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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今年，新民晚报将举办系列以“品

质生活”为总主题的夜光杯市民读书

会。4月23日下午1时30分，夜光杯市

民读书会邀请中国作协会员、美食评论

家沈嘉禄在上海书城（福州路465号）

六楼小剧场，为读者讲述美食散文的阅

读与写作，现场互动有神秘礼包。

“美食家”陆文夫说：“美食之道是

大道。”沈嘉禄从小说创作开始走上文

坛，后又涉及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

本，后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兴趣，继

而又在读者和编辑的要求下，开始写美

食散文。

尽管美食写作消耗了沈嘉禄不少时

间与精力，但也帮助他在小说创作上积累

生活与感情。经常有年轻美食家请教他

如何写好美食文章，在沈嘉禄看来，写好

美食文章的钥匙，就是写出真实感情。沈

嘉禄笔下的美食文章，每一篇都是朴素平

实的生活散文，他常说，人与食物的关系

是平等的，要怀有感恩之心、惜物之心、谦

卑之心，这样，笔底就能带三分感情。

4月23日，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携手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营

销中心）举办的“书读芬芳 缘系你

我”——2024年“国缘四开上海市场”夜

光杯市民读书会上，国缘品牌方将送出

神秘大礼包，读者可现场品尝国缘四开

酒，参与者也有机会获赠夜光杯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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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不
知道，一本书在
什么时候会改
变你的一生。”
现代人像

机器一样高速
运转。在学者
张新颖的阅读
体验中，他借
里尔克的书信
告诉我们不必
急于求成，“不
算、不数，像树
木 那 样 的 成
熟”，借《杨柳
风》分享家园与
远游的意义，借
《小王子》学习
爱与被爱。被
帕慕克誉为“世
界上读书最多
的那个人”，大
卫 · 丹穆若什
说，“倾心吧，读
者，你将心生喜
悦。”在直播、短
视频、AI产品
等新潮流冲击
下，有人疑思阅
读和学习的意
义，作家韩浩月
相信“阅读改变
未来”是一种信
仰。
一本书就

是一个起点，通
往些微或重大
改变的自己。
在阅读中，抵达
山海，获得与
星空对视的广
袤与宁静。举
办了八年的新
民晚报夜光杯
市民读书会，
愿意陪伴你，
一起悦读，悦
心，悦人。

——编者

4月27日，夜光杯市民读书会将在艺术书坊举

办“世界读书日，智慧快餐——与阅读相遇！”主题

漫画展，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漫画家郑辛遥与新

民晚报原高级记者、作家唐宁为读者分享生活的智

慧，阅读的快乐。

“智慧快餐”是漫画家郑辛遥自1992年10月

起，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开设的漫画专栏，

与读者一周一会，一题一画，已连载逾31年。郑辛

遥的漫画简洁，寥寥几笔，却传神、有味。他是生活

的观察家、人心的解读师，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

提炼成一则则生活哲理。他讲的人情世故充满了

上海人的小幽默和大智慧，这道“智慧快餐”是正宗

的小品大作。他的漫画有创意，个人风格鲜明，有

很强的标识度和持久鲜活的生命力，真正做到“ 雅

俗共赏、老少咸宜”，成为海派漫画乃至上海文化的

品牌之一。如今，这些作品还会在“夜光杯”微信

公众号上与大家定期见面。

4月27日14时，在艺术书坊（福州路424号）

三楼，分享互动结束后，还将为读者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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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读经典？《迷恋记》是一册外国文学阅读随笔，

48篇文章，论及王尔德、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博尔赫斯、

本雅明、卡尔维诺等经典作家。随笔从1991年延续至

2021年，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清晰呈现复旦大学教授张新

颖“不求甚解”却仍然“长期迷恋”的私人阅读史。这是一

本读书人写的书，书写了阅读那

些给他滋养的书籍之后的感怀。

新版新增十篇。张新颖连缀

起一个个奇妙的阅读瞬间，我们

不仅能够跟随他的脚步走进经

典，领悟他如何从这些经典中汲

取营养，更能够和他一起且读且

行，感知这位阅读者的生命本身，

在与经典的相遇与会意中，逐渐

成熟与开阔。

书中无数个文学细节

袭来，捕捉纳博科夫、卡尔

维诺、里尔克等名家不经意

间绽放的生命姿态；示范一

种读书方法，把经典蕴藏的

信息读出来，读到当下的

世界里来，读到自己身上

来。（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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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世界读书日就要到了，各地各种读

书活动颇多，在这一热点的背后，也伴随着对于

阅读的种种担忧。这是个阅读新观点不断诞生

的时代，“阅读还能不能改变未来？”这样的疑

问，此时如浮云一样飘在很多人心头。

社交媒体、直播网站、短视频平台，愈加使

人们的时间碎片化，而ChatGPT、Sora等AI产品

的齐齐登场，也让人明显感觉到大家在加速告

别旧时代，阅读和学习的意义遭遇着史无前例

的冲击与压力，当信息与知识可以通过技术形

式打包分发给每个人的眼睛与大脑时，寒窗苦

读包括终身阅读，也都在由厚重开始变得轻飘。

在新潮流的强大冲击下，人们开始在观念

上作出让步，认为哪怕从短视频中能够获得有

益的信息，也算是“深阅读”的一种。有人反对

这一说法，但如果在这个时代，再坚持青灯黄

卷、朝经暮史、潜精研思、皓首穷经，自己都难免

觉得不对劲。

在阅读的变迁上，不是一眨眼就横跨几个

时代，而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数年之前，在

读书与看电影之间，很多人都还认为读书更接

近于深阅读，而看电影因为有饮料、爆米花、吃

饭等行为的伴随，被认为注意力被稀释了。如

果一个人在观影过程中，可以不吃东西不看手

机不走神溜号，就会被认为具备深阅读能力，毕

竟，专注两个小时的时间，对现代人来说，已经

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深阅读概念里，时间的长度，已经成为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时间的长度，又具体

分为，读者投入的总计时长，还有文艺作品的自

身篇幅，唯有两者的长度相加，才能够形成有深

度的互动，带来有益的、长期的成长，把信息与

知识，逐渐转化为文化与智慧。

与其说我们担忧深阅读的匮乏，不如说是

我们害怕头脑中逐渐失去自我意识，沦为被机

器掌控的“工具”，深阅读在积累文化与智慧的

同时，也养成情感的丰富与细腻，这是生而为人

主要可与机器、科技、智能所抗衡的东西，人的

劳动与职位可以被智能取代，但人的感受与表

达如果也被取代了，这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因此，在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深阅读，是一

个躲避不过去的话题。在体育比赛时，评论员

常用到一个说法，“运动员阅读比赛的能力”。

你看，足球运动员在踢球的时候，都需要“阅读

比赛”，对全场，对敌我双方的人员跑动情况，对

足球行进方向，场上的瞬息万变等等，都要进行

阅读，这种阅读一样考验心智，能够深阅读的运

动员，总会掌控比赛，成为焦点。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能不能像比赛中

的运动员那样，既能一目了然看到全局，又可以

有的放矢抓住重点，这决定了阅读的效率与层

次。能够在有限的时间，把握住所获取的信息

要点与知识精髓，并良好地运用起来，决定着深

阅读能否在自己身上形成良性且开放的循环，

那些在巨大变化中，可以找到深阅读方式方法

的人，总还是会能领先一步。

如同“相信未来”一样，相信“阅读改变未

来”，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更是一种信仰，贴近

它的唯一方法，是不拒绝新兴事物的同时，也秉

持自己坚持认为正确的方法。新与旧，快与慢，

长与短，这些矛盾的事物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不

会停止，但置身其中的我们，只要坚持深度感受

和思考，就可以抓到火花，燃出智慧的篝火。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深阅读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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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玉》是作家陈丹燕的非虚构作品，

记录女性祖辈的真实命运，探寻爱与独立

的艰难平衡。

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嫁人生子的阿

玉，一生都被困在家庭里，为家人付出自

己的全部，将三代子女抚养成人。没有独

立的职业、终生都在厨房里忙碌的她，却

用柔软的内心教会了陈丹燕等人爱的能

力，让他们最终也能成为被爱护佑的人。

在阿玉身上，陈丹燕看到一种强大的

爱的能力。她用自己的所有给予他人爱，

也敢于在病痛中全力要求他人的爱，更能

将这种爱的能力传递给每一个受她照顾

的人，让大家都成为愿意付出爱、善于接

受爱、敢于要求爱的人。通过阿玉的故事

反观自身，陈丹燕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

因职业而独立的我们，可能像依赖于家庭

的阿玉那样付出爱，并且教会他人爱吗？

1914年，阿玉出生在广西平乐大街

上的一栋旧砖木房里。1932年，阿玉十

八岁，母亲因霍乱去世，父亲为避债离家，

她从此靠自己的一双手和一根钩针谋生，

将大弟弟莲生（陈丹燕父亲）和尚在襁褓

中的小弟弟健生

抚养长大。

1956年，阿

玉和分别多年的

弟弟莲生重逢，

住进莲生家。她

先后照料两代人

一共五个孩子长

大，其中就有陈

丹燕和她的女儿

陈太阳。在陈丹

燕看来，正是因为阿玉一日日的伴随，才

让这个家族的孩子认识到，“爱”到底是长

什么样子的。

2010年，陈丹燕在父亲莲生回忆录

的指引下，回到广西平乐探寻祖迹，终于

将阿玉的前半生拼凑完整，真正认识了阿

玉这个人。可没过几个月，在上海缠绵病

榻七周之久的阿玉，就在那年中秋节的清

晨，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陈丹燕自此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告别，

写下了这部满含爱与思念的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陈丹燕新作《阿玉》：记录女性祖辈的命运，探寻爱的教育

4月19日，市民读书会进川北社区——今天，我们读鲁迅，这
是2024年夜光杯市民读书会“品质生活系列”首场活动。紧接
着，23日和27日两场活动，欢迎大家来聚。

48篇随笔，56部作品，张新颖30年迷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