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质阅读增长
阅读融入生活
调查显示，2023年上海市民综

合阅读率达97.49%，人均阅读超12

本。市民纸质阅读覆盖率和阅读时

长双提升，纸质阅读时长正向增长，

日均时长达到44.2分钟。公共阅读

活动成为市民获取文化给养和开展

休闲社交的重要载体，69.0%的上海

市民至少参与过一项线下阅读活动。

苏州河畔的樱花谷，2024首季

上海书展“淘书乐”旧书市集上人来

人往，市民读者可在此享受一场书

籍与春色交织的寻宝之旅。徐家汇

书院广场，大隐书局、钟书阁、乐开

书店、渔书、foo'mart东西公园等地

举办作家语录集章、文字重组创作、

“阅读不能停”等活动，搭建起市民

与阅读的约会平台。大学路和创智

天地，富有年轻活力且书香四溢的

2024世纪好书节、大学生阅读节和

知识艺术节同期举行，热爱读书已

经融入市民的生活日常。

图书馆各有特色
推广活动丰富
城市各大图书馆，集中体现了

建筑之美、阅读之美、氛围之美。第

六届上海图书馆阅读季以“跃入书

海 阅见未来”为主题，分为“瞰江

山、寻文脉、汇百川、拓经纬、读百

科、悦生活”六大板块，约1500场主

题鲜明、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的阅读

推广活动让图书馆充满了色彩。

上图将以“书海千里 江山有

声”沉浸AR展为先声，推出“红色

印迹——从馆藏文献看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和早期发展（暂名）”等活动，

让红色文化可感知、可触碰；启动

“大师书话”“典籍有意思”等系列活

动，挖掘馆藏资源，讲好传统文化故

事；以“上海记忆”“城市精神品格丛

书”等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为核心，弘

扬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以马可 ·波

罗逝世700周年为载体，推出“旅之

书、书之旅”系列展等项目，开展文

明交流互鉴……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时空阅

旅行”2024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大征集

活动正式开启，小种子故事会、蜜宝

云书房继续和小读者不见不散。

坐落在徐家汇书院的巴金书房揭

幕，纪念人民作家巴金诞辰120周年

的系列活动也正式启动。从4月至12

月，将围绕“巴金的《家》与家”“巴金

的朋友圈”“您的生日就是中国文学

的节日”三季主题，通过主题空间、专

题书架、名家分享、作品朗读、城市行

走等多形式活动，追忆并缅怀这位

“把心交给读者”的伟大作家。

相遇大街小巷
探索阅读新体验
第20届上海书展暨“书香中

国”上海周主办方发布了首批八项

特色宣传活动，包括2024思南美好

书店节 ·咖啡季、“你想要这样的上

海书展？”以及上海书展20届老物

件征集活动、“我阅读我推荐”全民

荐书活动等，放大“上海书展”这一

“上海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黄浦区组织“2024阅读大会文

化节”，开展“DIY线装书”“今天 ·我

们读”演读会等，虹口区组织“影映

砖瓦 ·阅行人文”——书影随行影视

＆建筑的城市探索之旅，打造多元

阅读新概念。普陀区启动2024年

长三角市民文学创作大赛“城市，与

美同行”项目，徐汇区上线5条“书

香徐汇走读线路”，将区域文化资源

融入阅读推广。闵行区推出“当AI

遇见古诗词”主题展览讲座，“行走

江南 阅读嘉定”活动则与上海汽车

文化节跨界合作，带来融合阅读的

新体验……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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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市民人均阅读超过12本
书，近7成市民参加了线下阅读活动

书香满申城
今天，一个

全新的阅读品牌

——“新华悦读”在上海书城

福州路店一楼诞生了（见上图 记者 王凯
摄），书城快闪周、生活节、文学书房等系列活动将一

一在这个春日展开。“新华悦读”LOGO采用了莫比

乌斯环元素，环形图案意喻无限循环，呼应了“悦读”

所代表的文化与知识的延伸。“悦”字的左半部分做

成书打开的形状，也回归到阅读的大主题。

即日起至4月28日，上海书城福州路店、淮海百

盛广场户外、江南书局 ·青溪之源和九六广场，将围

绕“春”的主题举办新华悦读生活节 ·春日季，让“文

化+生活”的新生活方式在年轻人心中活起来。其

中，参加活动的“新华书店 ·逆光 226”通过视觉以外

的元素展现无障碍阅读，体现社会温度。

生活离不开音符，“新华悦读”联合上海大剧院

推出“乐享春之声”。在淮海路百盛、青浦区江南书

局，青年小提琴演奏家胡鸿鸣、法国吉他歌手Marc

ArtemideVivi?s以及上海纽约大学乐团 ·弦乐四重

奏和爵士乐队、自然之声亲子合唱团等将一一亮相，

带来重奏、弹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的音乐演出，让读

者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感受音乐的脉动。

“新华悦读文学书房”打造的是一个全新有趣的

“书迷节日”，首次推出“遇见春天”为主题的三场活

动。昨天，在青浦的“江南书局 ·青溪之源”里，舞剧

《只此青绿》的领衔主演孟庆旸，与读者分享在舞蹈

领域的心得、在人生旅程中的感悟。

“新华悦读 ·上海书城快闪周”两周为一期，为出

版社提供展示新书、新作、名家，艺术装置等内容的

主题空间。五一期间，果麦文化将带来“劳动的力

量，青年的激情，母亲的慈爱——一本书，一份情，一

种力量”主题快闪周；而六一儿童节期间，还将举行

“童心童梦，书香六一”主题快闪周等活动。

“知新书院”取自温故知新成语。新华悦读 ·知

新书院建立丰富多元的藏书体系，为学校图书馆教

研员及相关教师提供业务交流、学术讨论、新品体

验、实践创新等活动。未来，将有更多的分中心落户

上海各区县，让全市中小学校都能享受家门口的服

务。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这里集中了网红美食，好看的

传统民族服装，不仅有传统的高跷、

杂技，还有民谣、街舞这些精彩的演

出，一站式体验，我觉得这是历史悠

久的庙会，更是‘妙会’——奇妙的

聚会！”昨天，95后的王小姐和小伙

伴们在三林老街举行的2024年第

十一届上海民俗文化节暨三林塘圣

堂庙会活动上玩得不亦乐乎。他们

流连在白墙黛瓦、石桥映水、飞檐翘

角、街巷古韵……之间，感受着传统

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交相辉映。

三林塘圣堂庙会是上海为数不

多的大型民俗庙会活动，每年在三

林镇举办，该活动起源于明朝正德

年间的农历三月半庙会，2012年升

级为上海民俗文化节，是聚上海民

俗、汇长三角文化交流的一道城市

文化风景。民俗文化节举办十届以

来，累计吸引了350多万市民。三

林镇文化活动中心主任唐峥华说：

“今年的场地被安排在三林老街、前

滩31、新东里及明通文化创意产业

园等多点举行。可以让市民领略三

林乃至浦东新区更多的地标风景。”

如今的庙会，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前来，因为这里能看到他

们热衷的传统文化。三林镇被誉为

“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舞龙）”和“中

国龙狮运动之乡”，舞龙舞狮等民间

习俗的繁盛也都与庙会的兴盛有

关。看完小伙们舞龙舞狮，还可以

来到庙会市集，体验三林刺绣、瓷刻

等等三林及上海的非遗项目。

庙会上还有潮玩时尚元素。比

如今年的开幕式剧场秀将在前滩

31演艺中心举行，演出将带领大家

穿梭时光隧道，领略三林民俗文化

的前世今生。此外，在欣赏各剧种

戏曲表演时，也能听到爵士乐、国风

民谣，看国风街舞；既有非遗市集，

也有时尚文创市集；既能观赏龙舟

表演，也能体验皮划艇……让市民

感受民俗文化的多元层次及现代与

传统相融合的魅力。

逛累了，三林本帮菜与当下网

红美食“交相辉映”。老街上李林根

之孙、李伯荣之子李明福的三林本

帮馆里，经典的本帮菜“老八样”之

一——扣三丝，曾登上过《舌尖上的

中国》（第二季）。

“每年一过完年就有人来问我，

你们今年的民俗文化节什么时候开

啊？在哪里开？”三林塘圣堂庙会代

表性传承人张开华笑着说。作为从

圣堂庙会到上海民俗文化节的见证

者，“我们的民俗文化与时代碰撞出

新的火花，散发出浓浓的烟火味。

可以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与时俱进

中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

本届上海民俗文化节于4月20

日至28日举行，4月23日农历三月

十五举行开幕式。 本报记者 吴翔

年轻人爱上赶庙会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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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
临前夕，“书香上海 阅见未
来”2024年世界读书日上海
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发布了
《2023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
调查》和第六届上海图书馆阅
读季的各项活动。

■ 上海图书馆东馆 记者 王凯 摄

■ 庙会舞龙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