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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互联网的数字浪潮日夜不停冲刷万物，上海却

以从容之姿，让书香浸润街巷。《2024年上海市民阅

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这座都市里，日常喜欢阅读

的人越来越多了。从政府主导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

到跨界融合的创意市集，再到社区与家庭的深度参

与，上海正以多元化的实践，让读书从一种文化行为

成为一种前进的力量，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

“乐龄书架”前，银发的老先生摩挲着熟悉的历史

典故，泛黄的书页与额头的皱纹互相映衬；社区亲子读

书会上，稚童诵读《声律启蒙》时，清亮的童声与春风共

同温暖人心；十万家庭参与的“声音档案”里，《城南旧

事》里英子的低语好像真实可触，《傅雷家书》的肺腑之

言成为现代教育的箴言；林肯汽车、上海BANG、百新

书局合作的阅读活动，把车的后备箱化作交换旧书的

“书箱”……阅读既便捷可及，又充满仪式感。

宝山塘湾村的谷仓书屋，梁柱间残留着稻谷气

息；浦东“玫瑰书屋”用鲜花手作吸引游客……阅

读空间从图书馆走向街头巷尾，证明“书房”可以

是一盏路灯下的长椅，是树下偶然的休憩，是地铁

穿梭时窗外的流光。

普陀区以60处历史景点为灵感创作藏书票，艺术

家用方寸画面凝练城市记忆；学者通过“水岸叙事”论

坛，探讨苏州河与黄浦江如何滋养上海的文化基因。

这些活动将阅读与城市历史、艺术创作深度融合，使

读书成为市民感知城市、认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读书”二字深深镌刻入城市生活肌理，捧

起书的那一刻，不仅关乎知识积累，更是一种

对精神丰盈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塑

造。 徐翌晟

手手记记记 者

去年市民人均读书 10.03本
昨天，苏河湾长风书院广

场上，印有卡尔·马克思签名字
体和其他各种阅读名言的帆布

包、普陀区手绘地图、阅读香氛等吸引了大人小孩的兴趣，“书香上海 悦览苏河”——2025年
“4·23”世界读书日上海全民阅读主题活动正在这里进行。阅读，是心灵的养分，是思想的旅程，
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同期发布的《2024年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上海
市民综合阅读率达97.15%，年平均阅读量为10.03本。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近日，作家余华携

新书《余华文学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

屈》与主播董宇辉深度对谈，呈现一节关于文学

阅读与创作的大师课。当晚对谈期间，新书《余华

文学课》销量突破5万册。年轻网友感慨，真诚走

心的文学深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这是余华第二次做客“与辉同行”，本次对谈两人

显得默契，新书副标题叫“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

屈”。余华介绍，这句话来自书中同名短篇，是他对契

诃夫《万卡》和拉克司奈斯《青鱼》两篇经典文学作品

的解读。

近年来，余华因其紧跟时代的年轻心态、幽默风

趣的谈吐和极强的共情力，在年轻读者中广受欢迎，

被称为“最懂年轻人的作家”。面对“学生们应该如何

去阅读写作”的提问，余华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

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大量阅读，并提到自己年轻时用

读词典的方式来增强语感、扩充语料储备。他特别提

出，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在读经典文学时，相比关注

故事，更要关注细节；在写作时，要记住写作的感觉，而不是措辞。

借由新书上市的契机，出版方读客文化介绍，《余华文学课》是余

华最新出版的散文自选集，由余华亲自编选组集。书中收录了余华

的 15篇文学随笔和 1篇文学对谈，其中 6篇是未结集出版过的篇

目。在这本书里，余华毫无保留地写下自己 60年阅读生涯的所有心

得，以专业作家的写作经验和超凡的文字触感，将经典作品中每个细

节里的伟大之处娓娓道来。目前，《余华文学课》在书店和平台上架，社

交网络上关于“阅读文学经典”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社群平台依旧能够

传递文学经典中厚重纯粹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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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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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正重塑我们的生活

老年阅读范围广
今年初，市老龄办、市委宣传部、市民政

局等部门联合推出《上海市“乐龄乐读、乐学

乐为”老年阅读行动方案》，2025年度“乐龄书

单”包括《丰子恺漫画课：读懂外公的画》《〈民

法典〉助你行》《老年人身体功能强化锻炼教

程》等图书。10项“乐龄导读”活动将由 1925
书局等实体书店策划配送，包括“苏州河畔

的时光长廊”城市阅读行走、“有腔有调”沪

剧讲演等。首批 20个“乐龄书架”设在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城市书房、社会福

利院、老年大学、银行、军休中心等点位，覆盖

全市 16个区，将以乐龄书单为主做好阅读服

务。

4月至 11月，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古籍保

护中心）对接“旧书新知·申城淘书乐”等品牌，

将着力打造“旧卷新书 书脉长流”——2025中
华传统晒书大会上海城市主场活动，倡导读

书、爱书、护书、藏书的社会风尚。其间，上海

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图书公司、金山区图

书馆将举办“童阅上海·行阅自然”晒书活动、

“旧书新知·书香上海”市集、2025上海市民“晒

书节”等活动。复旦大学“金秋曝书节”、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中西医学古籍品览”、华东师

范大学古籍馆开馆、上海师范大学徽墨制作体

验活动、上海中医药大学“杏林书会”、上海社

科院《永乐大典》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等，也将在

上海多点开花。

农家书屋特色多
由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和“魔法童书会”

联合发起的“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大征集”活动

自 2015年以来累计吸引近 10万家庭参与，留

存住无数家庭共读的珍贵瞬间。2025年第十

一届亲子朗读声音档案大征集活动以“声暖万

家”为主题，鼓励 3—12岁参与家庭选择温暖

亲情、成长励志、传统文化等主题的童书进行

亲子朗读，让孩子在声音的环抱中感受爱与陪

伴。市少儿图书馆还将通过亲子朗读训练营、

童年档案馆录音体验、中外故事会等形式，打

造“可听、可感、可参与”的亲子阅读新模式，邀

请更多家庭以声为媒，共享书香。

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

和各涉农区共同推动新时代乡村阅读工作，新

一批农文旅学研功能融合的乡村阅读新空间

入选第二批上海市示范性农家书屋。由浦东

图书馆与企业共同打造的川沙新镇连民村“好

熟悉·玫瑰书屋”依托近200亩玫瑰园，以鲜花

手作和“家+书屋”为特色，每周组织阅读文化

活动；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村书屋利用农村郊野

的仓库整体改造而成，兼顾阅读、展览、讲

座等多维度文化需求。

在“4·23”世界读书日前后，思南读

书会迎来了第 500期，上海古籍书

店焕新重装开业，“旧书新知·申城

淘书乐”市集在黄浦区樱花谷和

北外滩先后开启……书香萦绕

在城市的气息中，成为上海美

丽的文化风景。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本报讯（记者 吴翔）第二十届群星奖上海地区

选拔活动，昨天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星舞台闭幕。

这次参赛者普遍比较年轻，作品也与时代紧密相连，

更加时尚，体现了上海的特色、群文的特点，个别作

品体现了难以复制的特质。

102个代表 2022年至 2024年间上海群文创

作最高水平的节目，参与了音乐（含群众合唱）、

舞蹈（含广场舞）、戏剧、曲艺四个门类六个种类

的角逐。本次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

作品围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聚

焦新时代、新征程，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新时代、讴歌英雄，体现了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展现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题材包括优秀传统文化、都市文化热

点、航空航天、军旅、社会主义新农村、为

老服务等多种题材。作品突出群众文

艺特色，讲述百姓故事，反映多彩生活；

坚持源自群众、坚持原创；注重地域特

色。一个个小投入、小制作的作品有

生活、接地气、有个性、富创意，倡导

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小作品展现

大情怀。

此次选拔赛由市文旅局主

办、市群艺馆承办，不仅是上海

近三年群文创作的一次集中

检阅，也是群文创作对接群

星奖的一项重要机制。下

一步，市文旅局还将组织

获奖优秀作品交流展演，

同时，进一步打磨提升

优秀作品，为参加第二

十届群星奖评选作准备。

“群星奖”是我国群众文化领

域的政府最高奖项，每三年评选

一次，涵盖音乐（含群众合唱）、

舞蹈（含广场舞）、戏剧、曲艺

四个艺术门类六个种类。今

年，第二十届全国“群星奖”

评选将于 10月在川渝地区

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