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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前天，第七
届浙江书展开幕
了。宁波国际会
展中心是一片书

的海洋，浩瀚无垠，让人神迷，令人陶醉。
手机时代，阅读载体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不排

斥、不贬低“数字化阅读”，但应该防止沉迷于碎片化
阅读、浅薄化阅读，更不该冷落书本。捧起一本纸质
书，在墨香中畅游、沉思，是难得的心灵沉浸和精神
享受。那份魅力和味道，是数字化阅读无法取代的。
浙江书展，图书云集，蔚为大观，选书、买书、读书、
藏书，如在碧海中游泳，身心之舒畅，难以言表。

网上购书，线上阅读，云端听讲，既方便还便
宜，这是好事。但如果我们走进书店，逛次书展，置
身书的海洋，被目不暇接的书所包围，那种感受是很
震撼、很奇妙的，很容易让人“识人生之浩渺，觉宇
宙之无穷”，油然而生爱书读书之情。培养阅读习
惯，得从娃娃抓起。带着孩子常去书店看看，陪着孩
子认真逛一次书展，定会“如入芝兰之室”，在孩子
心中悄然埋下“读书的种子”。

为婉拒一崇拜者登门探望，钱钟书说：“假如你
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
呢？”作者是否愿意和读者见面，因人而异，不宜强
迫。但是，如果有机会，读者能和心仪的作家面对
面，交流互动，未尝不是好事。书展上，论坛、讲座
密集，一些平日里深居简出的作家“抛头露面”，说读书，谈写作，讲人生
感悟，回答读者疑虑，这样的“读写相怡”，也是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数字化时代，技术飞速发展，图书产品和各行各业，无不有了跨界交融，
多了衍生拓展。“书香创意”“文化产品”层出不穷，让人大开眼界，喜爱珍
藏。书展，以书为主体，展示着“书”的最新成果、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千
姿百态，看书更是在看时代、观潮流，对不同职业者都会有启迪和熏陶。

如果用美食来作比喻，书展就是一桌“满汉全席”。菜品之多样，味
道之鲜美，营养之丰富，感受之美妙，都是平素少见的，令人垂涎的。秋
风送爽，天高云淡。在这丰收的季节，让我们做一回贪吃的“饕餮”，尽
情享受浙江书展这场精神大餐、文化盛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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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张
落雁 卓璇） 作为第七届浙江书展
的主要活动之一，昨天上午，第十
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典
礼在江北区慈城镇举行。经过投
票，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艺研
究》 杂志社副研究员李松睿、海南
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音、海
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伟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辉、浙
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翟业军 5 位专
家学者的作品获奖。

值得一提的是，“唐弢青年文
学研究奖”首次在唐弢的故乡宁波
颁发。

唐弢 1913 年 3 月 3 日出生于宁
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是
中国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
研究专家、文学史家和收藏家，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1992 年，其家人在先生逝世
后将其全部藏书捐赠给中国现代文
学馆，赢得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广
泛敬意。

“在某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
人都从唐弢先生的道路中得到了非
常重要的启示。”中国作家协会党

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
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表示，在
唐弢的学术中，学的不仅是术，也
是道，是生命之道，他的学术与他
的生命，是与中国现当代以来宏大
的历史运动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境
界。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由中
国现代文学馆设立，每年评选一
次，意在弘扬唐弢的学术精神，鼓
励年龄在 45 岁以下青年学者的现
当代文学研究，是当前国内最具权
威性的青年学术奖之一。

本届评奖自今年 12 月中旬正
式启动，经过 22 位评委推荐，全
国共有 66 篇论文进入初评，其中
20 篇进入终评。

“唐弢奖能够来到宁波颁奖，
离不开宁波市政府和江北区政府的
大力支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
副馆长李洱出席颁奖典礼时表示，
希望获奖者能够借此机会来到江北
慈城走一走、看一看，这必将对他
们的学术道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他认为，在宁波这么一个历史
感与现代感共存的城市，肯定会出
现很多优秀青年作家。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首次“回乡”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知名学
者易中天作为第七届浙江书展主论
坛“天一阁论坛”嘉宾，前晚在鄞州
文化艺术中心开讲。他以《两宋文明
之谜》 为题，用他特有的“易式调
侃”，让现场观众“穿越”回两宋时
期，宋代文明、政治、经济、法制、
科技等方面的趣事在易老的独到解
析下宛如一幅画卷跃然眼前。

“两宋是中华民族古代史上文明
程度最高的时代。”讲座开场，易中
天直奔主题，直抒观点。他从两宋的
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法制健全、科

技进步、和平发展等方面逐一开讲，
金句迭出。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位

“学术超男”四射的魅力后，纷纷
点赞。“我以前只能在百家讲坛中看
到易老，今天能面对面，感谢浙江
书展，易老一如既往的幽默诙谐，
为他打 call！”现场观众张先生说。

适逢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打
造浙江“宋韵文化”的构想，这次
易中天选题 《两宋文明之谜》 既和
他最近出版的 《宋元》 系列“中华
史”相关，又契合第七届书展上随
处可见的“宋韵文化”。

易中天在甬侃“两宋那些事”
记者 林 旻 通讯员 张恩惠

在众多“汪迷”心中，汪曾祺
是世间最可爱的老头儿。他笔下的
一草一木、一饭一蔬，总是那么亲
切。虽然世间已无他，但通过阅读
他的文章，我们总有“见字如面”
的感动。

为何汪曾祺阅读热经久不衰？
如今年轻人该如何阅读汪曾祺？昨
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
善与汪曾祺之女汪朝、作家苏北亮
相第七届浙江书展，和广大读者一
起再谈 《汪曾祺别集》 之“别”。

《汪曾祺别集》 参照 《沈从文
别集》 的体例，从目前所见的汪曾
祺全部作品中精选出20册小书，纪
念汪先生的同时，也向沈从文先生
致敬。《汪曾祺别集》包括汪曾祺的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在内，
计 20卷，每卷各有独立主题，总字
数约200万字，于去年12月出版。

作为家人和编委，汪朝阐释了
这套书出版的初心：“父亲爱创作，
写字、画画，如果不写作的话，他
就给大家做做饭，偶尔喝点酒。他
很勤快，每天三顿饭，还要买菜、
写东西，桩桩件件都安排得清清楚

楚。通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
到不慌不忙、悠然自得的心境。”

20 多年前，汪曾祺在接受采
访时提出：“散文适合放松，可以
缓解大家的压力。”这种认知和当
前的生活格外吻合。汪朝认为，父
亲从一个小众的作家成为当前众多
人喜欢的作家，是因为父亲的创作
贴近生活，比较轻松，“人间送小
温”的文字，不随时间而消散。

陈 子善极为欣赏汪曾祺的文
字，他建议年轻人从汪曾祺的文字
里去了解真实的过去。“汪先生的文
字非常流畅，哪怕是评论性文章也

具有如诗的语言特质。他对他所处
的那个年代有特别的表达，很多生活
的场景、细节、人物都在他的笔下一
一流淌，栩栩如生。”陈子善说。

拥有“天下第一汪迷”美誉、
汪曾祺先生的忘年交苏北说，“汪
曾祺所写的那些街、那些人，形成
了一幅高邮地图，引发很多人考
据。他写的故事都有迹可循，早期
创作 《下水道和孩子》 正是因为他
难忘下水道里孩子们玩耍的情景而
创作的。”苏北建议，年轻人应该
多阅读汪曾祺，在汪曾祺的文章
里，学习优美的汉语表达。

年轻一代为什么要阅读汪曾祺？

浙江书展上，他们再谈汪曾祺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杨
力克） 为 纪 念 宁 波 建 城 1200 年 ，
描摹宁波城的历史脉络，解读宁波
人的文化性格，弘扬宁波帮的奉献
精神，昨天下午，由宁波出版社出
版的四本新书 《走读宁波》《宁波
人》《江城印记：宁波帮与武汉近
代建筑》《说宁波话的上海人》 在
浙江书展首发。《走读宁波》 作者
孙武军、赵淑萍，《宁波人》 作者
柴隆在首发式上与现场读者分享创
作经历。

四本新书既有对宁波城历史底
蕴、文化基因的品读，又有对宁波
人生活细节、人文性格的勾勒，以
及对宁波帮建筑和事迹的速写，和
对宁波帮人士和精神的弘扬，以不
同的角度和风格展示宁波精神。

《走读宁波》 由宁波市文化旅
游研究院出品，孙武军、赵淑萍执
笔，该书以历史节点为经，串联宁
波最具影响力的旅游景点为纬，缀
珠编玉，交汇时空，图文并茂，展

现了宁波各个历史阶段的名胜古迹
及其文化特色，通过介绍历史背景
和文化故事，体现文旅融合、以文
促旅的文化旅游新风尚。

柴隆的文化小品集 《宁波人》
走笔温柔，岁月成章，从性情、格
调、市井、声色、品味、世相六部分
入手，通过宁波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构
建城市文化史，以“人”带“城”，
充分体现宁波鲜明的城市性格，描绘
一幅朦胧、淡雅、耐人寻味的宁波人
图景，旨在追寻回味绵长的甬城乡
愁，增强宁波本土文化自信。

宁波帮博物馆编写的 《江城印
记：宁波帮与武汉近代建筑》，通过
刻画宁波籍营造者和设计师在承建施
工、建筑设计过程中体现的细节，将
其个人事迹和可贵精神永远镌刻在武
汉近代建筑的一砖一瓦之中。

上海作家沈轶伦撰写的 《说宁
波话的上海人》，记录了作者走访
的 10 位祖籍宁波的上海人，他们
的生命中刻凿着深深的宁波印记。

丰富对城和人的认识

四本有关“宁波”的新书首发

记者 林 旻

昨天下午，作为第七届浙江书
展场外的重要活动之一，考古学家
郑嘉励在鄞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悦读时光书店，以“宋韵”的现
代价值解读、“宋韵”是什么韵等
为主题，与读者展开分享与讨论。

郑嘉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从事考古和文物保
护研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
授，主要著作有 《浙江宋墓》《武
义南宋徐谓礼文书》《考古的另一
面》《考古四记》《考古者说》 等。

上一次来宁波，他因为说过一
句“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上班就
等于上坟”而广为人知，这一次，
因为在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之后，郑
嘉励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解读宋
韵，再次成为刷屏热点。

关于宋韵，郑嘉励提出了八
条：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以天下
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经世致用的

“浙学”思想；放眼天下的海外贸
易；典雅敦厚的士大夫生活美学；
丰富多元的市民生活；奠定后世审
美范式的文化艺术；以三大发明为
代表的科学技术。

郑嘉励说，这八条涵盖了宋代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
容，也可以说是一个宋韵文化传世
工 程 打 造 的 框 架 体 系 ，“ 谈 论 宋
韵，我认为要从宋代历史文化资源
中去提炼具有正能量、时代精神的
文化内涵，去破题和打造成可看可
感可传承的产业化项目的一套逻
辑。宋韵就是一套逻辑”。

目前，全省各地纷纷启动宋韵
文化传世工程项目。具体到宁波，
郑嘉励提出可以从三江口范围的宁
波港遗址、临近海域南宋沉船打
捞、东钱湖越窑青瓷遗址等去提炼

梳 理 。“ 比 如 东 钱 湖 是 一 篇 大 文
章 ， 一 定 要 在 历 史 脉 络 中 去 梳
理 ， 不 能 孤 立 地 从 某 个 点 出 发 。
说到石刻，必然要涉及背后的主
人 ， 涉 及 史 氏 家 族 是 怎 么 兴 起
的。个人认为，文物资源是宋韵
文化工程打造的一个抓手，比如可
以串联一条宋韵主题研学线路。”
郑嘉励说。

郑嘉励建议，政府部门在打造
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之际，要多召集
相关专家开展“头脑风暴”，找出
可以做文章的点，再结合好的创意
进行策划。

考古学家郑嘉励谈

宁波该如何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

本报讯 （记者廖惠兰 通讯
员朱立奇） 严谨的党史还能用轻松
有趣的漫画形式解读？一本有趣又
靠谱的 《漫画百年党史·开天辟
地》 让读者轻松读懂我党的创业
史。昨天，《漫画百年党史·开天
辟地》 作者陈磊·混知团队读者见
面会在浙江书展主题馆举行。

这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特别策
划的“漫画百年党史”系列，通过
手绘漫画的方式开启党史阅读新形
式，一经出版就深受广大党员干部
及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掀起了一股热潮。如今，浙
江乃至全国出版界不断运用数字化
改革成果创新“打开方式”，吸引更
多读者喜欢打开红色主题出版物。

以“致敬百年·读领风尚”为
主题的第七届浙江书展上，最美不
过“中国红”——红旗、红船到天
安门，各大展馆布景处处飘红；主
场馆、各处展馆到各大出版社展
台 ， 红 色 经 典 书 籍 均 占 据 “C
位 ”。 会 场 内 外 随 处 可 见 红 色 元
素，整个书展洋溢着庆祝建党百年
的热烈气氛。书展开幕式上，组委
会特邀浙川两地学子代表一起朗诵
红色经典；书展期间各大展馆举行
多场红色主题阅读分享会⋯⋯红色

主题阅读成为本届浙江书展一抹亮
色，也是本届书展的最大特色和文
化底色。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大批全面记录中国共产党
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
立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的优质

红色主题出版物，集中在本届浙江
书展主题馆、浙版馆、中版集团
馆、宁波馆展销，多达 148 种。重
点陈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著、研
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精品力作、
新四史系列图书、展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系列图书

等，体现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文化自觉。

在本次书展“黄金展位”的主
题馆里，分“回望百年伟业”“礼
赞全面小康”“启航共同富裕”三
个篇章，重点陈列了学习宣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
题》 等系列图书。同时，读者还能
一睹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
革 开 放 简 史》《社 会 主 义 发 展 简
史》《中国共产党简史》 等新四史
系列图书的风采。此外，《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大事记》《权威专家解
读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密 码》《“ 十 四
五”纲要新概念——读懂“十四
五”的 100 个关键词》 等图书，集
中展示近些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据悉，书展期间，全省各地都
将同步举办形式多样的红色主题阅
读活动，并在各大分会场以“百
年·百店·百书”为主题，推出

“相约书展探秘红船”“相约书展守
护党章”“相约书展缅怀英烈”等
专题展示和宣讲活动。

用漫画形式创新党史“打开方式”

红色主题阅读成为浙江书展一抹亮色

场馆内外随处可见红色元素。 （唐严 摄）

读者在排队签名。
（记者 唐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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