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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的独特地标
2014年2月15日，作家王安

忆与孙颙的对谈“让过去告诉未

来”，宣告一个新的公共阅读活动

品牌在上海诞生，小楼大厅里站

满了闻讯赶来的读者。九年时光

中，思南读书会迎来1500余位各

界嘉宾、超过7万人次读者，读书

会之外，还有了“思南书集”，衍生

出5本对话录《在思南阅读世界》

和《思南文学选刊》，思南书局快

闪店、实体店，思南书单……

“谢谢侬！”在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徐炯和上海社联副主席、上海

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代表“思南 ·

光启 ·望道读书会”的致辞中，这

句感谢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思南

读书会将以九周年为新起点，秉

持‘接续传统、理解当下、想象未

来’基本理念，常办常新，开拓进

取，持续发挥引领示范功能，为推

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为上

海做强文化源头和做优文化码

头，打响自信自强的新时代上海

文化品牌贡献更多力量。”徐炯表

示。

“思南是上海的隐喻，它象征

着上海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引领

世界，思南是上海的文化地标，它

是体现上海城市生活精神面貌和

内在本质的切入点，思南是审视

上海的一个独特视角，它代表着

上海文明最复杂、最清醇、最温情

的面貌，在一片小小的空间里，吸

引着背景各异的一群人，在这个

空间里思考人生内在价值，培植

情感、交流思想、展望未来，反映

了当下上海的城市精神和品格。”

陈恒表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

学、出版社、媒体、剧院、博物馆、

咖啡馆，这样的城市才更美观、更

魔幻、更宜居。“到了思南，不仅激

励内心和提升自我，而且使我们

的日常生活更充实更阳光更快

乐，这就是思南给我们带来向上

的一面。”

与阅读的一场约会
“思南这个文化品牌是发光

发热的聚合体，有思南的地方就

有温度、有热情、有向心力。”《思

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说，昨天

的思南读书会400期还发布了“思

南书单 · 2022”，总提名122本，入

围正榜30本，评委特别推荐22

本。林白《北流》、周嘉宁《浪的景

观》、刘立杆《尘埃博物馆》等30部

作品入选。同时，为鼓励和推动

当代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

丰富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风貌，

还宣布启动第二届“短篇小说双

年奖”评审和创设第一届短篇小

说论坛的计划。“短篇小说双年

奖”和短篇小说论坛均为国内首

创。

以小说集《辛丑故事集》入选

“思南书单 · 2022”年度小说集的

作家弋舟说：“随着思南读书会一

期复一期地展开，我的文学立场、

精神气象，也潜在地被塑造着。

它是我张望当代文学现场最为重

要的一个窗口，也是我寻医问药

的精神诊所。”

每次参加思南读书会之前作

家鲁敏总会“先到复兴公园，树荫

下找张椅子，坐下，半眯眼，发一

刻钟或二十分钟的呆……以便稍

后时精力上更为丰沛和流畅，从而

进入一段亲切且慎重的交谈。”她

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进入“思南

书单 · 2022”评委特别推荐单元，

在她眼中，思南就像“一个可以歇

脚、聊天、补充养分的码头”。

活动分享环节，马伯庸围绕

以华山医院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

说《大医》，为读者讲述何为“大医

之术”。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专

业人士到普通读者，从线上网络

到线下空间，对未来越来越多越

来越广泛的读

者而言，思南早

已不是一个地

名，而是一场读

书嘉年华，一个

与阅读的美丽

约会。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审视上海的一种视角 张望文学的一个窗口

思南读书会
举办400期

梅花的盛开意味着严寒的退

去，春天的召唤，老梅绽新枝更象征

着新气象的到来。昨天，“陈家泠咏

梅书画作品展”在北京荣宝斋开幕，

这是海派画家领军人物陈家泠近

20年来在京举办的第四次大型个

展，展出的50余组书画作品（见下
图），是陈家泠在耄耋之年，突破传
统绘画中的咏梅之作多为长条幅的

局限，而创作的大尺幅横构图，且每

幅画都配以一首有关咏梅的诗，把

书画合璧作为一个联展，让读者在

读诗中品画，在赏画中读诗。

作品新
遒劲的老树树身犹如巨龙盘旋

直上，层层叠叠令人应接不暇的梅

花，星星点点在枝头跳跃的梅花……

同一个题材，同一个尺幅，从创作角

度而言，是艺术家对于自身的挑战。

去年有一段时间，陈家泠与大家一样

足不出户，平日里热闹非凡的迎来送

往暂时消失了，他可以真正面对心

境，画现在所想、所感、所听，画过去

所思、所悟、所感而未画。陈家泠如

一棵老树生发的新枝，生机勃勃，活

力四射，他画了许许多多的梅花，疏

密、虚实、轻重、缓急所构成的梅花姿

貌，从粉本之梅到窗外眼中之梅再到

心中之梅，线条的跌宕伴随着心象的

变化，而千变万化。他不知疲倦，好

几次不知不觉地在挥洒笔墨中迎来

了满天朝霞。

其实此番画梅，最初缘起于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陈家泠想以

梅花不畏风寒的精神鼓励体育健

儿，“梅花一开就代表春天来了，象

征着国家欣欣向荣；梅花‘凌寒独自

开’，无论有多寒冷，梅花都是绚丽

的，不管多困难，我们都有梅花的意

志去克服；‘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

丛中笑’，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

神。”梅花越老越美，画梅花，已经不

仅仅是画梅花，也是陈家泠在画自

己，在画时代的傲气傲骨，自强不息

的精神，广阔的胸怀。陈家泠说：

“我要用梅花的风骨，表现一个老艺

术家在疫情期间的精神面貌和心理

状态，要用梅花展示生命的品质。”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

了人。”看陈家泠的“梅”，仿佛在看

一幅造型、线条、色彩组合而成的当

代设计，气氛、情绪、活力统合一体，

质朴的、纯洁的、高贵的、强烈的，意

蕴足，趣味妙，还带着呼之欲出的流

动感。书法在此时，也已经不仅仅

是书法，而成为文字的艺术化和抽

象化，如画般有了干湿浓淡，节奏

感，线条飘逸，大大小小，篇幅有了

趣味性，有了意境。

心态新
在绘画的世界里，陈家泠如顽

童，用自然线条勾勒山水、花鸟与人

物，他传承和弘扬了海派的艺术精

神和文化特征，以更宽阔的视野和

更包容的心态来进行艺术创作。

正如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

安所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在纸

上绘出梅的当代精神，展览中的许

多作品画的是“老梅新枝”，这正是

陈家泠在耄耋之年绽放出的新的光

彩，这是他的人生态度，也是文化价

值所在。

陈家泠特别提到此次与有350

年历史的荣宝斋合作，同样出于荣

宝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推

进，荣宝斋与上海的联手，体现了时

代性、艺术性、市场性巧妙地形成艺

术的生态链，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

为艺术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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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九年了，几乎每逢周六，梧桐树影下的复兴中
路505号“思南文学之家”门口都会排起长长的队
伍，人们等待一场读者与作者的相会，昨天，第400

期思南读书会以一段400秒的视频短片回顾了九
年的历程，在严寒过后的第一缕温暖春风中迎接
“读者”的回归，因为只要在“思南文学之家”，我们
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读者。许树建与复旦大
学中文系学生曹禹杰获得了荣誉读者证书。这项
荣誉还颁发给嘉宾代表毛尖、马伯庸，工作人员代
表孟政、王若虚、潘巍、王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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