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ty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谢 炯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20 年 7月 29日 /星期三

文体新闻 13文娱

    “小朱”其实老大不“小”，从

事书业四十余年，年逾六旬，昔日的

书店小伙计，两鬓早已斑白，脸上也
有了沟壑。四十年来，无论到哪里落

脚，无论店堂里的书海有多深，小朱
书店的书籍分类总是做得细腻而清

晰，还单独辟出艺术类书籍和文学
类书籍的空间；对待收进来的旧书，

小朱格外细心，掸去灰尘，抚平褶皱，

查看破损度，套上塑料封皮，做一些

简易的修补，就像捧着一件宝贝。

小朱说，如是的职业习惯，与父
亲的影响不无关系。父亲在家乡读

过几年私塾，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上
海，在四川北路摆了个小人书摊，供

南来北往的人翻阅，公私合营之后，
父亲进入上海旧书店工作。大约在

1980年，21岁的朱凤涛顶替父亲工

作进入图书行业，在上海旧书店

四川北路分店任营业员。当时的书

店伙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刚出炉
的图书，是个惹人眼红的职业。那时

候，父亲还没有退休，为了方便工
作，父子二人住进了书店二楼的仓

库里，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在
一起。常常夜里醒来，小朱看见父亲

还在不知疲倦地整理期刊，东摸摸

西弄弄，直至午夜。

小朱书店三代人与旧书结缘

故纸堆里觅乾坤

    上海的旧书店曾经兴盛一

时，福州路文庙一带有多家。 对爱
书的人而言， 逛旧书店更多在于

淘宝般的乐趣， 在于与旧日时光
的衔接， 在于解决一些读者的特

殊需求。若偶然翻到书页间前任主
人留下的笔迹，扉页上的题词……

那更有点窥探般的偷着乐。

巴黎、东京、伦敦、纽约都有

旧书一条街，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
的神保町旧书店街更是世界最大

的古书街。 街上的书店约有 200

家，其中旧书店就有 130多家，从

100日元的旧杂志到 1 万日元甚
至更贵的珍本， 从历史文学到艺

术漫画， 可谓种类繁多， 一应俱

全，书店老板都是行家。

旧书店是时间留给爱书人
的礼物，旧书店也在用自己独特

的形式为城市的文脉默默做着

注解，留住旧书店，小朱书店三代
人的传承和坚持让人们体会到了

力量。

徐翌晟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濑濑濑濑濑濑濑濑濑濑濑濑濑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携携携携携携携携携携携携携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
樟樟樟樟樟樟樟樟樟樟樟樟樟
柯柯柯柯柯柯柯柯柯柯柯柯柯
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扶
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
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
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乡
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领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在日本奈良县出生长大的导演河濑直

美，凭借首部剧情长片《萌之朱雀》成为荣获
戛纳电影节金摄像机奖的最年轻得主。而这

部电影的取景地，就是在她家乡的一个小村

庄。昨天，河濑直美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做

客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为电影学堂大师班的
第四位主讲人，聊起了她的电影作品与家乡

无法割舍的情怀。

拍故乡  展现历史都城之美
河濑直美作品里迷人的布光一直为影

迷津津乐道，她坦言，自己在拿起摄像机之

前，就已经为眼前美丽的光影感动，这样的
习惯源自她在奈良度过的童年经历。这个有

着 1300余年历史的古都，拥有着众多优美
的建筑和自然风光，让她着迷。

所以，在日本大阪视觉艺术学校学习期

间，河濑直美就已经在拍摄的短片作品里注
重光线的运用，一直到开始拍摄电影后也继

续了这样的风格。
拍摄《萌之朱雀》时，二十多岁的河濑

直美和剧组人员在奈良的村庄过了 2个月
集体生活，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这部

片子能够在戛纳获奖，但是她却做到了。究
其原因，河濑直美认为是她在剧情片当中

引入了纪录片的特色，让这部作品在法国
得到了好评。

这部电影的演员，大部分都是非专业出
身。虽然是虚构的剧情片，河濑直美却并不

限制演员的发挥。她觉得，让人不知道结果
是什么的创作过程更能够使人感动，更能够

带来创作乐趣。
在视频网站奈飞上个月推出的短片集

里，汇集了世界各国艺术家疫情期间居家
隔离时创作的影像，河濑直美受邀拍摄了

第八集。没有演员，也没有摄影师，有的只
是自己和手头的设备，河濑直美在奈良的

家中完成了这部短片。她说：“技术的革新
让我们似乎有国境，又打破了国境的边界，

即使是特殊时期，我们也能共度上影节这
段美好的时间。”

回故乡  设电影节扶持新人
今年上影节金爵奖入围名单里，有一部

中国导演鹏飞的作品《又见奈良》，这正是河

濑直美设置的奈良国际电影节的最新孵化
项目。奈良国际电影节从 2010年开始举行，

扶持新人的方式是，前一年获得奈良国际电
影节大奖的导演，将在河濑直美的支持下拍

摄一部新片，次年在电影节上放映。

谈起做电影节的初衷，河濑直美坦言，
奈良尽管景色优美，但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

是不如东京的，她希望能够通过奈良电影节
让住在这里的年轻人发现奈良的美。另一方

面，借助电影节的平台，她也邀请日本以外
的人们，一起来发现奈良，遇见不一样的风

景和生活。
而《又见奈良》的另一位监制，是著名导

演贾樟柯。和河濑直美一样，贾樟柯也在自
己的故乡山西设立了平遥国际电影节。河濑

直美很高兴能够与中国的电影人合作，她也
清楚地认识到，亚洲影人走向欧美的道路布

满荆棘，“我和贾樟柯导演作为进入国际电
影市场的先行者，非常希望能够用已有的经

验带领亚洲的电影新人们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赵玥

时间留给爱书人的礼物
手记记 者

    “每一本书都是有生命的。也

许你觉得它不重要，但是也许碰到

别的人，就是一件宝。”
曾有位外地的书友来上海出差，

等待办事的间歇撞进了小朱书店，被
书架间的一本连环画吸引。原来，这

本《小金鱼》是书友小学一年级刚刚
识字的时候，其父给他买的第一本

书，书里不仅有自己的童年，还有自

己对父亲的纪念。随即，小朱一文不
收，直接把书送给了这位书友。

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进了

店门就问小朱“《范式大代数》有吗？”

当时店里没有，小朱却心里记下了这
个书名，恰好不久之后小朱去一位书

友家里收旧书，一眼望见了书房里
的《范式大代数》，他立刻说服书友，

把书收入囊中。随后小朱连夜打电
话辗转找到这位觅书的老先生，尽

快送书上门，开门的一瞬间，老先生

的家人告诉小朱：“你晓得吗，昨晚
他高兴得像一个小孩！”原来，这位

在高等学府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先

生苦苦寻觅的《范式大代数》，正是

他高中时候的教材，老先生是想藉
着书本重温几十年前的青春。

旧书业到了小朱的儿子朱俊峰
这里，已经到了第三代，有想过把旧

书业传给第四代吗？小朱摇摇头说
没有想过。近几年，小朱有心把关于

上海文化的旧书和资料都收藏起

来，开一家关于上海的主题资料馆
或者博物馆，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读者的寄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图

书公司在轨交 1号线徐家汇站商铺

承包了沪上第一家地铁书店。40岁
的朱凤涛头一回成了负责人。几番

周折，从浦西到浦东，小朱书店搬到
了塘桥，重操旧业依然与旧书打交

道，口口相传的小朱书店在书友圈
中名气渐长。2011年，一位书友发

出“小朱书店即将倒闭”的微博之

后，上百家媒体涌入小朱书店，引发

观者如潮。如今，小朱书店已在塘桥

社区文化中心安家，有 110多平方
米的空间，社区免去了房租。雪中送

炭，令朱凤涛感激不尽。

朱凤涛收书，来者不拒，五花
八门，无所不收。无论新书旧书，

版本优劣，他不太挑剔，尽量入
库。远到金山青浦，也曾南下福

建。朱凤涛这样形容：看到几十

年前的旧书，就像看到老友一样。

就想把他请回来，哪怕亏本也好，
欲罢不能。

今年疫情期间，书店无法开业，
收购旧书的业务却格外繁忙，资金

周转的问题凸显，怎么办呢？只好打
白条，“但是请书友放心，小朱书店

的每一张白条，都一定会兑现。”朱

凤涛说。

旧书的情感

父亲的影响

文体社会

见证、诞生了许多
温暖故事的小朱书店，
样貌平淡无奇，小小的
门面蜗居于塘桥社区活
动中心一角，门框上画
着一只卡通小猪。小朱
书店被誉为“上海规模
最大、藏书最多、品种最
全的民营旧书店”。经营
书店的“小朱”就是朱凤
涛，他的父亲朱相春，
“小朱”之子朱俊峰，三
代人都与旧书行业结下
了不解之缘。

■ 朱凤涛（右）向读者介绍图书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又见奈良》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