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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舟车劳顿，遍布上海 16

个区的 100处上海书展分会场，让
阿拉步行即可感受浓厚书香。今年

特别推出的 20余场书展进社区活
动，让这场夏日限定的书香大餐扩

容至整个 8月。
长寿街道文化中心、新虹文化

中心、周家渡街道文化中心、南码

头党建中心、四川北路街道文化中
心……每一处社区文化设施，在这

个书香悦读季由点连成线，为每一
个爱书人谱写美好的回忆。

故事在身边
特别的题材献给特别的读者，

昨晚，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举行

了一场书展分享会，小说《韩警官》
《朝阳警事》的作者卓牧闲和一线

公安干警分享写作心得。日更一万
字的卓牧闲，至少去过 20个派出

所，关注了 100多个警务公众号，

为的就是搜集素材。
卓牧闲说：“与其说这些故事

是我写的，不如说我是一个记录
者，把你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分享会结束后，法制科的高
警官赶回办公室加班。他表示，基

层警察的工作繁杂，很难抽出时间
专门去书展主会场，这样的机会非

常难得，“回去准备把这两套书找
来看看。 ”

一系列送进市民身边的分享会，尤其注重与读者
群体的契合。在周家渡街道的分享会上，“石库门女作

家”董鸣亭带来了她的代表作《上海十八相》。故事讲述
了 18个在同一条弄堂中生活的居民，他们有些是土生

土长的上海人，有些来自宁波、苏北、广东，成了相逢在
石库门屋檐下的朋友。来到分享会现场的有老有少，老

人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尤为兴奋，“讲的就是阿拉小辰

光经历过的事体。”

美好在身边
在很多社区启动微更新改造后，居民参与文化活

动的环境越来越好。书香 8月，社区设计了丰富的活动

让阅读这件事变得更美好。在南码头路街道图书馆，崭
新的喜马拉雅有声图书馆刚刚落成，石库门的装饰画

衔接于墙面左右两侧，一窗一码，即扫即听。这个有声
空间开启了从眼睛到耳朵的全新阅读模式。

书展期间，北站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内的阅读空间

和书房也活动满满。昨晚，小型线下阅读沙龙“阅·读
者”在文化中心吸引了众多居民。沙龙由读者书店全新

推出，每期沙龙主题将从最新一期的《读者》杂志中选
出，内容由文章延展到作家、书籍、文化，更重要的是，

延展到我们的生活。
去年书展期间兴起的农家书屋，则让阅读在田间

阡陌蔚然成风。今年，新源村农家书屋组织小朋友读绘
本、学书法，开展“书香墨韵”亲子书法阅读活动。一时

间，琅琅书声与墨香充盈整个书屋。家长和孩子开心地
说：“上海书香满城，我们这里也可以书香满村。”

本报记者 赵玥

    上海书展总有两天覆盖周末， 这两天

正是全家一起阅读的好时机。 书展主会场
里，面向少儿的活动骤然增加，从古典诗词

讲座、早教音乐游戏到科学机器人互动，跨
界融合、穿越时空，无论性格如何、哪怕天

然懵懂， 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此 “悦
读”。今年因为防疫而新增了 10.8%的面积，

让逛展体验更舒适，让活动空间更充分。

除了主会场，全市 100家分会场，让读
者在步行距离内就可以闻到书香。 在外省

市还设立了 50家分会场，让其他省市的读
者也感受到上海出版人和出版物的热力。

书展还让“读书”变得更好玩，更有趣，

更有生活气息。 网络文学作家从虚拟玄幻
落地到现实主义。 网文作家卓牧闲专事警

官题材的小说， 虽然搜集素材时他也是在
网上完成，但是分享创作心得时，他也要与

警官“套近乎”。

书籍是书展的灵魂， 读者是永远的主

角。就在此时，与话剧中心一墙之隔的二手

书店“多抓鱼”做了一个快闪书店。 就在街
边，哪怕竖着一块“施工中”的标牌，路人也

迅速变成读者……

书展，点亮了每个人渴求知识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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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读者 □ 朱 光

马上评

炎炎酷暑阻挡不了读者的热
情，上海书展迎来首个休息日，一
人逛书展颇有雅趣，全家总动员更
显亲情。一排排书架前，既有天真
无邪的小童，也有年近花甲的资深
书迷，无论爱好多小众，总能找到
心头所好。也正因有如此庞大的受

众群体，架上的一本本书籍才
有了各自的归宿。

    在这场两天内端出的华丽阅读盛宴

上，无数人从四方赶来，共赴这场书香之
约。这是书展的魅力，也是阅读的力量。

正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局长徐炯所说：“一个书展最大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仅在于尽可能多
地汇聚全国好书和高质量活动，而且要

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共享。不管怎样变化，

上海书展关注阅读本身，从阅读中汲取
力量的初心不变。”

买书 买的是爱与牵挂
“我来给儿子买书，他患有自闭症，

平时不说话也没朋友，唯一的乐趣就是弹
琴听歌。”在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展位，一位

步履蹒跚的读者，向编辑石含诉说着。书
展开了 3天，他就逛了 3天，“每年都盼着

这 7天呢，不能浪费啊！”说完，拎着一大
包书，他又继续向下一个展位走去。可以

想象，当他回到家，拿着一天的“战果”送

给儿子时，儿子脸上一定会露出喜悦的表
情。在这扇紧闭着的心门面前，音乐和声

音透了进去，温暖他，陪伴他。
推着婴儿车的曹阿姨走到喜马拉雅

的展位，指着有声蘑菇屋旁的米小圈说：

“囡囡侬看，这就是你平时屋里厢听的

《米小圈上学记》！”了解到喜马拉雅在今
年书展上推出了听书卡，她当即买了一

张，“呐，已经是晚上 7点半了，我女儿女
婿还没下班，买了卡回去给囡囡听听经

典名著，好帮她爸爸妈妈分担一点。”

逛展 一家人回到童年
当电影版《三毛流浪记》片头曲那经

典又熟悉的旋律响起，少儿馆的大小读

者们抬起了头。在《三毛流浪记》（电影绘
本版）新书分享会上，“三毛之父”张乐平

的儿子张慰军来到现场，与大家一起品
味经典、回味童年，开启了一场光影与文

字的穿梭之旅。张乐平离开读者有 28年
了，张慰军也已满头白发。在书的扉页，

张慰军鼓励当今的小朋友向三毛学习，
写下“三毛与你在一起！”，落款是“三毛

的弟弟张慰军”。
对从虹桥赶来书展主会场的龚先生

一家来说，书展已经成了每年必赴的一场

约会。十几年里，他从毛头小子成长为两
个孩子的爸爸，逛书展的习惯一直保留下

来。他牵着孩子的手说：“现在电子读物太
多了，我们想读的书一般

图书馆也都有，但是一年

一度的书展赋予了生活一种仪式感。小时
候，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牵着我的手一起去

淘书的。”

互动 牵起两代人理解
云直播是今年上海书展的重要板

块，不少出版社和图书公司将直播间搬

到了书展现场。站在展位旁，隔着玻璃就
可以看到一位位主播卖力地介绍着新上

架的图书，还有不少作家坐镇，分享自己
的创作经历。正在读大学的艾米拉着妈

妈一起逛书展，无意间打开了妈妈的心

结，艾米课余时间是一名主播，“妈妈老
觉得我做这个是不务正业，来了书展才

让她意识到，直播其实是大势所趋。”
用 VR和 AR“武装”过的静安理想书

房、搬来“未来自习室”的“樊登读书”、摆
满最新阅读设备的柜台……角角落落都

能明显看到，新技术正快速改变、重塑着
图书出版业的各个环节，也在刷新着读

者对当代阅读的认知。在书展，家人之间
收获了快乐，收获了知识，收获了理解。上

海书展，也在等待你留下自己的家庭足
迹。 本报记者 赵玥

现 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记者 郭新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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