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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虽然推进全民阅读也没有几年，
但是人们对于所谓阅读环境和氛围
的追逐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有作家要发布自己的新书，除了对参
与者提出各种条件之外，还对场地进
行了重点的安排。这个读书现场安
排在一家书店的阅读区，环境已经非
常优雅了，但是作家觉得还不够，比
如灯光，他认为光凭店里的原有的灯
光拍摄出来效果不佳，最后调用了专
业灯光入场，整个现场像一个电影的
片场。

现在阅读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
事情。但是对于一些读者来说，为了
外出阅读活动所要做的准备也越来
越复杂起来。首先，要去哪里读书。
现在一般的社区文化中心的阅览室
是很难吸引青年读者的，因为他们觉
得那里环境还差一口气。青年读者
一般会选择相约到一些有小资情调
的实体书店读书。但是书店也不是
随便选一家就去的，要看那里的咖啡
好不好喝，咖啡豆是印尼的，还是哥
伦比亚的。光讨论这些就花去了很
长的时间。等地方商定，出门也是一
件很为难的事情。一定要穿最有文
化的衣服，而且衣服应该与书店的氛
围相符合。所以等到大家落座翻书，
每个人都有一点精疲力竭了。

读者对于阅读外在格调的讲究，
也促使着书店装修越来越豪华。上
海某知名品牌书店以装修奢华著称，
每家店仅设计费就达上百万，装修费
更达千万。走进书店，里面顶天立地
都是书，连上楼的玻璃台阶里也都是
书（其实是各种书皮），以营造书天书
地的浓郁氛围。但其实超越人们触

手可及范围的书是根本无法翻阅的，
将书踩在脚下的感觉也并不是很
好。这书店也被认为是“装修过度”，
但是这样的书店还是越来越多。一
些书店经营者也表示无奈，读者对阅
读氛围越来越讲究，书店不奢华一点
人家根本不来。

最近几个月，人们都在谈论“阅
读仪式感”的问题。照理说，阅读作
为一件比较有益而严肃的事情，是应
该讲究一点仪式的。比如阅读环境
不能过于脏乱嘈杂，翻书前洗手（鲁
迅就有这样的习惯），要使自己平心
静气。仪式感的存在，有助于提高阅
读的地位给读者自己进行心理暗示，
也能够增加阅读的效果。但是现在
一些读者对于“阅读仪式感”发生了
偏差。对于阅读，他们越来越讲究一
些外在的东西，比如光线、饮品、座
椅、背景音乐，似乎不沐浴焚香就不
能读书。而对于读什么书，读哪个版
本的书，倒反而没那么讲究了。

最近有一篇文章《真正的读书人
不需要“仪式感”》很热，作者说，古人
讲“焚香沐浴为读书”，但他更认同

“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的说
法，真正用功之人学习是不分场合
的，随时随地抄起书、拿起笔，兴之所
至而已。在进入学习状态之前还要
来个“小轩窗正梳妆”，他觉得这是在
逃避学习。其实在记者看来，阅读的

“仪式感”应该是讲究一些的，但这种
“仪式感”其实更是在乎一种内心的
准备和感受。是把阅读作为一件神
圣的事情去看待。如果一味追求外
在的“仪式感”，那就有本末倒置之
嫌。

读书会过于追求“仪式感”引读者热议

阅读那些事 看什么比怎么看重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以“城市发展与更新”为
主题的2017年长宁区读书节，继续
将他们对于城市的关注推向深入。
最近在长宁区图书馆举行的此次读
书节“阅读嘉年华”系列首场讲座，邀
请到中国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2015
年“中国最美图书”的设计者姜庆共
和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汤惟杰，两
位专家围绕《上海高度》一书展开讨
论。

在讲座中，姜庆共和汤惟杰通过
展示数十件日常图像、物品，与读者
分享了象征上海经济、文化、生活发
展的35幢经典建筑的历史。在两位
专家看来，“上海高度”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上海的自然高度（比如大金

山、天马山），一个是百年来不断提升
的建筑高度，而后者恰恰可以反映这
座城市的气质。从“大世界”的变迁，
到和平饭店的“前世今生”，从上海工
人新村建设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到建
筑师邬达克带来上海的建筑遗产，一
栋栋经典建筑也像一本本精彩的“立
体图书”，引领着人们重新去认识和
探索上海的文化。

2017年长宁区读书节以“倡导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提升人文
素养”为宗旨，围绕“城市更新、文化
传承、市民修身”三大主题，开展六大
板块系列活动。通过专家研讨与群
众活动相结合，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
相结合，传统读书活动与创新阅读项
目相结合，推进全民阅读，营造书香
长宁的文化氛围。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徐中华书画作品展日前
在上海文艺会堂揭幕，展览将持续到
5月11日。由新眼文化传媒联合上
海沪信举办的此次展览，邀请到了上
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陈琪，
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周志高，名画家
高发传先生等一批书画名家出席，规
格之高由此可见。

徐中华，字崇华，1962年生于江
苏省溧阳市濑江之畔。自幼喜好书
画，后受黄叶村和董寿平等书画名
家的影响，并在书画家高发传的指
导下，在书画艺术上磨砺数十年而
不辍。徐中华在多年的艺术实践
和探索中，将书法与国画相结合，大
胆运用书法笔法融入到大写意的国
画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

风格。
徐中华把此次展出的作品分为

三类：书法作品、山水花鸟作品与
写意小品。100 多件作品主题鲜
明，意蕴丰富。他的山水画创作注
重写生，外师造化，其作品风格彰显
格调大气高雅；他的书画也如其人，
正气厚实，灵动而富有生机，其章法
新颖、笔墨精到，总有妙处，令人回
味。

徐中华坚信，只有深入到书法线
条表现的传统最深处，同时不断深化
当下生存的体验，才能创作出对于书
画艺术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自
己一直注重写生与写意的关系，为此
他室内养松，庭外听竹，并通过自身
的探求将青山和墨竹作为主攻对象，
潜心研究，做到落笔有据，着据着墨，
以形写意，以意抒情。

最近有某高端读书会招收会员，列出的种种礼遇颇为诱人。读
书会活动场地是某河边中式别墅，焚上好的沉香，品明前的龙井，读
书活动举行之时，则请妙龄女子现场弹奏古琴，以作背景音乐。虽然
读书会的年费价格不菲，但听说应者如云。现在很多读书活动过于
注重“仪式感”的趋势，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长宁区读书节研讨“上海高度”

徐中华作品展 将书法与国画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