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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广西北海图书馆出
奇招，推出“你读书，我买单”的模
式。这个模式其实很简单，读者如果
在图书馆没有借到想借的书，在指定
的新华书店里却看到了，就可以直接
借回去看，看完后再把该书还到图书
馆，图书馆和书店结算，将此书买下
作为馆藏图书。这被认为是图书馆
解决“僵尸书”，增加图书流通性的好
办法。不过“你读书，我买单”的模式
究竟靠不靠谱呢？

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你
读书，我买单”其实已经成为不少公
立图书馆选购藏书的一个重要模
式。尽管具体操作上略有不同，有的
是让读者直接到书店购书，有的则是
让读者提供书单，图书馆选购到之后
再借予读者。但不管怎样，“你读书，
我买单”本质其实就是以读者为导
向，图书馆将“选书权”交给了读者。

“你读书，我买单”模式之所以备
受推崇，主要就是很多公立图书馆将
其作为增加图书借阅活跃度的重要
手段。按照以往的模式，公立图书馆
每年都有一笔购书款，在选择购书
品种时，通常是采取大而全的办法，
社会上的各种新书每一种都买一
点。这样的方式，虽然保证了图书
馆的“综合性”，但也造成了很大的
浪费。据青年报记者了解，现在的
公立图书馆每年所购新书，一般只
有20%借阅很多的“活跃书”，有80%
的书借阅不多，有的书甚至几年也借
阅不到一次，沦为“僵尸书”。现在既
然让读者来选书了，这个问题似乎可
以迎刃而解。

但是这样的想法可能也过于理
想化。记者就此采访了不少读者，他
们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担忧。那就
是其实每个读者的口味都是不一样
的，让一个读者去决定一部书是否购
置，很可能出现这部书只有这个读者

喜欢看的局面。这依然没法增加一
部书的“活跃性”。“应该说图书馆将

‘选书权’交给读者的方向是对的，但
他们的理解过于简单了。一种书是
否选购的权利不是交给一个读者，而
是交给一群读者。让集体的眼光去
判断新书是否应该引进。只有这样，
买来的书才是读者真正要看的书。
而不是造成新的资源浪费。”出版人
洪辉对青年报表示。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上海各大公
立图书馆目前还没有推广“你读书，
我买单”的模式。但将“选书权”交给
读者已成大势所趋。上海图书馆每
年有1.3亿元的购书款，而在决定选
购书之前，上图都会对读者展开调
查，询问他们究竟想看什么新书。而
闵行区图书馆的做法更为具体，他们
开展微博荐书活动，让读者推荐自己
想看的新书，然后评选出人气最高的
前100种新书，由图书馆出资购买，
设立专柜提供借阅。

各地图书馆热推“你读书，我买单”模式

把“选书权”交给读者是大势所趋
马頔：
民谣新星受追捧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没有不择手
段的炒作，没有搭乘选秀的快车，仅
用作品说话，以口碑为王，独立音乐
也能汇聚起庞大的受众，拥有令主流
艳羡的票房，作为当下中国民谣乐坛
最响亮的名字之一，马頔为中国音乐
产业带来了诸多的震撼和启示。近
日，这位在一年间迅速走红的年轻音
乐人，来到上海，宣布自己的“孤鸟的
歌”系列音乐会，将于8月开始率先
登陆6座城市，包括8月6日在东方
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的首站。

去年10月末，马頔发布了首张
个人专辑《孤岛》，随之启动了野心勃
勃的“孤岛”全国巡演计划。由“东
渡”、“南巡”、“西游”、“北上”四个篇
章构成的巡演，目前已完成了18城
的“东渡”、24 城的“南巡”，城城爆
满，一改人们对国内独立音乐市场的
固有想象。

而在“西游”和“北上”两个篇章
上演之前，马頔先推出了“孤鸟的歌”
系列音乐会，这系列的场地和器乐编
制全部升级——前面的巡演成功，已
经证明中国快速崛起的新一代青年
群体，已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品位。
民谣音乐正越来越成为这代年轻人
的心灵归宿，而消费能力的提高则让
民谣走入城市剧场成为潮流。据悉，
这个系列在首轮包括上海、南京、深
圳、广州、武汉、长沙等6城后，未来
还会有更多城市的三十余个场次陆
续公布。

当代文人书画巡展
最后一站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囊括了当代
一线著名诗人、作家的“原来——
2015首届当代文人书画全国巡展”，
日前在文人画重镇苏州圆满结束了
最后一站的展览。

“原来”，是苏州诗院发起创立的
一个松散型的艺术小组。小组汇集
了空前强大的当代文人书画家阵容，
包括芒克、梁小斌、贾平凹、祁国、陈
忠村、马新潮、邹大力、伊沙、李云枫、
李笠等著名诗人和作家。此次展览
展出了这些全球华语文学实力派文
人的100多件书画作品。

中国文人素有诗书画一体的传
统。诗、书、画相通，又相互影响，这
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整体气质。但是
在电脑时代，这种传统正在遭遇挑
战，文人习惯了用电脑写作，诗、书、
画被割裂了。所以，这个“原来”巡展
就显得难能可贵。记者了解到，参加
此次展览的许多作家依然保持着手
写的习惯，比如贾平凹。在他们身上
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人的那些
优雅的闪光点。

在苏州站之前，“原来”展已经在
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筹备近一
年的本次巡展，由苏州诗院与“国美
在线”联合主办，空间合作方为北京
上苑当代艺术馆、上海未来艺术空间
和苏州元气美术馆。线下巡展结束
后，“国美在线”文化艺术频道将适
时在线上开辟当代文人书画精品专
场，让全球观众一饱眼福。

图书馆大量图书借阅率极低，使得“你读书，我买单”模式备受推崇。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青年报特派记者 王璐

本报厦门专电 湖南卫视《爸爸
去哪儿》第三季即将于7月10日回归
荧屏。昨日，剧组首次开放了媒体探
班。胡军胡皓康父子、林永健林大竣
父子、邹市明邹明轩父子、夏克立夏天
父女，齐聚厦门的河坑土楼。值得注
意的是，此前在微博上卖力宣传节目
的火华社长刘烨，却并未出现在现场，
儿子刘诺一由胡军带着。从现场看，
胡军一手牵着刘诺一，一手牵着胡皓
康，场面非常和谐。即便父亲不在场，
刘诺一表现乖巧，并没有吵闹。这让
不少想看胡军和刘烨这对CP的人大
呼失望。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刘烨女

儿霓娜。显然，刘烨不仅“丢下”了儿
子，也“抛弃”了女儿。不少在场记者
戏言：“刘烨你这是不准备当爸爸了
吗？”至于刘烨到底身在何处，节目组
三缄其口。他们告诉记者，不在场的
刘烨，暗合《爸爸去哪儿》的节目名，或
成为节目的重要谜团之一。

而其他几位在场爸爸的表现，则
是相当生猛。在当日举行的泥地运
动会上，胡军、夏克立、邹市明、林永
健四位爸爸和当地村民来了一场泥
地过障碍物的比赛。不过除了邹市
民外，其余几人一爬上杠子就马上掉
进泥潭内，形象狼狈，数次引得现场
村民爆笑不断。围观的萌娃们则十
分着急，生怕爸爸们输掉比赛，扯着

嗓子加油助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除了

李锐这位老村长外，还多了一位女村
长——苑琼丹。“包租婆”打扮的她，
在现场气场十足。据工作人员透露，
节目里很多时候都是苑琼丹带着所
有孩子吃饭、睡觉。获知这个消息
后，让人不禁会好奇，原来作为节目
中的中流砥柱的爸爸们去做什么了
呢？从探班情况看，或许，这一季的
《爸爸去哪儿》在节目形式上将会有
不少的变动。

另外，《爸爸回来了》第二季即将
完美收官。本季《爸爸回来了》收视
率一直稳居同时段前列，网络话题讨
论数更是高居榜首。

《爸爸去哪儿3》首次探班

最大看点：刘烨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