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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是世界读书

日，医学与人文在此交汇———上海报业集团
与旗下上市公司新华传媒联手打造的“市民

文化客厅”聚焦医学与人文。经历此次疫情，
我们每个人对生命当更有感悟，而阅读是这

份感悟的承载与抵达。

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副主任王
彤，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全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卢洪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护

士、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戴倩，解放日报
《读书周刊》主编顾学文，共同探讨如何倡导阅

读，把战“疫”的力量，久久地传递下去。

当疫情渐趋稳定、援鄂医疗队回到上海，
当我们的生活渐归正常时，我们需要思考的

是：如何不让疫情期间涌动的对医护人员的
感激之情“随风而逝”，如何让医患之间的理

解与包容“天长日久”？
卢洪洲透露，1月 20日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收治了第一例患者，其实在此之前，

中心的医疗、科研、教学所有的工作已经围绕
着新冠在转起来了。卢洪洲还讲了一个不久

前发生的故事，3月 30日晚，一位重症患者经
历了一个多月的治疗，情况依然危重，当天午

夜，中心决定请第九人民医院的一位权威教

授来做手术，因为时间比较急，而患者又是一
个新冠患者，中心的医生担心教授如果不能

来怎么办？正在犹豫时，这位教授不仅亲自开
车带着手术器件，还带上了他的助手，又从医

院里面请了另外两个教授作为备班，4人两辆

车赶到中心，晚上 12点半进病房，手术持续
了 3个多小时，到第二天凌晨手术才成功。

一个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最重要的是
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阅读就是达到理解

与沟通的桥梁和路径。顾学文推荐了《1918年
之疫》与《医生的护士》两本书，借此了解医学

发展、科学发展，了解我们的医生和护士的职

业以及他们的人生，只有阅读才会懂得尊重
科学、尊重科学家、尊重生命。

“人文是医学的底色。”王彤谈到了一个
数据，在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当中，全国

各地的医务人员一共成功救治了 3600名 80

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医学的初心是同情

和帮助。实际上，支撑医学发展的是技术和人

文的双重属性，或者说这两条腿让医学更健
康地往前走。人文决定了医学的方向，使医学

更加温暖、更有力量。”王彤向读者推荐《医学
人文之重》《伟大的医生》两本书籍，传递战疫

中的医学人文力量。“近百年来我们不断追求
医学科技的高度，而决定医学科技温度的是

人们内心的情怀。”主持活动的何婕分享了自
己最近所读的《瘟疫与人》，“决定人类社会绵

延何方的正是高度与温度的叠加。”

城市为何需要图书馆？ 她其实是另

一种治愈，疗愈心灵、医治人心。 前些日
子， 我们被方舱医院里一位读书人的照

片打动。这位湖北孝感的留美博士后，倚
在床头阅读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

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跃成为畅销书。

就连该书作者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这条新闻。 博士后的

专业是“高分辨冷冻电镜”———这是个光
看名字， 一般人都搞不懂的专业， 这本

“课外书”估计是他的消遣阅读，也是对
其自然科学专业的人文补充。

人文，是所有科学的底色。当我们以
人文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 就有了暖意

和温柔，继而重燃希望和力量。 图书馆，

因而成为交融知识、思想与情感的宝库。

在这里， 蕴藏着来自各个历史时期和五
湖四海的智慧。当我们的跨文化对谈，都

基于人文共鸣之际，那么对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 的感悟就会愈发深切。 所有问

题，都是人的问题；所有答案，都可以去

图书馆里找找。

马上评

    也许我们并不记
得一年内去过多少次
图书馆，借过多少本
书，但图书馆都“记
得”———昨晚，上海图
书馆推出 2020 年“追
梦，读享未来”阅读季
的重头戏“上图之
夜———阅读 点 亮 城
市”特别直播中，上海
图书馆副馆长刘炜现
场发布了《上海市公
共图书馆 2019 阅读
报 告 》，2019 年 有
73.94 万读者在上海
市公共图书馆借过书
刊，书刊借还量 6272

万余册次，外借量最
大的一位读者借过
1703册书刊。

□ 朱光

内心的情怀决定医学的温度
“市民文化客厅”聚焦医学与人文

    读书的快乐，不仅源于阅读本身，还

来源于跟思想的交流碰撞。此次直播，特
别邀请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敦煌研

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上海图书馆馆长
陈超三位嘉宾，以“大阅读时代，如何寻

找阅读之美？”为主题进行现场对话。
对何建明来说，阅读可以说是影响

了他的一生，他认为在我们成长过程当

中，除了父母以外，书本可能是最重要的
部分，作为一名写作者的创作根源更是

来源于阅读，书和人结合起来，就能成为
经典。所以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要

对自己有用，对社会有用。文学是点亮我
们心灵的灯火，阅读真正的意义就在于

思考，从书中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知识
和有力的启示，那就是把书读活了。

樊锦诗自幼喜爱阅读，工作之后更

离不开阅读，如果没有阅读，就会感到
空虚，她认为我们要念经典、读好书，从

中西方的经典中汲取智慧。
陈超阅读范围很广，他说如果没有

阅读，我们就会失去思想。在大阅读时
代，陈超认为阅读是极其个性化的，读

什么、怎么读、在哪读都是因人而异、因

时而变的，每一个人可以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阅读内容和方式。

直播中，樊锦诗特地捐赠了她编著
的《莫高窟第 266-275窟考古报告》签

名本，何建明捐赠的《见到太阳，真好》
诗作手稿也正在上图第一展厅展出，陈

超代表上图向两位颁发了捐赠证书并
表示诚挚的感谢。本报记者 徐翌晟

你
借
过
的

“上
图
之
夜
”一
起
聊
聊
“阅
读
之
美
”

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书
    这些数据与每位读者相关，在数据

的积累过程中，读者与图书馆建立了深
厚感情，在这场特别直播里，上海图书

馆为 6位读者颁发“荣誉读者”证书。这
当中，有 2019年在上海市公共图书馆

借书最多的读者；有 2019年在上海图
书馆借专业图书最多的读者；有在武汉

抗疫一线采访 2个月的记者；有跟随图

书馆电子书阅读打卡坚持最久的人；还
有 2019年“上图十佳知识分享人”⋯⋯

与昨晚直播相呼应，“砥砺前行———

2020年各界名家抗疫寄语手稿展”昨天

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开幕，展出了 96

件各界名家应邀写赠上海图书馆的抗疫

寄语手稿以及 30件来自抗疫一线医务
工作者、记者和集体捐赠的具有历史文

献价值的抗疫实物。昨晚直播中，上海图
书馆副馆长周德明、馆员刘明辉带领读

者云逛展，正在全力建设的上海图书馆
东馆也在直播中亮相，让读者提前感受

这个集激励、学习、交流和创新于一体
的融合空间的建设场景。

带领读者云逛展

三位嘉宾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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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的直播中，复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演艺术家王珮
瑜、六小龄童等奉上了自己的推荐书单。

万里之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意大利米
兰市中心图书馆馆长通过 VCR前来荐书，真正
呈现了阅读无国界的概念。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