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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书展如火如荼。书展是这

座城市鲜亮的文化标记，而将这一
周日历标红的，不只是图书行业从

业者，还有无数的爱书人。买书、读
书、听书、交流书，每一个环节都离

不开爱书人的故事。上海书展就像
一个一年一度的闹钟，提醒我们停

下匆忙的脚步，翻开尘封的书籍，聆

听爱书人的故事，传递阅读的馨香。

购书体验科技温度
大学书店、无人书店、高颜值书

店⋯⋯这些都是位于国权路的志达

书店身上的标签。从线下转型线上，
到如今为书店赋予种种高科技体

验，创始人罗红让这家经营了 15年
的老店始终拥抱着未来。读者从掏

出手机扫码，进行脸部识别“刷脸”

进门，到取下一本书，穿过书店的回
廊，免密支付出门，可以不需要 1名

店员，全过程也不超过 3分钟。不
过，为了方便第一次前来的新顾客

和一些老年顾客，店里还是配备了
2名店员协助。

书店的墙上，贴满了读者写下
的“表白”明信片。一位六升七的小

读者说：“第一次来到国权路，邂逅
志达书店，一开始被毫不浮夸的外

表所吸引，进店更是惊叹，别出心
裁的小屋有着古色古香之韵。”还

有来书店做志愿者的读者说：“我

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我喜欢的东野
圭吾的书，门口的无人付款特别方

便，以后想经常来这里逛逛。”一笔
笔写下的文字，一幅幅勾勒的卡通

漫画，表白墙上写满了对实体书店
的喜爱与支持。

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流畅的购书
体验，互联网思维则更深层次地贯

穿在志达书店的运营中。罗红介绍，
从 2006年转型做网络书店，志达在
起跑速度上已经甩开了很多书店一

大截。线下店只是总部业务的一部

分，目前公司旗下有两家网店，悦悦
图书和志达书店，都是各大平台的

核心商家。618大促时，悦悦图书还
拿下图书类销量第四名的实绩。

对有些小网店来说，没有订单
会很愁人，但是订单量激增带来的

物流问题同样也很愁人。公司的技
术负责人张晓冬带头设计了一整套

运营系统，从销售、采购、仓储管理
等各方面确保一切井井有条，即使

是双十一期间每天十几万件快递也
能顺利发货。线下店的运营模式也

是如此，去年年初重新装修升级后，
志达书店已经办了 200多场线下活

动。罗红的手里有一份数据报告，各
种表格让每场活动的受欢迎程度和

受众情况一目了然。
如果说马云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那么罗红想要实现的是让天
下没有难读的书。除了科技与服务

的结合，书店的背后，还有一个两万
多平方米的仓库和 300多家出版社

支撑的各种新书首发活动和分享
会。也正因为这样，志达书店主打的

并不是“无人书店”的标签，而是“未

来书店”。这四个字清楚地印在招牌
里，因为经营者脑中想的永远是未

来书店什么样，又会如何服务读者。
待到 9月开学季，罗红对于志达书

店新的迭代方案将会实施，这间小
小的书店又会融入哪些新元素，让

人不由得产生了期待。

朗读营造诗和远方
3年前的 6月 18日，一个声音

开始静静生长，它就是“侧耳”，SMG

新闻主播印海蓉带着一众爱好文艺

的新闻媒体人成了这个团队的主要
成员。

这个名称源自印海蓉的内心感
受：网上发声的人很多，但是侧耳倾

听的人很少。所以，她希望能通过
“侧耳 SH”微信公众号，以媒体人的

文化知识和专业眼光，将中外经典

文学作品和诗歌变身成音频，传递
进更多人的耳朵以及他们的心灵。

老实说，诗歌朗诵类的节目很
多，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做出“侧

耳”的特色，是从成立之初就在考虑
的事情。印海蓉说，团队并不想迎合

市场，只是希望能找一些适合新闻
主播朗读的作品。知名作家孙甘露

也曾为“侧耳”把关，听到印海蓉的
想法后，他说了四个字：“这事靠

谱。”作家们来给文本把关，在市场
上已经凤毛麟角，后来团队有了

ICS 上海外语频道主持人的加盟，
“侧耳”里还会朗诵英语、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的诗⋯⋯
新闻主播一直给人以客观理性

严肃的印象，

但其实这群文艺青年
从小到大都有诗在心中。印海蓉小

时候就因为一首《献给周爷爷的花》
拿遍全国的奖。主持人施琰也是如

此，“听到这样有情怀的召唤，立刻
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四川籍的主持

人雷小雪还曾用四川话朗诵四川诗
人马雁的《成都之夜》，对她来说，无

论是成都还是上海，她的工作始终

围绕夜间新闻，每天都能见到深夜
的城市景象。徜徉在上海的夜，她也

时常会想，当都市的繁华归于平静
过后，那些怀揣梦想的人是睡了还

是醒着。
3周年纪念活动时，“侧耳 SH”

公众号发起了“留言进地铁活动”，
选取 16条网友留言印制在“侧耳”

地铁专列的拉环上，让大家的文字

也可以走进城市公共空间，使一名

普通听众对“侧耳”的感情能够被更
多的人所感受。入选的留言里，网友

“Lake”说：“最难得的是我们相遇，
你愿诉说，我愿倾听。”网友“Hunt”

说：“许多夜晚，侧耳都陪伴着我，静
静赏读，夜仿佛变得更加温柔。”

三年多来，“侧耳 SH”累计推送

了四百多期优质原创音频内容，超
百万人次点击欣赏。在忙碌的生活

中，每天在公众号里聆听主播们朗
诵的几分钟诗歌，成了网友在闲暇

时寻求心灵小憩的选择。粉丝“柠

檬”说，第一次知道侧耳，是一次世
界读书日的活动里，她在思南公馆

偶遇侧耳团队在小广场朗诵。主播
们声情并茂地朗诵间，夹杂着初春

时节的温柔。这之后，她又在思南
读书会上多次听到侧耳团队的精

彩朗诵。

文字与声音，就这样同步跃入
读者的心灵。

阅读变成全民盛事
爱书人对阅读最早的启蒙往往

是来自家庭的熏陶，阅读马拉松的

创始人沈阅便是如此。在她还没出
生之前，父母已经想好了，无论是男

孩女孩，都要起名为“阅”，沈阅解
释：“因为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爱读

书的人。”从小跟着父亲一起看书，

让她的阅读兴趣偏重于历史等社科
类书籍。

但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越
来越多人喜欢用速食的方式获取

知识，比如通过一些几分钟的讲解
音频了解一本书的故事，几分钟的

视频获取一部电影的故事和评价。
阅读本身的乐趣被忽略，被剥离的

知识点成了大家追捧的干货。因为

从小就感受到深阅读的快乐，她也
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更多的

人，于是，阅读马拉松的想法应运
而生。

2016年，沈阅与两位交大安泰
学院的 MBA校友发起了“阅读马

拉松”，让参与者能够真正静下心来
阅读，并完成一次对自我的挑战。这

是一项考验读者专注与意志力的比
赛，参赛者不光要在规定时间内读

完一本书，还要完成答题。速度快，
但不能囫囵吞枣，字字钻研，还不能

忽略速度

与文章逻辑。最

初的阅读马拉松试验赛只有三四十

人参加，到半年后的秋季赛，参赛规
模就迅速扩大到千人。2017年的 4

月，春季赛报名通道开启，最快的一
支队伍 36秒钟就提交报名成功，仅

仅 2分 47秒，上图赛区的 200个席
位便已满额，6 个赛区当天凌晨就

全部报满，到次日 8时，所有市区赛

点都已满员。
今年 5 月，“2019 长三角地区

阅读马拉松大赛”在沪苏浙皖四省
同时开赛。沪苏浙皖四地的 115家

公共图书馆内，超过 1400支队伍，
即超过 7000名阅读者，同时翻开了

一本尚未上市的新书———《寻找宜
居星球》。比赛现场不再只有笔与本

子的摩擦声，年轻的读者们开始使

用电子设备制作思维导图，答题区，

参赛队员答题时不允许翻看书籍，
想要回忆阅读内容、理清阅读思路，

思维导图就起了大作用。
如今，阅读马拉松越来越受到

全民欢迎，抢到名额的参赛者绝对
是以秒杀的速度下手的，有人抢不

到离家近的图书馆赛区，退而求其

次选择郊区的图书馆参赛，还有很
多人等待候补。阅读马拉松的舞台

上，几乎连接起了所有与阅读有关
的人，阅读者、图书馆、出版社、媒体

⋯⋯大家一起参与阅读推广的行
动，所以比赛只是阅读马拉松的外

在形式，从来不是阅读马拉松的目
的。沈阅说：“将阅读从个人行为带

到公共空间，创造对阅读的共同记
忆，让更多人体验阅读、看见阅读，

才是所有人一致的目标。”

翻译传播诗意遐想
“金秋诗会”到今秋就 28岁了。

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办的“金秋诗

会”始创于 1992年，中国现存延续
最久的经典诗会之一，它一直是翻

译家、作家、艺术家和资深文艺青年
心目中的诗歌殿堂。从首届在作协

大厅举办的“金秋外国诗歌朗诵晚

会”开始，次年改名为“金秋诗会”并
在文艺会堂举行后，它就年年举行

并一直延续至今。
诗会的诞生，缘起于当时以翻

译外国诗歌而闻名译坛的五位上海
老翻译家：冯春、钱春绮、吴钧陶、张

秋红、黄杲炘。资深翻译家冯春回
忆，当年，这五位外国诗歌翻译者常

在一起聊天，交流翻译外国诗歌的
心得，谈论翻译外国诗歌的体会。谈

到兴头上，从事法语文学翻译的张
秋红提议：“我们应该搞一些诗歌

活动，让全世界的优秀诗歌传播开
来，开拓诗歌的疆界，给更多的诗

人、爱好者建立一个发表、展示的
平台，共同享受阿波罗的盛宴。”于

是，就有了第一届“金秋外国诗歌朗
诵晚会”。

冯春用一张旧稿纸写下了首届
晚会的开场串词：“我们的晚会就要

开始，这是一个不拘形式的文艺沙
龙，主题是朗诵外国诗歌，谁要唱一

首歌给大家助兴，谁要说段笑话，讲
个故事，我们都一样欢迎，有人要发

表关于缪斯的议论，尽可直抒胸臆，

我们洗耳恭听⋯⋯”这一办就是 27

年。2017年，第 26届金秋诗会首创

展览形式，以“开端”和“经典”两个
主题篇章呈现，其中就包括冯春当

年使用并朗读的这张旧稿纸。
翻译家郑体武是“金秋诗会”多

年成长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在他的
记忆里，第一次诗会还只是“家庭沙

龙”的形式，那时他还只是个初出茅
庐的译者，对这样的活动非常向往。

当时上海文联诗歌组的翻译家们，
轮流到对方的家中做客、聚会，畅谈

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交流翻译心
得。时间长了，这个小范围的团体文

艺活动才渐渐成为上海文联的保留
节目，在翻译家协会里扎下根来。

近年来，“金秋诗会”主题越来
越多样化，不仅融入了展览、舞台表

演等形式，还邀请了更广范围的诗
歌爱好者们前来参加。当初带着“精

英范儿”的小规模集会，如今已成了
普通诗歌爱好者们每年倍感期待的

金秋盛会。莎士比亚、歌德、席勒、雪
莱、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普希

金、莱蒙托夫、兰波、叶芝、布莱克、

菲尔多西、朗费罗、泰戈尔⋯⋯文学
的星河里闪烁着的一位位大师，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在翻译
家们的妙笔下，荡漾起爱好者们内

心或激昂、或温柔的波涛。
从夏天到秋天，从冬天到春天，

一年四季，每时每刻，各式各样，阅
读，始终是这个城市最美，最迷人，

最长情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