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前做减法
为了在疫情期间保证读者的安全，今

年 17岁的上海书展第一?在展前做了一
部分“减法”：限制门票发售的数量，以限

制入场人数，网上电子票开售不久就挂出
了“售罄”的字样；上海展览中心门口取消

了现场售票，近年来每逢书展就在南京西
路上蜿蜒的长长的队伍消失了；来参展的

出版社减少展示新书的库存，场内去除了

堆叠的书和竖起的书架，把活动的空间让
给读者；在往年举行各类读书活动的区

域，座椅数量明显减少，彼此拉开了相应
的安全距离。场内曾经蜂拥而至的人群所

带来的分贝降低了许多。

无论读者还是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
隔座入席，“00后”志愿者 15分钟轮岗一

?，额头上敷着冰贴在烈日之下引导读

者有序入场，还有工作人员一天 8?在会

场反复“消毒”，场内处处有提供口罩、消
毒液、湿纸巾的角落，穿着橙色衣服的志

愿者随时准备着为突发情况提供各种帮
助。书展用柔软的服务，柔化了刚性的防

疫措施。

参与这一切的上海人民，正是这座
城市文脉的延续者，也是文化活力的保

护者。

    本报讯（首席记者 左妍）昨天

在 2020上海书展上，上海交通大学
举行《查医生援鄂日记》出版座谈会

暨英文版首发式。首发式上也传来
好消息，该书入选中宣部 2020年主

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
《查医生援鄂日记》由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主编，上

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仁济医院
呼吸科查琼芳医生撰写，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

版的援鄂医生亲历的抗疫日记。该书
4? 20日正式出版。

据交大出版社社长李芳介绍，
该书中文版首发后，多家国际著名

出版机构纷纷前来洽谈合作事宜。
该书包括英语版在内的 9个语种已

实现版权输出。英文版经多方评估，

交大出版社最终选择了 Naturalogic

出 版 社 （Naturalogic Publishing

Inc.）负责出版英文版，这是一家在
科技、医学领域领先的加拿大学术

出版商。而英文版翻译工作则由著
名翻译家、上海外文学会会长叶兴

国教授完成。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
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在致辞中指

出，《查医生援鄂日记》勾勒出中国
战疫“路线图”，揭开中国迅速控制

疫情的关键所在。该书记录了最美
逆行者对生命的守护，生动展现了

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

查琼芳说：“在武汉抗疫的经
历，对我的未来人生道路有一个很

大的启发，抗疫中迸发出来的斗志
和奉献精神，也将带到以后的工作

中，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她希望把
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抗疫精神传递给

世界，让世界看到中国战疫“路线

图”，以及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克
时坚、聚沙成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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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医生援鄂日记》英文版昨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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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一周的上海书展收尾，书香在街头

巷尾弥散，整座城市沉浸在阅读的幸福感中。

如果说，每年夏天不见不散的书展像一只闹

钟，开启千家万户的阅读生活，那么，多年的

进化后， 这种生活早已不是 7?24小时的长
度和一项展览的维度，闹钟化为计步器，随时

随地，提醒并引领我们阅知生活。

走过 17载，上海书展的内容早已不限

于出版和阅读， 而是把与上述两项存在广
泛联系的各界资源集聚到书展平台， 成为

城市生活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事件。 用一个
词概括的话，出圈，始终是上海书展的努力

方向和行事方式。

书展的主角不只是书， 让读者流连的

还有丰富多彩的阅读交流活动。 今年新推
的“四史”七天七讲、上海科学大讲坛暑期

院士专家讲坛、上海国际文学周十周年特别

活动等，融合历史、科学、文化消费等其他行
业的新鲜内容，拓展读者新的需求。 实际上，

由书展带动， 与阅读相关的活动在上海常办
常新。比如每周六的思南读书会，就为读者打

造了一个常态化、高标准的读书活动。

书展的服务从未设限，走出展场，进入

实体书店、社区和商圈。 许多实体书店成为

书展的分会场， 今年书展更是以同一主题
辐射出去，携手 16个区助推“一区一特色”

的阅读品牌。 此外，今年在长三角各地设有
150个专区，让浙江、江苏和安徽三省的读

者也享受到书香余韵， 品牌效应溢出的上
海书展，走得更远了。

书展的传播线上共振。今年通过虚拟的
中央舞台，云游书展、云首发、书展攻略、活

动日历、 直播荐书等线上功能一应俱全，形
成实体书展的线上镜像。 即便不在展览现

场， 读者也能共享许多阅读资源和活动内

容，而且，书展还和读者平时习惯使用的抖

音、B?、喜马拉雅等音视频、直播平台全部
打通， 让读者以自己最便捷的方式参与阅

读盛宴。

而无论展内展外， 读者乐此不疲的另

一个重要原因， 是从圈内读书人到各界的
“生活家”，参与书展活动的嘉宾博学多才，

生动有趣。 生活水平提高了， 市民对有乐

趣、高品质的生活更有追求，书展就成了媒
介，将读者的“朋友圈”拓宽。 像“作家餐桌

计划”等活动，就将沪上颇受欢迎的作家与
品质特色餐厅拉了个群， 为读者带来全新

的文旅体验。

爱生活，所以爱读书。 上海书展的频频

出圈， 是一种自我突破。 突破展览的物理空
间，寻求出版的多维载体，培育阅读的移动理

念。而这种出圈的努力背后，是上海书展始终
坚守的原点———读者永远是第一位的，让更

多的人从书本中汲取力量，阅知生活。

阅读的幸福感 □ 金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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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9时，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落下了帷幕，当黄
浦江上的大屏幕亮起了“我爱生活 我爱阅读”的字样，上海展览中心广
场上的灯光正一盏盏地湮没于四周的黑暗里。小读者李宜臻牵着外公的
手坐在喷水池旁歇歇脚。从4岁起就跟着外公逛书展，11岁的李宜臻已是
上海书展的老读者，7年的时间，她捧在手里的书从童话绘本变成了今年书展
上特别火爆的《大城无小事》。她低着头一边飞快地翻着书页，一边问记者：“你
没看过这本书吗？是根据真实的纪录片改的。”

一城之大无小事，一城之大多盛事，今年，当世界上所有的书展止步于疫情
面前时，唯有上海书展没有缺席与读者的约定，用自己的态度与担当把每年夏天
的这一场大城“文化盛事”延续下来，成为今年举办的首个颇具规模的实体书展。
满城爱读的人以各种方式共赴这场精神与心灵之约。

上海书展虽然顺利闭幕了，但阅读会继续。我们翻阅过的书，最终，都会以一
种温柔的姿态陪伴在我们身边，化解那些奔涌而来的磨难，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
个世界，也让我们更热爱这个世界的光和热。

展后做加法
特色展区“未来阅读馆”是本届书展最大

的亮点之一。以“数字化、智能化、全媒体”为重

点的“未来阅读馆”，向读者集中展示数字阅读

的内容产品、技术形态、IP运作等，展现数字出
版领域的最新技术、最新内容和最新模式。出

版社的图书编辑们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直播
间里的“网红”；作家+餐厅，孙甘露、祝勇、毛

尖、马伯庸等 7位作家联手 7家餐厅，打造作
家餐桌计划，让阅读变得“有滋有味”。

“书店+”的经营模式使实体书店在上

海书展上赢得了许多读者的瞩目与驻足，

然而从本届书展上来看，书展和书店的发
展一样，仅仅一个“+”号远远不够，阅读可

触及的范围更广，将来的发展模式是“书
店++”和“书展++”。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提醒，多
出来的那个加号，加的是粉丝。

参加上海书展已经成为许多上海市

民多年的夏季“标配”之一，上海书展代表
的阅读的力量，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阅读的力量培育的书展“忠
粉”正在代际相传。上海书展不单纯是举

办阅读推广活动和图书展销，也是一个个

含义更广的、触及受众面更广的阅读推
广。“+”号之后的，才是书展的未来。

正如徐炯所言，书展，由“书”和“展”
两个字构成。身为出版人办书展，不由自

主地会把工作重心落到“书”和由此衍生
出的阅读活动上，对于怎么把“展”办得同

样专业、精彩，让读者满意、给读者惊喜，

尚需要更多谋划。明年，上海书展就 18岁

了，18岁的成人礼将提前谋划，呈现一届
更好的书展———“书”要精挑细选，

“展”要多姿多彩。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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