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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屏时代
更要静心深度阅读

上海展览中心的雕花穹顶下，重新聚满

了拍照留念的爱书人，蜂拥而至的相机和摄

像机也定格下了他们的一瞬间。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书展？

背着硕大帆布袋的老者说，采购一批全

国出版社严选的书籍，是他每年来到书展的

规定动作。

坐在友谊会堂聆听首堂“国学七天七堂

课”的观众说，上海书展的互动感更强，走进

现场更能感受到阅读的力量。

带着两个女儿来逛书展的妈妈说，从扬

州来到上海，这一天只为感受上海书展的书

香和氛围而来。

年轻的男女追寻着讲座与签售活动而

来，能够见一见心仪的作者，听一听幕后的创

作心路，便已满足。

红色的主雕塑下，“我爱读书，我爱生活”

的主题词代表了每个走进上海书展的读者的

心声。攒动的人头不仅传递着上海书展的热

度，也代表着一种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位老读者：

“上海书展是纽带”
今天一大早就候在书展门口的韩力钧退

休前在医院工作，60岁的他是每一届书展的

老读者，书展一次逛不够，来个五六次是家常

便饭，且每年闭幕那天他都会陪伴着落幕灯

光熄灭。与国学、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是他

每次必买的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

画、成语故事韩力钧买得最多，一买就是五六

套，当作礼物送给现在跟随他学习传统文化

的小朋友家长。

书展如纽带一般联系着韩力钧的家人、同

事、朋友……受其感染，跟随他来书展的人真

不少，有时他在书展现场的解读还会引来不少

人的围观。“2008年在上海书展上认识的书友，

我们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呢。”韩力钧说。

一位出版人：

与读者距离更近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丁丽洁堪称“书展老

兵”，她从2007年从事出版社工作以来，每

一年上海书展都不曾缺席，搭展，布展，搞活

动……忙得不亦乐乎。

“上海书展从来就是属于读书人的节日。”

丁丽洁说，而今年最大的感受是全国出版行业

的朋友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积极参与到书展的

筹备中来，对于在书展中的相见，分享好书，交

流经验，大家分外期待，甚至有来自外地的出

版社朋友专门为约见书业的朋友建了群。

丁丽洁说，本届书展上海译文出版社为

了让出版社和读者的距离更亲密，启动了“译

文读者节”。“我们还会举办读者体验日，邀请

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位读者来到他们的‘梦中

情社’，与编辑畅聊好书、参与游戏环节赢取

奖品、深度体验两间‘理想书房’。”能在书展

中结识更多的专业朋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是丁丽洁的“书展收获”，能与读者面对面，更

是出版人参与上海书展的意义所在。

一位外地展商：

携新朋不忘会旧友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特装展位前，人头攒

动，有的家长在活动预告前驻足，有的孩子津

津有味地翻起课外读物……人教社人教教材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志刚和同事们一

起，热情地接待着读者们。

“人教社在过去十几年参加上海书展的

过程中，感受到了上海书展的蓬勃发展，今年

上海书展有800多场活动，充分体现了上海

书展的影响力。”李志刚说。

今年上海书展增加了非上海参展单位的

展位，人教社立即申请了展位。李志刚介绍，

在今年上海书展的文化盛典中，人教社以“书

香溢申城 · 悦读伴成长”为主题，策划了三场

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课文作家与你面对

面”“带你读课本中的古诗”“用好工具书，提

高英语综合素养”。

与以往的展会不同，这次人教社还带了

位新朋友参展。李志刚说，人教社IP形象

“教小萌”也将首次在展会亮相。以人教社

logo为基础设计而成的“教小萌”，吸引了不

少人的目光，孩子们热情地和“教小萌”合影

打卡互动。

一位执勤民警：

“书中自有连心桥”
每届上海书展，静安公安分局治安支队

的民警黄骏远都参与其中。作为一名酷爱藏

书的民警，他每次都会主动报名上海书展的

安保工作，为爱书的同好保驾护航，为作家提

供安心有序的现场。

平日里，黄骏远工作岗位上接触比较多

的就是辖区内各文化企事业单位，也时常要

与教育机构、学校师生打交道，算是公安队伍

中“文艺范”比较浓的一位。年少起他就好阅

读，从推理探案到名家名著，再到如今伴随阅

历增长又迷上的文史哲类图书，“以古鉴今”

让他能客观理性看待周遭事物。

曾几何时，黄骏远也曾为邻里间因几毛

钱大打出手而无可奈何，如今回望那些“误解

偏见”，他意识到很大程度上是没能为他们搭

建好沟通的桥梁。他感到“书中自有连心

桥”，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他与群众因为一

本书、一句诗、一段名言而打开心扉，建立工

作友谊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黄骏远心中，上海书展的与众不同，就在

于任何人都可以在忙忙碌碌中寻得那片属于自

己的“黄金屋”，在此闹中取静，乐哉，快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赵玥 吴翔

书

2023上海书展 ·第十届上海国际文

学周在虹口区启幕。昨晚在建投书局

举行的主论坛活动中，西班牙作家洛伦

佐 ·席尔瓦（见右图）、奥地利作家菲利
普 ·韦斯、阿根廷作家萨尔瓦多 ·马利纳

罗，以及陈福民、田耳等20余名国内学

者、作家、摄影家、评论家以“叙事共同

体”为主题作了一次深度对话。

何为“叙事共同体”？如果，我们要

讲述如何攀登一座高山，文学会使用语

言，戏剧会使用肢体，影视会使用镜头，

各自采取不同的形式传达攀登的过程。

最终，各种各样的形式相互借鉴、竞争、

融合，聚拢为叙事的共同体，为读者提供

丰富、立体、多层次、全方位的精神产品。

“当人们使用‘叙事共同体’这个概

念的时候，可能是‘传统’文学正在经历

需要严肃对待的危机时刻。”这让学者陈

福民不得不居安思危。悄然不觉地，小

说创作者都如此期待影视的改编，以便

作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传播，小说

能否影视转化也成为写作是否成功的重

要衡量标准。洛伦佐·席尔瓦却认为，无

论谁写小说，都不应该在乎它是否被改

编成电视或电影，他坚持：“阅读才是写

作者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养分。”

如在“叙事共同体”范围内理解，作

家田耳看到的是，文学显然处于弱势。

相比其他艺术门类彼此交流相对顺畅，

唯有文学表达最难穿越语言障碍。但

对于作家索南才让而言，恰恰是汉语、

蒙古语及地区方言的杂糅，让他体验到

了不同语言的内涵和韵律带来的叙事

活力和多样性，“我让自己站在世界之

风的当口，迎面接受吹拂。”

萨尔瓦多·马利纳罗开玩笑地说，本

次论坛主题含有一个悖论：像阅读这种

如此个人和独特的行为竟然可以构建一

个共同体。传统意义上写作和阅读都是

在孤独中发生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

文学没有集体的形式。一个民族的历

史凝聚在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中，语言

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也是一个社会共享

的一切。马利纳罗认为，叙述就是在构

建一种共同的体验。例如，这种体验会

在阅读卡夫卡的读者中形成一种归属

感，当他读了《审判》或《城堡》后，他会

沉浸在卡夫卡宇宙中，一个由所有热爱

卡夫卡的人共享的宇宙。

文学不仅可以影响读者，更可以影

响创造文学的作家本身。北京大学艺

术学院教授顾春芳认为，每一个作家都

有自己的“精神谱系”，“精神谱系”是最

能够阐释“叙事共同体”何以发生的。

我们读《红楼梦》，会发现曹雪芹受到诗

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影响，甚

至还潜藏着一部元明清经典戏曲史。

我们读契诃夫，就会发现他受到德国和

法国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受到文艺复兴

乃至古希腊戏剧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

“斯多葛学派”的浓厚底色。对你产生

影响的人，可能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

可能来自一个1000多年前的作者，今人

的创作同样也可能影响后人。

文学翻译于是对“叙事共同体”的

感受更为强烈，翻译要在不同语言、不

同文本之间建起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事

实上，就是在促进人与人的共情和理解。

顾春芳每年都会格外关注来到上海国际

文学周的外国著名作家，因为在这个共同

体中，她和作家们是以文字为纽带联系

得最紧密的伙伴。本报记者 赵玥

出土文献的出版是令冷门不“冷”、绝

学不“绝”，传承、传播、发展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途径。近年来，新见出土文献相

继由上海多家出版机构推出。上海，这座

几乎难觅出土文献的城市，已然成为中国

出土文献出版高地。在东一馆二楼属于

世纪出版集团“泱泱大国 皇皇大观”的展

览中，由上海中西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出

土文献整理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见右图）尤为引人瞩目。
清华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之后又一

批珍贵的战国竹简。清华简总数多达

2300余枚，得到清华简的过程颇有一番

曲折。2008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正式

抢救入藏了这批珍贵的竹简资料，并成立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来协调校内外

的学术力量从事清华简的保护、整理与研

究工作。清华简经校正后，年代数据为公

元前 305?30

年，这就可以肯定，

这批竹简是秦始皇

统一六国之前的产

物，也是躲过始皇帝

“焚书之灾”的幸运儿。

经清华大学整理，清华简内容多为对

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

史类典籍，包括《尚书》《诗经》《易经》等儒

家经典和许多历史著作，李学勤教授还在

这批竹简记载的内容中发现了夏朝存在

过的证据。这批竹简中的两篇文章《尹

至》和《尹诰》反复提到了一个叫“西邑”的

地方，而甲骨文里也经常会出现“西邑”这

两个字。在这批竹简出土之前，专家们一

直无法得知“西邑”具体指代的是什么地

方。但随着《尹至》和《尹诰》两篇文章的

整理研究，困扰专家们多年的谜题终被解

开，因为这两篇文章中记载了关于

商汤灭夏的历史事件，文章中

反复出现的“西邑”正是商

汤要攻打的夏王朝。此

外，清华简第四辑所

收录的《算表》，作为我国留存最早的数学

文物实物，被独立认证为目前发现的人类

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工具。

清华简不仅向今人呈现了两千多年

前的先秦典籍原貌，更能对传世的一批古

文献有所补充和订正，为目前学界所争论

的一些焦点话题提供极具说服力的材料，

同时引发更多崭新的开拓性学术课题，对

中国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学术史等

学科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推进作用，在传

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也有巨大

的价值。

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编辑团队

介绍，从2010年底开始出版第一辑清华

简的整理报告，

《清华大

学藏战国竹简》以每年一辑的速度，目前

已出版至第十二辑，出版社还根据每一辑

清华简材料的特点做了不同的设计，预计

将持续出版至第十六辑。

为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研究需求，

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开发建设

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电子书平台，自

第十一辑起一书一码、纸电同步。《清华大

学藏战国竹简》电子书平台收录清华简整

理报告全部数字文本及原书图像。智能

导航，双窗口显示，图文对应，支持跨书全

文检索、分类检索等。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观
察

“上海书展是开阔视野、学习借

鉴的宝贵机会。拙作《譬如登山——

我的成长之路》，有幸登上书展展台，

恳请批评、指导。”今年88岁的著名

作家、学者、诗人王充闾（见上图），
昨天在上海书展揭幕前夕接受了记

者采访。他表示：“关于学习读书，

我所深情关注的是：阅读要深化。”

王充闾1935年生于辽宁，幼时

系统接受八年国学教育；大学毕业

后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

在省直机关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

席。创作有文学作品《清风白水》《春

宽梦窄》《逍遥游——庄子传》《国粹》

《文脉》等80余种，1500余万字。作品

先后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冰心散

文奖”和“中国好书”奖等，近40篇散

文入选高校、中学语文课本和高考

试题。

“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譬如登山》是王充闾最新创作的传

记文学作品。书中以讲故事的形

式，通过形象、生动的叙述，追忆了

他在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下特色鲜明

的成长历程，梳理和总结其成长的

规律和心得。静读其书，细品其譬

如登山的成长路，定有裨益。

在刷屏时代，王充闾坚持不用

手机——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读书

和写作上，与外界联络的方式是家

中座机、信件和电子邮件。谈及“阅

读要深化”，王充闾认为“切不可满足

于手机、电视、刷屏，只是搜罗一些信

息，必须静下心来读书，体现深度追

求；”“读书要博览与精读结合，应该

有独特的领悟，不能满足于当‘两脚

书橱’。有六个环节需要把握：注重

语境，把握视角，提出问题，勤写札

记，细心涵咏，观照现实。”他信手拈

来切中肯綮的前人诗句：“好书不厌

百回读”“涵咏功夫意味长”“腹有诗

书气自华”“书卷多情似故人”。

米寿之年，王充闾谈话中气十

足，思路清晰。回望文学之旅，他

说：“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做起了

文学之梦。”犹记得读辛弃疾《贺新

郎》词：“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

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

与貌，略相似”，那一刻，怦然心动，

似有所悟，当即将“青山”改作“文

学”，成了“我见文学多妩媚，料文学

见我应如是”。大都好物不坚牢，彩

云易散琉璃脆。唯有文学例外，“她

妩媚地伴我一生，与生活同构，与生

命同在；而且，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活

的记忆。”

谈及上海，王充闾说他有很多

朋友，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新

民晚报。他是“夜光杯”的作者，

《文学，妩媚地伴着我》和回忆华君

武先生的《一席难忘》等先后于“夜

光杯”发表。上海的朋友去沈阳探

望他，“夜光杯”和上面的文章也是

一个话题。

70余年文学之路，步履扎实，笔

力绵绵。请王老谈谈培植后劲的诀

窍，他给出六个字：“老根底，新观

念。”“老根底，就是始于幼年所掌握

的优秀传统经典。优秀国学经典是

民族之魂、文化之根，特别是《论语》

《孟子》《老子》《庄子》等几部元典，

必须原原本本地研读，有的还须背

诵；再就是《史记》、唐宋诗词，不可

不读。”传统经典值得读，应该读，但

怕读不懂而却步的也不乏其人。“其

实，古代元典字数都不多，《老子》只

有五千字，《论语》一万二千字，《孟

子》三万八千字，《庄子》六万五千

字，总共不过十二万字。一天研读

三百五十字，一年就完成了。”在王

充闾看来，新观念，就是着眼于与时

俱进，“日日新，又日新”，长期坚持

不懈，随时随地自觉补课。

作家创作，苦乐相循。王充闾沉

浸于创作的艰辛与回甘——“体现为

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

绽放，四座皆春的甜美。”读书，亦复

如是。 本报记者 郭影

如果说电影《长安三万里》《封

神》的热映引发了新一轮的“传统文

化热”“唐诗热”，那么阅读学术书

籍，获得的则是严谨扎实的传统文

化知识。许多读者一进入上海书展

的大门，就被东一馆二层的大部头

巨著形成的“书山”所深深震撼。“泱

泱大国，皇皇巨观”的红字引领了三

面墙体形成的完整展线，具有高峰、

高原意象的展架上，是由世纪出版

集团旗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上海书画出

版社等专业出版社聚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组织策划的各类重磅展示

发布，分为各具特色的敦煌文献、出

土文献、大奖精品、文史典籍、大家

全集、珍稀文献、文献集成等板块。

“泱泱大国，皇皇巨观——中华

经典文献世纪精品展”上，《北京大学

藏秦简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

院藏秦简》等等出土文献的集中呈现

令人惊讶于上海在出版领域内的最

新成果。

书山有路，上海的学术出版为

学界的研究成果共享提供了可能。

在大家全集方面，如《顾炎武全集》

是经专家考订后确定的顾炎武存世

全部著作总集，收录了各类著作34

种，其中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

5种，集部3种。《全集》中很多著作

是首次整理出版，如《天下郡国利病

书》《音学五书》《五经同异》等，约占

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天

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的整

理，学界期待已久。《徐光启全集》

（全十集）由复旦大学学者朱维铮、李天纲主编，此次整

理在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集》《徐光启著译集》

《农政全书》等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近年海内外新发

现的佚著佚文，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毛

诗六帖讲意》《徐氏庖言》《测量法义》《灵言蠡勺》等十多

种专书是首次点校排印出版。

电影《长安三万里》将李白、白居易、杜甫、高适等组

成的唐代诗人群像具体化，而号称“双白簃主”、一生致

力于白居易和李白研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故编审朱

金城先生古籍整理的代表作《白居易集笺校》考证精审，

堪称白居易集整理的典范之作。本次出版，重排重校，

对版式作了一定优化，并对原书中的个别排印错误有

所订正。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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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上海书展·第十届上海国际文学周开幕

中外嘉宾对话“叙事共同体”

■ 上海书展上午开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