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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很活跃
第一场直播12时开始，之前已经预约了300多人，总共有近

2000位网友进入直播间观看。拍卖从9本《袖珍诗丛》开始，出

价从 10元到 20元，最后定格在 30元，因为没有签名钤印题记，

这就是一套普通的书，最后的购买者是多年来一直收藏当代诗

人集子的读者张冀。《外国文艺》133册，从创刊号的1978年开始

到2002年，前面一半连号，因为杂志体量巨大，需要放置的空间

自然也不小，最终以1330元（折合10元1册）包邮价格被一位广

西的书友买去。一套《世界电影》91册，从1982年开始，有许多

连号，最后 1300元成交。据胡同透露，购书者是一位做影视的

朋友，邮寄的地址在横店。

两场直播销售额共 15000余元，单价最贵的是一套文学专

辑，三册拍出了800元。

胡同表示：“虽然这些书是陈村先生平素读的书，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藏书’，但是我们仍用了‘陈村先生藏书’作为专场的

名字。当然，这些书有的伴随陈村先生超过 40年，这是他人生

中的大半，这不是‘藏’，又是什么呢？”

陈村告诉记者，直播间还差点闹了一个“乌龙”。中华书局

曾邀陈村批注《儒林外史》，给了他一个大开本的底稿，底稿上写

满了当时编辑的文字校注。店主胡同以为这就是陈村本人写的

校注，竞价一路飙升。陈村关注直播，发现这个“乌龙”后马上电

话说明情况，胡同赶紧取消了之前的竞价，重新写清批注本说

明。但网友热情不减，经过多轮竞价，这588页套着中华书局大

信封的底稿最终被网友白水以3000元拍得。

在这些送拍的书中，外国文学占比不低，以上海译文出版社

的最多，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外国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湖

南人民出版社等，都是20世纪80年代比较活跃的译著出版社。

书籍在流通
“我在1980年写过一篇小说《书》，写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

末大规模出售外国经典作品，盛况空前。小说发表在《上海文

学》上。我们这代人对书有特殊的感情，一个月20块钱工资，还

要省出钱来买书，读到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我们这代作家得

到了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陈村说。搬了好几次

家，家里的书早已“泛滥成灾”，楼梯上堆的都是杂志，一摞摞

地蔓延。书一多自然会产生问题，就是常常在需要用到之时

找不到，性急的人就会再去买一本。从查阅的便利性和工

具性来说，实体书不如电子书，从通读来说，电子书不如一

本实体书方便。“我并没有嫌弃书，但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守

不住这些书的，几千本书好像几千个作家‘围绕’着我，只

有情感作用。”旁观自己的书拍卖，宛如一场告别，看着它

们“走向新人家”。

买书很贵，放书的空间更贵，而最贵的其实是在有

限的生命中读书。大量的学者藏书、民间藏书，包括

这些尚达不到收藏级别的旧书，该如何处理？此次

布衣书局的专场拍卖，未尝不是一次线上线下共同

努力的创新？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请你来参与
让我们“爱在博物馆”5·18

名为“布衣杂货铺”的视频号近日进行了三场直
播，以“陈村先生藏书”为名，拍卖作家陈村处理的一批
旧书及旧杂志、刊物。

陈村从上海的家中向位于北京的布衣书局发出了
20箱共650公斤书，布衣书局支付运费。陈村对布衣
书局负责人胡同说：“您随意处置。这些书都是买来
的，或人家送的，来路明白，只是没什么稀罕的版本。”
这也是布衣书局第一次进行作家藏书专场拍卖。拍卖
的书中，有一些钤有藏书章“村书”或者有签名的，有些
则没有。前者在直播间卖得特别好，因为大家都想看
看陈村究竟有些什么书。“这样，我就以这种形式存在
于买书人的生活中了吧。”陈村说。

5月18日，全球将迎来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快速变化
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提出在快速变化社会中，作为文化身份的重要连接
者、创新者和守护者，博物馆应与时代共振，面向未来。

放眼全球，上海在举办艺术展览方面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在“国际
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纷纷推出多档重磅展览活动，涵盖
古代文物、现当代艺术、引入展览等多个领域。精彩纷呈的展览内容值得艺
术爱好者提前预约入场资格，并规划好观展指南。

为回馈广大观众的支持，5月 18日当天，

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发放展览福利，法

国艺术家法布里斯·伊贝尔个展《从山谷中来》

免费面向公众开放。该展览汇集艺术家自 20
世纪90年代至今的70余件代表作，其中包括为

上海特别创作的 20余件新作以及高达 9米的

“伊贝尔泰迪”，带观众见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如何蜕变为充满哲思的艺术作品。与此同时，

“山谷课堂”将在一楼展厅准时开讲，上海城市

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围绕上海乡土物种保

育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分享前沿洞见，用思想的

火花点亮山谷中的无限可能。

此外，正在举办的传奇建筑大师贝聿铭的

首次中国大陆全面回顾展，六大主题展区层层

递进，揭示建筑与生活共生共融的关系。自从

开展至今树立了优质口碑，参观人群络绎不绝。

围绕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上海博物馆

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从面向青少年儿童的

古代文明探索宫手工坊，到“东馆巡礼”系列讲

座和专为中老年人群开设的“爱在博物馆——

乐龄行动”体验课程，为全年龄段观众提供丰

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为积极回应社会文化养老

需求，上博与新民晚报“夜光杯”携手推出“爱在

博物馆——乐龄行动”计划，为银发群体量身打

造博物馆文化体验，邀请银发观众在文物中看见

历史，在创作中表达自我，在交流中感受温暖。

此外，上博将邀请一群特殊的参观者——

听障患儿一起来体验“非物质遗产”。5月15日
起，听障学生和手语老师将来到上博，参观文保

修复、创意工坊和古代文明探索宫等。

推出“乐龄行动”

你眼中的上海是何种景象？试想过建造属

于自己的上海吗？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

可以来西岸美术馆大胆抒发有关“一座城市”的

规划理想，让“拼贴实验室”用记忆碎片拼贴你

的上海生活。

“拼贴实验室”是一系列艺术创作活动，共

设 6期。5月与 6月的两期“拼贴实验室”将围

绕展览中的“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

市与文化”开展。参与者将从展览中呈现的街

道走线、建筑切面、立面结构与城市肌理等要素

出发，转化为拼贴创作素材，构建个体视角下的

城市图景。拼贴过程中，不需要专业建筑背景

即可创作，可依据个人经验或城市观察，自由组

合几何结构与空间节奏，完成一幅“理想之城”

的视觉构成图。

拼贴“理想之城”

世博会博物馆的世博图书馆今天起恢复开

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五 9:00—16:30（16:15
停止入馆）。“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

作展”正在世博会博物馆展出，看展之余，观众

也可以来到世博图书馆，从黄永玉的书中感受

他对生命的热爱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永玉

100》《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永玉六记·珍藏

版》等有关黄永玉的著作已经摆上了书架。

无独有偶，5月开始可以免费入场的外滩

美术馆，在其6楼的新设艺术图书馆，典藏艺术

研究领域精心遴选的罕见书目、当代艺术刊物、

展览画册、出版物、档案和一手文献等在本地难

以获取的资源，供读者免费参考阅览。策展人

会征集参展艺术家的参考资料，将启发艺术家

灵感的图书放在艺术图书馆中，供观众在参观

之后和艺术家读同一本书，寻求精神共鸣。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上海的艺术展

览呈现出传统与当代、本土与国际、科技与人文

的多元对话，无论是书画的沉浸式体验，还是新

媒体艺术的先锋实验，都展现了上海的博物馆、

美术馆积极探索的精神。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品味“浓郁书香”

走进“山谷课堂”

博物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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