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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至 18 日，2020 上海书
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如期举办。

“如期举办”，短短四字，分量
颇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
说，这是经过科学分析和审慎研判
后的决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
下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
正在经历的一场大考。如期举办
2020上海书展，以‘阅读的力量’对此
有所贡献，是上海出版人的责任。”

2020 上海书展，如同一座文化
灯塔，吸引着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
方赶来。当进入展会，手捧书籍的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精神生活常态
化的实感。

如约而至：“安全”与“出彩”

在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南
北入口处，喇叭一刻不停地提醒
着：“参观人员，请出示身份证、健
康码、佩戴口罩，配合安保人员有
序入场。”蓝白两色的安检篷房装载
了智能人体安检系统，出示身份证
件和购票凭证，参观者即可实现无
接触初检、安检、验票绑定。书展
现场，志愿者高举“全程佩戴口
罩，保持安全距离”的提示牌。

这是一届如常的上海书展，又
是一届特殊的上海书展。为了“安
全”“出彩”，多了许多第一次。

往年，热情读者在主会场前大
排长龙买门票是道别样风景。今
年，为防止读者聚集，现场不再出
售实体票。

今年书展依旧分日场和夜场，
但首次划出日场与夜场之间的一小
时，被人们戏称为“中场休息”。时
间一到，现场广播响起温馨提示：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日场将于下午
5 时结束，请抓紧挑选心爱的图书。
5 时整，我们将进行场馆防疫消毒，
请尽快有序离场……”

“今天去书展待了 6 个小时，全
程人都不多。工作人员说，因为主
会场限流了，参观者可能只有往年
的 几 分 之 一 ， 这 样 的 体 验 太 好
了！”有读者说，“好几个摊位的工
作人员主动拆包装给我讲解书里的
内容，还告诉我网上买也可以，他
们主要就是做一个展示。”

时至今日，书展的最大价值已
非卖书，它更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平
台，让更多人、更多好书聚集在

此，大家面对面交流，交换思想，
碰撞心灵，释放出最大的文化能量。

“买书肯定是网上便宜。但书展
上，小朋友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
大人也可以找到一些意外惊喜，而
不是网上推荐排行榜里的书。”另一
名读者激动地写下感受，“其实我们
来书展，买书真不是最重要的，反
而是专业人员的指导介绍，相互的
沟通探讨，比网购更有真情实感。”

品质引领：“导航”与“导赏”

与严谨的防疫措施对应的，是
一批批纷纷亮相的好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概
括说：“书展主会场呈现的图书品种
及活动数量均有所压缩控制，但出
版人通过对好书精品的精准‘导
航’与‘导赏’，让读者更有获得感
与幸福感。”

主会场入口处，以“书香润泽
人民城市”为主题，集中展示学习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图书，特别是新近出
版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以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
二卷多个语种版本和习近平主席最
新重要讲话的单行本等。

“对不对，查《辞海》。”书展首
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辞海》（第
七版） 与广大读者见面。经 1000 余
位编纂出版人员5年多的努力，这部
总字数约2350万字、总条目近13万
条的皇皇巨著，其中 75%以上的条
目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或更新。

从第一位牺牲在上海街头的年
轻党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牺牲的烈士，2020 月度中国好书

《革命者》再现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
历史，塑造了血肉丰满的革命者群
像。该书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何建明说：“文学要书写民族最闪
光的精神，那就是革命者的精神。”

40 余位浦东开发开放开拓者的
口述资料，在 《奇迹：浦东早期开
发亲历者说 （1990—2000）》 一书
中汇聚，从多个领域和视角记载浦
东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为今天
浦东的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了历史
视角。

与疫情相关的书籍不可避免地
成为一大热点。《张文宏教授支招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 一书，此前已累

计发行 110 多万册，其中 80 余万册
向社会公益捐赠，并向国外输出英
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
19 个语种版权，引起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公共卫生体系就像一盏路灯，
亮着的时候，在路灯下行走的人也
许感觉不到什么；而一旦哪一天路
灯不亮了，人们才会有不安全感，
才会体会到路灯的不可或缺。”这是
中国-WHO新冠肺炎疫情联合专家
考 察 组 成 员 吴 凡 的 感 慨 。 8 月 16
日，吴凡和公共卫生专家汪玲合作
撰写的纪实作品 《当下与未来》 在
书展现场正式发布。

同日发布的中英文对照版 《这
里是上海：建筑可阅读》，则图文并
茂地介绍了 56 处上海知名建筑的历
史渊源、建筑特色、文化故事，让
世界了解上海，让上海走向世界。

跨界破圈：线上与线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倒
逼今年书展跨出转型升级的一大步。

“这几年，关于书展要不要变的

讨论一直有，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实体书店的变化这么大，书展怎么
变？很多人买书不去实体书店了，
为什么还要办书展？随着阅读介质
和产品发生变化，销售方式和消费
模式发生改变，书展必须有所应
对。”徐炯坦言，本届书展转型力
度前所未有，“不是在书展传统的
框架中容纳新内容，而是把新的内
容和书展融合，去塑造一个新的上
海书展。”

每年的上海书展，中央大厅都
是主会场最吸睛的所在，阅读推广
活动都期待着能在这个书展的 C 位
举行。今年的书展，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搭建网上平台——上海书展
“阅读的力量”线上平台。在这个虚
拟的“中央舞台”，云游书展、云首
发、书展攻略、活动日历、直播荐
书等功能一应俱全，形成实体书展
的线上镜像。

纵然相隔万水千山，依然有着
千言万语。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
介绍，创办 10 年的上海国际文学
周，以“万水千山”为主题，满满
当当的7堂主题对谈，书展期间每天
在线放送。

不仅是线上线下同步，更有打
破行业壁垒的圈内圈外共享。“作家
餐桌计划”精选 7 家有历史、有文
化、有故事的餐厅，邀请作家畅谈
生活美学、推荐个性书单，每家餐
厅都将冠名常设一张“作家餐桌”。

“作家不一定都是美食家，但衣食住
行种种日常生活，的确是文学作品
的重要主题。”写过《上海流水》的
孙甘露，与作家王占黑、主持人骆
新在上海国际饭店推荐起名为“上
海流水”的美食套餐。

徐炯认为，这个新创的活动，
代表着书展一个新的着眼点：阅读

是一项生活内容，与其他生活内容
相互融合。阅读推广要“破圈”，走
出阅读爱好者的小圈子，触及并惠
及更大人群。

“一直在一起，永远在路上。
2020 上海书展肯定是历届场内读者
最少、现场分贝最小的一届，但也
肯定是场外受众最多，线上影响力
最大的一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
裁阚宁辉感慨，“阅读融入生活，书
香回归日常，跨界破圈的上海书展
正在走出‘出版界’、拥抱‘朋友
圈’，开启乘风破浪的新航程。”

这个世界，虽经历重启，还是
那么美好！

本报电（唐 敏）“点赞：在网络
上点击代表‘赞’的标记表示称赞”，

“萌：稚嫩而惹人喜爱的，卖~”。
8 月 10 日，第 12 版 《新华字典》

在北京图书大厦首发。新版根据国家
规范和教学需求增补字头，紧跟时代
增补“初心”“点赞”“二维码”等新
词，贴近生活增补新义新用法，如

“萌”。它还针对需求增补实用字音，
如“‘鲗（鰂）’zé 用于地名：～鱼涌

（chōng）（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学
术语“卒（cù）中”。第 12 版完善了

《部首检字表》，更新了附录信息，每
页还附有二维码，用新华字典APP扫
码后可听到每个字的读音，看到笔画
的先后顺序。

70年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
怀下，《新华字典》 集举国之力开始
编纂，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
原、王力、吕叔湘等学术大家先后参
与编纂修订。经历多次修订的《新华
字典》 可谓“国民字典”，到目前印
行已超过6亿册，创造了人类图书出
版史上的奇迹。2016 年 4 月，《新华
字典》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最
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
修订）”。

继贯穿 7月的“人文社科读书月”
之后，以《新华字典》（第12版）首发为
序幕，商务印书馆启动“新华绽放——
商务印书馆文教读书月”，计划通过挖
掘图书核心价值，梳理出包括品味汉
字之美、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人工智能入门、名著阅读
等 30 个主题，向读者推荐经典名著
和精品好书。

本报电（毕春月） 近日，由人
民日报出版社、南风窗传媒智库联
合举办的“历史关口，如何重新认
识美国”研讨会暨 《重新认识美
国》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书
一上市即受到读者欢迎，日前在当
当新书热卖榜排第 13 名，政治军
事类排第二。

逆全球化而动的美国，似乎越
来越让人看不懂。南风窗传媒智库
编写的 《重新认识美国》，由南风
窗资深主笔雷志华、南风窗国际专
栏主编谢奕秋历时5年酝酿创作完

成，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社会等角度解读了“美国之变”背
后的动因，预判未来可能的走向，
有助于读者看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与美国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雷志华认为，美国之变，非起
于今天，也许是今后无法回头的一
个趋势。站在历史的角度，才能看
清当今美国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处
的历史阶段——从不稳定的欧洲抽
身转到相对稳定的亚太地区、两党
政治极化、社会政治思潮涌动，说
明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
都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周期。

美国是否已无法承受作为世界
中心的巨大成本，并因国内问题导
致领导地位的衰退？新书发布会
上，来自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国际
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
的专家学者表示，必须对美国有一
个客观、清醒、平衡的认识，在此
基础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

今年4月，《食学》再版，并被
英译、日译后在国外发行，受到好
评。2019 年，该书作者刘广伟应邀
在日本召开的G20大会“世界食学论
坛”作主旨讲演，其研究成果被写入

《淡路岛宣言》。之后，他被美国烹饪
研究院授予荣誉院士，因为他提供了
一件最新最有品位的“解决当前全人
类食事问题的公共产品”。

《食学》不是食学史，也非食学
概论，更不是饮食技法手册，而是
围绕着食物生产、食物加工、食物
利用、食物秩序、食事治理明确食
学的性质、定位、任务、法则，正
确引导人们的食事、食为。它对人
类饮食历史、现状进行了系统梳
理、深刻分析和生动表达，并结合
作者多年的餐饮实践、技艺创新，
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食学理论体
系，并努力确立食学在人文社会科
学中的学科地位。

书中有很多振聋发聩的思想与
创意，如作者主张食物生产、加
工、利用以一条线贯通、联动，统
一领导规划，统一标准规范，统一
立法执法，以避免九龙治水式的零
碎化、片断化。他构建了食事认知
的3一13一32体系，从12个维度出
发，提出食前、食中、食后三阶段
合理安排饮食。一改食生产、食利
用、食秩序的正金字塔结构模型，
他认为以食利用为首要的倒金字塔
结构才更为合理，作者总结的 3562
吃法，无疑是对六大饮食陋习的绝
妙纠正。

刘广伟认为，健康中国尤为重
视健康饮食，以减少个人病痛、家
庭医疗负担和社会医保压力为目
标，将相关投入大量转移到食物赖
以生存的环境治理、珍稀动植物保
护以及扶持农业、农村、农民这个
饮食根本上来。建立饮食教育学，
要从娃娃抓起，使健康饮食意识进

入厂矿村社、学校军营，春风化
雨，入髓入脑，成为大家的自觉行
为。这一将饮食政治、饮食经济、
饮食生态、饮食技术、饮食管理、
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战略思考，无
疑有重要意义。

《食学》 目标高远，既穿透历
史、富有人类情怀，又立足于现
实，调动了环境学、生物学、营养
学、医药学、管理学、社会学、文
化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将食物的
加工、储藏、运输、安全都纳入研
究视野，是理学、工学、人文学的
有机统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
实意义。

《食学》 渴求建立在必需、理
性、合理、健康、快乐基础之上的
饮食习惯、秩序、文明，提高中华
民族的健康水平，将中国饮食文化
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饮食文明层次。
它呼唤无污染的蓝天、白云、绿
水、青山、阳光、空气，坚决阻绝
形形色色的“病从口入”，杜绝暴饮
乱食，维护可持续发展，拒绝对无
机肥料的过度使用、对食品添加剂
的乱用、对农药的恶施滥施、对家
禽家畜的转基因技术荼毒，以筑起
饮食安全的铜墙铁壁。

进入2020年，人们经历了许多
“史上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原油
期货价格史诗般地跌至负数！美国
东部时间 4 月 20 日，美国西得州轻
质原油期货 5 月结算价在开盘短短
一个半小时内连续跌破 10 美元、1
美元、0 美元等关口，最终创下
了-37.63美元/桶的价格。

不是总说能源不够用吗，怎么
石油会跌成了白菜价？现在来读读
理查德·罗兹的《能源传：一部人类
生存危机史》，可谓恰逢其时。

罗兹的人生经历非常励志：母
亲在他出生后第二年自杀身亡。父
亲再婚后，因受到继母虐待，他和
哥哥被收养所收留。罗兹凭借自己
的努力，考上耶鲁大学，之后著有

《原子弹秘史》《黑太阳：氢弹秘
史》 等 26 本书，其中 《原子弹秘
史》 获得普利策奖，被认为是有关
20世纪上半叶核历史以及现代物理
学领域的专业之作。

能源问题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
题。煤炭、石油、电力、核能等能
源催生的各种科技发明，给社会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煤炭时
代，蒸汽机车和铁路的出现，使出
行一日千里；在电气时代，电力的
应用、内燃机的发明，加速了城市
化进程。但人类在利用能源的同时
也造成了大量环境问题：过度开
发、能源枯竭、煤炭污染、温室效
应、核能泄漏……

我们如今是那么理所当然地享
受现代文明，享受电力带给我们的
方便，大概很难想象1754年一个晚
上，伊拉斯谟·达尔文 （进化论奠基
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祖父）
从爱丁堡医学院回家的路上，捡起
一个被人丢弃的鱼头，借鱼鳞发出
的微弱磷光察看怀表上的时间。本
书第七章“从灯芯草到煤气灯”中
说，在18世纪的伯明翰，几个乡间
邻居——老达尔文、马修·博尔顿、
詹姆斯·瓦特 （蒸汽机发明者） 等人
组织了一个“月光协会”，专拣满月
时聚会，因为这时他们可以借着月
光走路去聚会。

1831 年，工程师詹姆斯·沃克
看到了从“有机能源到化石燃料能
源”带来的革命性转变。他评价利
物浦和曼彻斯特间新铺设的铁路时
说：“这条铁路建成后最引人注目的
结果，可能是因为这种突然和奇妙
的变化，对我们在时间和空间观念
上所产生的影响。过去认为快的速
度现在让人觉得缓慢；过去觉得距
离很远的地方现在不再觉得遥远。”
当我们的速度加快时，生活的节奏
变得更快，人们彼此间的界限变得
模糊。在看到更多的同时，人们却
感觉看得更少，至少看东西的角度
会变得不同。

《能源传》的作者凭借专业的能

源知识，讲述了大量历史上真实生
动的故事，告诉我们能源是如何从
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影响甚至
主宰人类社会。比如在人类进化过
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能源——火，
它让人类可以烹煮食物，获取温
暖，在寒冷的夜间及寒冷的气候中
活动；火提供了天然光源外的另一
选择，人类的活动不再受制于白昼
的长短；火还给人类提供了抵御外
来食肉动物入侵的能力。所以西方
神话中有普罗米修斯从天界盗来火
种，让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故事。

木材、煤炭、石油、电力、核
能……每一次能源变革，都导致社
会的巨变。能源的利用改变了人类
的历史，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没有
能源，城市会暗无天日，人类会寸
步难行。

可以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
利用能源的历史。能源可以引发战
争，也能促成国际合作；能源催生
工业革命，也会引发经济危机；能
源推动科技发展，也会造成环境破
坏。能源常常是战争与冲突的根
源，同时又是人类进步离不开的物
质，关键在于人类如何掌握能源，
利用能源。读懂了能源史，也就读
懂了人类史。

（作者系厦门华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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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玲娟曹玲娟

上海展览中心 （图片来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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