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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一场以诗歌名义的

书香聚会在思南书局 ·诗歌店

举行，这是以“悦读 ·悦心 ·悦

人”为宗旨的市民读书会的第

26场活动，也是读书会今年

“美好新生活”系列的开篇：“诗

的陪伴使生命之树常青”。诗

人、散文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赵丽宏和读书会的粉丝一

起，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感受诗

歌带给人的温暖与力量。

赵丽宏给读者们讲述了自

己代表作之一《火光》的创作故

事。那年，他回老家崇明插队，

成了一个孤独忧伤的知青。“那

时的我很少说话，每晚对着一

盏油灯，也不知道将来要干什

么，有点迷茫，但我爱看书。”孤

独的时候，赵丽宏就写诗，就这

样写下了《火光》，这首诗真实

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赵丽

宏说：“感谢诗歌、感谢文学，让

我寻到了光明。”

赵丽宏写诗，一写就写了

50多年，他说：“我今年71岁

了，你们看不出来吧，我觉得阅

读和写诗让我多了一点忧思和

忧伤，经常感动和激动的人不

会衰老，你的人生会变得非常

丰富、美妙、与众不同。”

赵丽宏现场讲述的《火光》的创作故事感动了读

者。“我是69届的，您讲的那些我太有感触了。我不

太善于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

内心的情感，我就想在这里把您写的那首《火光》读

给大家听，作为一种感谢。”互动中，有读者声情并茂

地朗诵《火光》，她的朗诵融入了情感，抑扬顿挫中，

赵丽宏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附和吟诵，大家完全

沉浸在诗歌的魅力中。

读者侯先生说，自己骨子里爱好文学，曾在内蒙

古出差时买了赵丽宏的书《寻梦草原》。也有年轻读

者向赵丽宏提问：小时候读书理解非常快，感觉阅读

是快乐的。为何现在有了思考，反而有时会感到不

快乐？“因为读书让你成为了一个有见识的人，你会

和书中的观点辩论。真诚的读书人不是简单地接

受，真正的读书人是个思想者，会不断问为什么。”

本场市民读书会由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

指导，新民晚报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共同主办，上

海市民文化协会、思南书局 ·诗歌店承办，上海世纪

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记者 王瑜明

在书店和图书馆读书
阅读行为随处可见，但是在书店里和

图书馆中的阅读更专一，让人与人、人与城

市之间的连接更紧密。城市里特色书店与

小书店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活力。

今天开业的悦悦书店（见上图）位于大
学路旁的伟德路，装修期间就因为围挡上

的填字游戏而“火”了一把：“人生总要去书

店＿＿＿”这一句简简单单的“填空题”戳

中了多少爱书人的心。悦悦书店创始人之

一罗志红介绍：“我们在复旦周边开了22

年书店，希望入驻大学路商圈后，能把出版

社的图书资源、作家资源和高校的名师资

源、活动资源等，辐射到更广大的读者群。”

同样在今天向读者开放的还有静安区

图书馆天目路馆和松江图书馆新馆。前者

原为闸北区图书馆，6层建筑远看像一本

本书籍有序排列。后者将醉白池公园景观

引入其间，屋顶呈起伏绵延之势，犹如一卷

摊开的历史竹简。“图书馆就是天堂的模

样”，那也是城市客厅与市民课堂，让城市

空间更可亲近。

在楼宇和健身房读书
读书是无处不可的，飞机上、大巴上、地

铁上、公园的草坪上，在旅途间歇用阅读充盈

时间的人，屡见不鲜。今天，很多读者坐着一

辆巴士来到“城市书房”吴中商圈馆参加现场

活动“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的缘”，这是闵行为

阅读专属打造的“阅游巴士”，用“阅读+行走”

的方式，感受闵行城市的人文气息和乡土风

情。闵行已拥有30家“小而美”的“城市书

房”，布局形成了“15分钟公共阅读圈”。

阅读还进入了楼宇写字间，徐汇区图

书馆的“汇悦读”走进了徐汇万科中心，开

设“万小汇”读书会，书香飘进一个个办公

格，社会力量参与引领全民阅读，打破了行

业壁垒。

甚至，还有在健身房“读书”的。最新

出炉的“上海市民阅读调查报告”里出现了

一个有趣的新现象，有4.39%的上海市民

有过在运动健身场所“阅读”的体验。

在家里“读书”
在家里读书，对于被书籍喂养的人来

说，就如同吃饭和睡觉一样。“书有了声音”

这件事对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填补的是入

睡前的那段时光，也许是做家务时的听觉

学习，也许是跑步机上的临时陪伴，而对于

一个无法用眼睛“阅读”的人而言，却是另

一种无法替代的体验。

亚洲第一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洪，在

上海新华书店 ·逆光226主办的“触摸逆

光”系列启动仪式上说：“我喜欢读书。最

开始失明的时候曾经因为自感阅读不便而

痛苦。当时夏琼（张洪的夫人）会在晚上不

忙的时候，把书上的内容一句一句读给我

听。我学会了在声音中捕捉大师作品里细

腻的节奏与诗意，这对我而言，甚至是一件

因祸得福的事情。”

我们因为孩子尚未识字而采用了“听

书”，我们因为无暇停顿眼神而采取了“听

书”，但无论文字化成了何种形式，我们都

是在“阅读”，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刻的空

闲。家是停留的港湾，家也是一个最日常

的阅读之所。 本报记者 徐翌晟

阅读融入城市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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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前天起，连续三天的“行旅阅

杭州”双城书街主题活动（见上图）在杭州弥陀寺文化公园
举行，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邀集了包括朵云书院、钟

书阁、1925书局、新华文创 ·光的空间等全国年度“最美书

店”，上海古籍书店、艺术书坊、上海外文书店等历久弥新

的专业书店，新华书店 ·南村映雪、上海香港三联书店等15

家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实体书店、专精特微书店首次集体走

出上海来到杭州，带来3000种图书，包括近年上海出版的

精品力作、各具专业的学术著作、上海主题文化读物，以及

古旧图书和原版进口、港台新书；600种文创产品，包含自

有和畅销的文创品种，上海品牌书店的一线文创产品，参

与“忆江南寻宋味”宋韵杭式生活节。

参与“行旅阅杭州”双城书街主题活动，也是上海市书

刊发行行业协会在浙江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和杭州晓风

图书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推出的一种新的交流尝试。长三

角三省一市发行协会期待通过这种形式，将各自开展的富

有特色的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互相交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有多少
小朋友平时爱去公共图书馆？7—9

岁的小朋友最喜欢读书？最喜欢读

书的上海小囡借了多少册

书？……今天，上海少年儿童

图书馆发布《2021-2022年

上海市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阅读报

告》。报告显示，上海市公共图书馆

少儿馆（室）馆藏图书638.8万册。

2021年活跃读者总数为193934人，

2022年活跃读者总数为 152503

人。4—11岁是本市少年儿童阅读

的主力军，在活跃读者中占到了

80%。文学类图书最受欢迎，借出

量占热门纸质图书类目比例超

53%，其次为语言文字类、艺术类。

历史地理类、生物科学类图书借阅

比例逐年小幅上升。

0-6岁低龄儿童家庭注重阅读

启蒙，年平均借出量在50本以上的

读者占活跃读者数25%。但伴随着

年龄增长，公共图书馆少儿读者年

平均借出量逐渐降低。

本报讯（记者 赵玥）在《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前和徐光
启“仰望”同一片星空；在海派文化之源的百年书香之旅里

感受宇宙魅力；在首家向公众开放的“上海音像资源公共服

务平台”视听阅览室回望城市影像资源；跟随《太阳的女

儿》探寻古希腊文明……为迎接第28个世界读书日，“有

光”2023年世界读书日徐汇区主题活动昨天上午启幕，同

步拉开2023年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徐汇系列活动序幕。

历史文献《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特展在徐家汇书院中

庭开展。绘制于明朝崇祯年间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持测绘，德国传教士

汤若望等参与绘制，是现存于世时间最早、尺寸最大的东

方皇家御用星图，也是徐光启生前最后一幅巨作。

“有光”读书活动日还联合各街镇分馆持续开展读书

周近百场线下系列活动。读书活动将从4月延伸至五一

小长假期间，覆盖全区全人群。

和徐光启“仰望”同一片星空

来一场追光阅读之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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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个
日子，阅读就以节庆的形式，召唤人们
向精神世界继续前进。当文字已经在
大屏小屏上闪烁，我们的阅读之所与
往日有什么不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
记邱华栋在首届全民阅读季开幕时谈
到，“全民阅读”已连续10年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从“倡导全民阅读”到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阅读正在
融入城市的日常角落。

上海小囡最喜欢读文学书
《2021-2022年上海市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阅读报告》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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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宏给读者签名
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