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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安徒生奖得主
插画新作引进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2014年国
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罗杰·米罗的新作
《小心翼翼》日前由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引进出版。米罗是个才华横溢
的插画家，他是巴西第一位获得国际
安徒生奖的插画师。

《小心翼翼》是罗杰·米罗自编
自画的一部绘本，被国际安徒生奖
评委会主席、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
盟）基金会主席帕奇·亚当娜称之为

“杰作”。
此次罗杰·米罗带来的绘本《小

心翼翼》是其个人非常钟爱的作品，
这部作品被中少总社收录在“七彩云
图书馆”系列中。该系列绘本是国际
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倾
情推荐的一套绘本系列，目前共有
24册，全部精选自非英语主流国家
的优秀绘本，每一部都获过当地乃至
全球的大奖，中文版的译者皆是国内
著名大咖，很好地保留了原作的艺术
性与趣味性。

在《小心翼翼》中，米罗赋予了主
人公白玫瑰一种既高贵神秘而又淘
气叛逆的矛盾性格，它既像一个美丽
娇嫩的公主，需要无微不至的呵护，
又像一个调皮捣蛋的顽童，时时刻刻
想要从大人严厉的管束下逃脱。谁
也没料到它竟然和倒霉的园丁玩了
一场捉迷藏游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徐汇区图书馆出借
的一本“书”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
这“书”非纸质版，也非电子版，而是
一个“真人书”。这种“真人图书馆”
的新型阅读方式正在兴起，在这个系
统中，每个人都可以是读者，当然每
个人也都可以成为一本“书”。青年
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被徐汇区图书馆出借的这本
“真人书”，就是《新闻夜线》主持人
臧熹。他虽为主持人，但对航天事业
非常感兴趣，而且平时在工作之中也
与一些航天人有过接触，掌握了一些
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此次臧熹到
图书馆里和读者分享的就是他的航
天梦。

阅读“真人书”的方式也很特
别。“书”坐在当中，周围坐着读者，有
读者来提问，然后“真人版图书”来回
答。整个就是一个完全交流互动的
形式。这对传统的阅读方式可谓是
颠覆性的。过去读者是读书，后来是
在电子屏上读电子书，在这个过程中
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很难与作者
进行互动。现在有了“真人版图书”，
不仅可以及时互动，而且还可以享受
声情并茂的阅读过程。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早在 2009
年国内就有了第一家“真人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成为全国首家开展真
人图书馆活动的高校。此后星星点
点地出现过一些类似的阅读方式，但
是到了最近似乎有了大发展的趋势。

青年报记者就此曾与一些参与
过“真人图书馆”的读者进行过交

流。他们都表示，阅读“真人书”实在
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既不像听讲
座，讲者高高在上，除了最后的提问
环节外，整个过程很少有互动机会；
也不像自己看书，从头到尾鸦雀无
声。更有意思的是，不仅可以从“真
人书”那里获得知识，其实被阅读者
同样可以从读者的提问中获得启发，
有点相互阅读的意思。这种面对面
直接的交流，恐怕是现在网络时代最
难人可贵的了，也是人们最需要的，
所以“真人图书馆”现在才会如雨后
春笋一般出现，成为一股潮流。

但是青年报记者也注意到，“真
人图书馆”也存在一些特点，或者说
是局限。比如如果是一本纸质书，理
论上可以被无数人借阅，传播面非常
广（如果是电子书那就更广了），但是

“真人书”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再大
的空间所容纳的读者也是有限的（而
考虑到互动的效果，读者还不能太

多），所以固然“真人书”很精彩，但是
传播面还是很有限的。

不仅如此，“真人书”还会累，所
以互动的时间不能太久，一两个小时
已经是极限了。这也大大限制了“真
人书”所提供内容的数量。针对这种
情况，也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把“真
人书”的互动交流做成网络直播，这
样场外的观众也可以参与进来。但
是显然，时间就是那么一点，即便想
提问的读者再多，能提问的也就那么
几个。还有人说，把“真人书”整个阅
读的过程拍成视频，放在图书馆里供
人借阅，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借
阅者也就不存在参与交流的行为了，
这其实也就不再是“真人书”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真人书”作
为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正在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而这个行为也远远超
过了阅读本身，满足了读者享受社交
愉悦的一种需要。

“真人图书馆”面对面“借阅”人生

每一个人都是一本等待阅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