“讲书”并

非他的主业，赵健的麾下还有一家正在创业的
文化传播公司。每逢周末，在自家的客厅、书房

或者任何一方安静的角落，赵健架上手机，调
好灯光，打开视频录制镜头，就开始了讲书的

一个小时，情景简单又真实。讲完，就将视频上
传各大平台。

设备的高精尖与否，有没有团队支撑，对

讲书人而言并不构成一个必要条件，赵健投入
最多的“成本”是阅读的时间。比如开讲林语堂

所著的《苏东坡传》前，除了通读这本书之外，
他还要了解与之相关的其他书籍，了解作者林

语堂的作品风格。讲书内容也不能随心所欲，
天马行空，得事先耗费大量时间写出一篇论文

一样的荐书稿件，即使最简单的也要有讲书的
提纲。

赵健选择从语言的角度解读《苏东坡传》，
著作语言本身丰富幽默之外，《苏东坡传》是林

语堂用英语写作而成，但大部分读者读到的却
是中文译本。赵健就带领屏幕前的读者找出英

文原版，与中文译文对照着一起读，感受其中
翻译的文?差别，他还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作者

向西方介绍苏东坡时所用的英语词汇特征。

“我们讲书的过程并不能替代大家思考的过
程，只能启发大家思考。”

若讲书的过程是直播，屏幕上滚动播出读

者的提问，赵健也尽量及时回答，与大家进行

观点上的碰撞和交流；若是录播，观众会在屏

幕留言。现在，赵健作为头部讲书人，在樊登读

书上的粉丝已经有 13万。

一人读书众人跟随
学戏剧文学出身的赵健在大学时期就是

出了名的“读书人”，入学第一年，学校?书馆

给他颁了一个奖，因为这一年来他登记在册借
阅的?书就有 400余本，成为全校读书最多的

人。“读书是我的生活习惯，并非刻意培养，却
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读书之后，我想与

人分享，而讲书就是挺好的形式。”

赵健越来越认可，检验自己阅读效果的最
好方式就是有信心把这本书讲给别人听，“讲

的同时，梳理一下阅读习惯与谱系。”类似情况
多了，便有固定的人群追随讲书人的阅读习

惯，不断追问他讲的下一本书是什么，这也给
讲书人带来一定的激励，更重要的是，分享完

之后，读者自觉去阅读同一类型的书，之后再

将他的成果分享给讲书人，成就感更深切。
在读《史记》的时候，赵健遇到七八个粉

丝，在看了他解读的视频后，自行建立了一个

微信群，七八个人相约每天读一篇，用三个月
的时间把《史记》１３０篇文章读完，他们每天在

群里打卡，相互激励，待到赵健直播时告诉赵
健，各自打卡到第几天了。读书不光是一个人

的事，大家还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兴趣
小组，这提醒了赵健，当下，很多社会群体中存

在着对于知识的渴求，不可忽视。

现在，赵健更多地把讲书范围固定在历史
社科领域，引导大家阅读的趣味，提倡“深度阅

读，严肃思考”。“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我读
了有什么想法？赞同不赞同作者的想法？”是赵
健讲书的最初三个问题，他的粉丝中大学生占

比多，经历了两三年的讲书人生涯，每年海量
的阅读，使赵健自身对于问题思考的纬度比以

前宽阔了很多，身边人评价他“有了学术深度，

书生气更重了”。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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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海派非遗是上海一

张独特的城市名片、一份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今年上海书展上，一套系列画册向读者展示了海

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厚与博大、鲜活与精彩。
海派旗袍、石库门建筑、海派玉雕、海派家具

以及上海本帮菜，都是上海这座城市成长为当代
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闪现的重要角色，他们在新

的时代又增添新的面貌，不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与内核。
系列画册分《海派家具》《海派旗袍》《海派玉

雕》《上海石库门》《上海本帮菜》等五本，从建筑、
家具、服装、菜肴、玉雕工艺等各个方面娓娓道

来，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弘扬，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开放创新

的文化胸怀。

“海派非遗”亮相书展

    记得以前读书， 读完之后常常被老师要求写

“读后感”，遇到喜欢的书，写满几页还意犹未尽，

而“读后感”的读者，只有自己和老师。 现在的“讲

书人” 有点类似于把读后感转换成一种声音和视觉

产品，面对更多更广的人群。

每个人对于阅读的需求不一样，女性喜欢家庭婚姻
类读物，孩子偏好童话绘本，老人可讲养生类话

题，书籍种类繁多，讲书人也可以分成多种种类满
足各种需要。 讲书的基础便建立在现代人没什么

时间和耐心去自己看完一本书的惰性之上，而讲
书人的目的又是想以自己对书的讲述和理解引

导人们去看更多的书，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讲书也好，听书也好，阅读的形式和种类
的繁多使阅读这种古老而安静的姿态，产
生了变化，读书不再是一个人的事，即使宅

在家，一本书和一张网，也会让人体会
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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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上海老?号朵云轩创建 120周年，浓

缩朵云轩制笺传承的木版水印《朵云诗笺谱初
集》日前在上海书展首发，这是首部朵云轩自主

选辑雕印的木版水印笺谱。
《朵云诗笺谱初集》共收入笺? 190?，线

装衬订，一函两册。上册 96?，以覆刻明清画笺
为多，下册 94?，以朵云轩历年自制名笺为主。

从木版水印制笺工艺看，有饾版拱花笺、有单色

笺和套色笺。从笺画题材看，有山水、人物、花鸟、
博物、?案等。可以基本反映出晚明以来的木版

水印制笺工艺和常见题材。
《朵云诗笺谱初集》笺版雕镌的时间跨度达

60年，其中有四分之一笺版为 1960年到 1961

年所刻明清画笺笺版，共计 48?。这部笺谱的印

行，也汇聚四代“朵云轩人”的心血汗水。
120年相传时光，朵云轩将木版水印技艺发

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
术。这门承袭经典的技艺被誉为了中国印刷史的

“活化石”。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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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书展的现场，有时候
能够遇见从书中走下来的人。由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李亦中主编的《海上星汇》一书由 21位电影学

者和专家参与撰稿，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在
发布会上，来了多位电影界前辈以及他们的后

裔，组成了上海电影的璀璨星空。

李亦中是著名导演桑弧之子，《海上星汇》书
中收录了 39位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

电影前辈，其中包括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摄影
师、美工师、作曲家等主创岗位，也包括影企掌门

人、电影技术专家等。
不同于一般有关电影人的出版物，该书编撰

另辟蹊径，既非列传，亦非自传，而是用 5000?
左右的篇幅，勾勒一位电影前辈的人生轨迹，包

括银幕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凸显人格魅力的生活
片段、从影轶闻等。

《海上星汇》
构成感性电影史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