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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在岛屿读书
穿过湖心岛，跨过银杏桥……

崇明迎来了一群读书人。“书香瀛

洲”崇明分会场离上海书展主会场

的距离约有100公里，是距离上海展

览中心最远的分会场。

香朵开心农场湖水碧绿，芳草

茵茵，它所在的庙镇，对作家、诗人

赵丽宏而言分外亲切，因为这是他

的祖籍之地，这次他带来了新书《江

芦的咏叹》，讲述了书籍如何帮助自

己走出人生至暗时刻。文章中随处

可见的景物、日常琐碎的小事、擦身

而过的陌生人，都在作者的笔下熠

熠生辉。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置身于

久居乡村民宿，良田环绕，一屋一

景，或可推窗望见湖水，或可仰首望

见星空，他自言自然环境让他“有了

回陕西老家的感觉”。陈仓与本地

的文学爱好者分享的是他进入城市

生活后的体验。

杨绣丽和刘锦涛、袁刚、陈新涛

等作家，都是出生或者曾工作生活

在崇明新河镇的人，他们回到了熟

悉的村子，相聚在拾花民宿中。公

共空间里装点着崇明非遗土布元

素，土布制成的玩偶、土布沙发，有

着农家的拙朴与灵气，便利安适，无

碍无忧。院落有花有草，田间有果

有蔬，河底有鱼有虾，作家们在这里

回忆乡村生活的过往，有着共同的

悠悠乡愁。

逛书展读书
上海书展西一馆一层，圆厅内

嵌入了一个白色的发光体，外墙具

有传统宣纸质感的肌理，步入其中，

在夏季自然光线的照耀下思南读书

品牌一览无余，圈内是一个复合空

间，点缀着白色的座椅，沿墙有一组

圆形台阶，细看之下上面书写着孙

甘露、木叶、小白等等作家对思南的

喜爱。台阶的存在让中间的讲座者

有了舞台感，又因为圆的温润而消

解了紧张。“思南文学之家 ·阅读之

光”在书展的首次亮相，为来往的读

者作者提供了一个可栖息可交流之

所，空间最中心竖起一条光柱，犹如

灯塔，宣纸的外观又赋予了灯塔以

温柔之感，寓意文学点亮生活。

位于思南公馆公共街区内的

“思南文学之家”是思南读书会的举

办空间，读书会已举办420多期，

1500多位作家、学者和文化人士，7

万多名现场读者，在此分享、倾听、

交流，被誉为上海的城市文化客

厅。“思南文学之家 ·阅读之光”几天

来，也迎来了倪文尖、路内、蒋一谈、

罗伟章、黄德海等作家、学者与书

展的读者现场交流分享。

去博物馆读书
开幕不久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

版博物馆位于杨浦区周家嘴路

3678号，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尤其

一楼的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令人

流连不去，博物馆用透明书库展示

的17万册藏书使用了原图书分类

法和原书架，复原上架中华书局旧

藏，一排排泛黄的旧书使进门的人

隔着玻璃想象遨游书海的情境。

昨天一旁的一楼报告厅，举办了以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为题的

五人对谈活动，同时还展出了家属

捐赠馆藏的范用生前所有书籍、字

画和手稿藏品。

在虹口北外滩与四川北路交会

之处，一座由花岗石砌筑、19根通

贯上下三层的罗马科林斯柱支

撑、建筑顶部有着高大钟楼和“人

民邮电”字样的欧式风格雄伟建

筑令人无法忽略，这座当年被誉

为“上海十大建筑”之一的上海邮

政总局大楼，正是如今的上海邮

政博物馆所在地。昨夜2023上海

书展 ·上海国际文学周“诗歌之夜”

在这里举行。

作家韩松落为大家演唱了自己

作词作曲的《金盏花》：“一条青石的

街，再走过一家杂货店，如果你能够

见到她，告诉她我有些想她，春天的

风啊秋天的月亮，露水打湿的金盏

花，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落泪啊，我不

知道该怎样回答”，让这个夏末之夜

流动着诗意。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带着最新出版的“梁启超五卷本”第二卷

《梁启超：亡命（1898—1903）》，许知远作为

2023“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系列的嘉宾，昨

天出现在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讲座时间未

到，大厅早早聚集了众多年轻人。

从不关心网络评价
2013年，许知远萌发了要写梁启超的念

头。“首先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拥抱世界的巨大

开放性，以及对自己所处时代环境的灵活适应

性，以及对未知的强烈好奇心。”2015年，他开

始了第一卷的写作。访谈节目《十三邀》只是许

知远生活工作中极小的一部分，写作之外，他的

工作还包括但不仅限于公司的日常管理等。他

坦言平衡永远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状态。放松，

只是在不同事件之间转换，或者试图在“专注的

心不在焉”或“心不在焉的专注”间切换。失衡

的时候，他会长时间散步，或者喝酒，听音乐。

他最珍视的还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是一

个以自己独特的经验和眼光去描述世界的人，

这种独特性是不可能被AI替代。

23年前，25岁的许知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

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今天，他以一本讲述

30岁梁启超的传记来投射自己的情感，关于一

个人被推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如何观察，如何重

新发现自己，产生崭新的变化。许知远希望读

者能从中读到生命力，读到那种转化的能量。

他从不关心网络评价，“你需要珍惜的是尊重你

的人对你的看法，要珍惜那些身边人对你的看

法，要珍惜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印刷物有强烈情感
1898—1903年，三十而立的梁启超，在古

老中国死亡与现代中国诞生的关键时刻，行走

于东京、夏威夷、新加坡、悉尼……他和日本首

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宫会晤

美国总统；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基于

所有人都是同代人的信念，许知远追随百多年前

的梁启超，去檀香山喝菠萝啤酒、在墨尔本的淘金

博物馆中闲逛、欣赏横滨的色彩、品尝李鸿章杂

碎的滋味……许知远尽力在不同时空中寻找着某种延绵不断的线索。

2023年7月，单向空间在东京银座开了一家新的分号。许知远将之

也纳入了自己写作梁启超传记的副产品之一。此时，距离第一家“单向

街图书馆”在北京海淀的圆明园东门边开张已经过去18年。书店就像社

区，而且是在成长。在他看来，一个书店空间，更是像与各种各样的人，

甚至音乐、酒精等感受的相遇。另一方面，对于书籍、印刷物的强烈情

感，也推动着许知远年复一年地坚持着。“这个时代，书籍、印刷物的力量

和作用被削弱了，我对印刷物强烈的情感，对人的记忆的确认和留存是

非常宝贵的。”

喜欢开放式的生活
一直与娱乐文化保持距离，2022年许知远接受了正在海南拍摄的

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邀请。那刻的他单纯地觉得，“能让我去远

方、去海边，我就开心，而且黄磊老师的饭真的做得很好吃。”

在参加上图东馆讲座，讲述一个百来年前的故事的前一天，许知远在

录制新一期的节目，主题是电竞。在大家的撺掇下，他打了一局游戏，被

“摧残”得精疲力尽，但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甚至还去打了街机游

戏，过了极度飞跃的一天。“我喜欢的生活就是很随机的、未知的。我喜欢

这样开放式的生活。”

新的时代语境，就会有新的探索旅程。许知远认为，如果一个人可

以在拒绝中得到某种确定，甚至因此获得一种更深入的感受，也并非完

全不可以。但也有人是需要主动地付出，投入行动来确认自己和世界

的链接，比如30岁的梁启超，那自然更值得赞许。“因为世界就是一场

丰盛的宴席，生而为人，我们应该去品尝它。” 本报记者 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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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空间
无处不在

夏日之末，书香漫溢全城。在关于阅读空间的构
建过程中，人们也在向着光而奔跑。读者们流连在书
本前，在阅读空间里捕捉每一个思想的亮光。书展期
间，关于书的一切热度都提升起来，蓦然发现，越来越
多的新型特色阅读空间以意想不到的面貌出现在身
边，让我们不仅感觉到书的温暖，同时也领略到全然
不同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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