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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昨天，大隐书局的灯光并没有熄灭。

大概20天前，大隐书局官方微信号创始

人刘军的一封信让许多热爱书店的读者心中

一沉，“这里是淮海中路1834-1号，大隐书局

的第一家门店……2024年1月8日，将卸下

‘大隐书局’的匾额，沉入我们的记忆深处。”1

月8日如期来临，但昨天书店门口的长椅上，

依旧坐着几位翘首等车回家的人，书店向后

退出的这一方天地，为都市夜归人挡住了寒

风，让人想起大隐书局的口号：“为守望者暖

茶，为夜行人燃灯。”据刘军透露：“武康店即将

焕新，逐步优化，内容提升。”全部调整到位的

日子就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4月23日。

2016年，大隐书局在武康大楼开出首家

实体门店，七年多来，这里有过20万册图书，

来过200多位文化名人，举行了800多场活

动，迎来了300多万读者。书局的整体布局丝

毫不显局促，6个包间的名字全部取自曲牌名

——醉花阴、天净沙、苍梧谣、青玉案、月下笛

和桂枝香，诗情画意，古色古韵。从这座砖红

色大楼出发，大隐书局已成长为遍布长三角、

拥有17家门店的知名书店，以“千店千面、一

店一策”的战略在城市不同地方播撒书香。

刘军告诉记者，这次的调整，将针对大隐

书局旗下门店做系统优化和主题设定，整体

思考、凸显个性。“武康大楼店将注重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更加凸显上海主题，在图书选品

方面，文史哲艺四类图书做减法，聚焦海派主

题，强化上海出品、海派特色。二是集中演绎

在地文化，彰显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武康大

楼的在地文化和历史文脉。三是首创‘上海

之印’主题，开发上海系列的城市景观、历代

名人、海派名家、演艺明星、体育健儿、海派风

物等主题印章，成为上海主题打卡中心。努

力打造上海首家‘上海主题+印象武康+上海

之印’主题特色书店。”

焕新之后的书店店标改为“大隐书局|

印象武康主题店”。文创则强化武康、衡

复、海派、国潮四大主题。“今年4月23日世

界读书日前夕将全部调整到位，书店主题会

更加集中，特色会更加鲜明，打卡会更有理

由。”刘军说。

在纽约、巴黎、伦敦……但凡书店与美术

馆博物馆集中之处，往往是凝聚了这座城市

的文化精神之所，是城市之光。象征着大隐

书局精神的“灯”，是都市人的温情港湾，哪怕

夜雨瓢泼，依旧让人得以依靠。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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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更集中 特色更鲜明

大隐书局武康店4月焕新归来

全国唯一一个面向公众的工作日午间

一小时音乐会——上海音乐厅“音乐午茶”

日前迎来了第12个生日。公益票价与暖心

午茶，吸引众多申城乐迷进入“城市音乐客

厅”，共庆生日。

“音乐午茶”12周年生日庆，邀请了吉他

演奏家范晔、大提琴演奏家谢芝莹带来一场

名为《穿越 ·记忆》的音乐会，并以上海音乐

厅官方视频号全程直播。百余名忠实观众

到现场与大家分享了“我与午茶的故事”。

“虎哥”说：“听完午茶再喝一杯茶散步回家，

美声美景，生活就是这么美好。”“音乐午茶”

的老朋友王女士说：“音乐午茶12年，从最初

老爸老妈领我去，到现在我为他们抢票陪他

们去，是一种更替，也是一种传承。”一位网

友也在社交平台这样分享：“每一次来，我都

会感慨这就是我喜欢上海的理由。30元听

到一场高质量音乐会，让任何人都负担得

起，这是对上海市民的福利。”在1月18日即

将到来的2200期，也将策划上音专攻中提琴

的刘念教授与他的学生们共同演绎专场。

12年前，上海音乐

厅开始探索如何打开剧

场空间，让更多人走

进这座历史悠久

的上海文化

地标，于

是“日间模式”开启，这里成

为迄今为止全国第一家且唯

一一家工作日白天定期为观

众举行小型音乐会的剧院。12年来，“音乐

午茶”已经成功举办了2100多场音乐会，邀

请了7500余位艺术家与观众见面，上演了

13000多首作品，观演人数达22.3万人次。

音乐会形式多元、风格多样，除了推出系列

音乐会，诸如普及西方室内乐的“聆语”、推

广世界各地区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世界

乐廊”和“百花齐放”、民乐室内乐“举杯邀民

乐”和以铜管乐形式为主题的“黄金号角”等，

还定期打造主题性、系统性的“讲座&音乐系

列”“夏季音乐主题周”等。同时，每逢百场、

每到周年，还会有专场庆祝等多种形式。

12年来，“音乐午茶”还见证了走向全国

乃至世界舞台的年轻艺术家。如获得第九

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室内乐大奖的“棱

境钢琴三重奏”、第19届意大利斯克里亚宾

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的程

嘉睿、2017年第九届德国

GutImmling国际声乐比赛总

冠军陈知远、第62届美国华盛顿

国际弦乐比赛的提琴冠军邓一飞、第

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小提琴比赛冠军

陈家怡、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古筝比赛

获奖者李寒月、2019年第十六届柴可夫斯基

国际大提琴比赛第五名以及2022年伊丽莎

白女王大提琴比赛亚军陈亦柏、悉尼2023国

际钢琴比赛第三名的郭蓉蓉等。

12年来，“音乐午茶”已经从线下走到线

上，以音频、视频、直播等形式与更多乐迷

“相遇”，让“茶香”从申城飘往全国乃

至世界。2021年秋天，恰逢“音乐午茶”第

1900期之际，音乐厅就特别推出了“线上版

音乐午茶”（音频版），精选每周精彩现场演

出片段，在平台上与乐迷分享，同时不定期

展开午茶音频直播，让更多观众实现了足不

出户也能有“午茶”陪伴的梦想。2023年4

月“音乐午茶”在小红书平台以“午茶歌单”

（视频版）全新呈现，以“午茶黑胶”在音乐厅

内响起为题，将午茶音乐与音乐厅美好视觉

结合，并配以曲目及音乐普及。

而在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音

乐午茶”也从未缺席，在一方不大的“进博

蓝”空间里，让海内外友人看到了上海音乐

人的风采，感受到了上海文艺的热情，也成

为了传播上海城市文化的“最美服务窗口”。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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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软实

力的重要目的之一，

是让生活其间的市

民暖心。无论是工

作日中午的一杯“音

乐午茶”，还是夜间

为读者点燃的大隐

书局的灯，音符流

淌、字节跳动……最

终得到抚慰的都是

心灵。

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是常态，世

间依然有召唤有希

望有理想，是因为人

类千百年来积累的

精神财富，依然鼓舞

人心。上海音乐厅

为拓宽表演空间、增

加音乐会样式、丰富

打工人的一小时午休时光，以一杯暖

茶的价格，  年如一日推出小型音

乐会。在人民广场附近寸土寸金的

地方，堪称“奢侈”。大隐书局在武康

大楼下的分店，是这一带的人文景

观，也是除了拍照打卡之外，令人值

得停留、驻足的文化空间。如若搬

离，堙灭的不仅仅是为读书人亮起的

夜灯。

上海音乐厅原名南京大戏院，有

  年的历史；武康大楼今年恰逢建

造   年，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有不少

文化名人如孙道临与王文娟——这

两幢承载着上海文化故事的老建筑，

被保护、修建之后，又以何种方式亲

近市民？“音乐午茶”与大隐书局，无

疑是既符合老建筑文脉又满足市民

打卡老建筑乃至打开老建筑的门的

需求——随后，又以文艺的方式融入

其中。这样公益的、低价的、唯美的、

温暖的文化空间，遍布城市角落，那

也是城市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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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美起来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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