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悦读空间悦读空间责编：张稚丹 邮箱：zzd_110608@126.com

2022年10月13日 星期四

“我平时都在家看书，今天特意
来鲁迅书店，这里书很多很丰富。”
一名四年级小学生这样说。

10 月 5 日正值国庆长假，湖北
武汉气温骤降，鲁迅书店负一层的
阅览区却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阅
读的市民。

笔 者 从 武 汉 鲁 迅 书 店 & 美 术
馆获悉，国庆期间，该店每天接待
量超过 3000人次，十分火爆。其中
10 月 2 日接待量达到 4000 人次，创
下书店对外开放后入店人次单日最
高纪录。

花落武汉

9 月 16 日对市民开放的武汉鲁
迅书店，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武汉
经开区合作共建，是鲁迅博物馆在
京外设立的第一家分支机构，也是
全国第二家鲁迅书店。

书店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军山新城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
园，这里远离商业区，面向大片湖
水，又被草海包围，景色静谧宜
人，体验感极佳。每逢假日，很多
市民从武汉三镇举家前来，带孩子
呼吸新鲜空气，感受文化气息。

“武汉经开区文化氛围浓厚，军
山又是三国文化重要发源地，书店
的建成将让鲁迅的思想走进荆楚大
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鲁迅文
化基金会会长兼秘书长周令飞说。

武汉经开区是中部汽车产业最
活跃的区域之一，集聚了 60多家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

“中国车谷”之称。近年来，围绕产
城融合，经开区积极发掘“汉阳
人”“天兽御尊”荆楚文化，深挖大
军山、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打造
车谷国际文化体育交流中心，全力
建设“书香车谷”。

去年，得知鲁迅博物馆有意让
鲁迅书店走出北京，武汉经开区主
动联系，积极引进。今年 4 月，该
项目正式动工，历经 5 个月建设
后，向市民开放。书店采用鲁迅先
生在上海居住的海派建筑的风格，
独栋红砖小楼，复古范儿十足。店
内空间高大、光线充足，实际使用
面积约 1500平方米，比北京的鲁迅
书店大了10倍有余。

武 汉 鲁 迅 书 店 建 有 五 大 功 能
区，中外文图书展销外，更融新文

化传播、美术展览和文化创意、人
文茶膳于一体，致力于打造开放共
享、复合多彩的文化交流空间，建
设武汉红色教育重要的文化地标。

在这里真切了解鲁迅

书店分两层，一层主要作图书
陈列，下沉的负一层作为阅览、艺
展区。

穿行书店，“鲁迅元素”随处可
见。入口处，可以看到立体的纸质
鲁迅肖像画，电子屏幕正在播放讲
述鲁迅生平故事的《生命之路》。对
面显眼位置，整齐摆放着来自北京
鲁迅博物馆的馆藏图书，其中有不
少是上世纪 70年代出版的版本，吸
引不少市民驻足。

一名慕名而来的读者兴奋地向
笔者展示自己的发现——一套 1973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
全集》：“我是鲁迅的忠实读者，买
过好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这种
竖排的版本还是第一次见到，感觉
非常惊喜。”

武汉鲁迅书店运营负责人黄昂
介绍，书店以鲁迅相关图书为基
础，目前可为读者提供 3 万册优秀
读物，其中 1 万多册是北京鲁迅博
物馆的馆藏图书，包括 《鲁迅书信
集》《鲁迅日记》《1913—1983 鲁迅
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
学通史》《鲁迅研究资料》《鲁迅
1881—1936》《鲁 迅 1881—1936 影
集》等，不少还是绝版珍品。

阅览区，一名研究生正在翻阅
《鲁迅 1881—1936》，该书由北京鲁
迅博物馆主编，通过大量图片、史
料，详细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轨
迹。看到书中展示的鲁迅手绘 《汉
墓石阙图》《土偶图》图片，她十分
惊讶：“我只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
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没想到在艺
术领域也有如此深厚的造诣。”

黄 昂 表 示 ， 除 引 进 相 关 书 籍
外，书店还将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
作，引进、展示与鲁迅先生相关的
书法作品以及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的作品，把书店打造成为优秀文化
资源“活化”利用高地。

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

与其他书店不同，武汉鲁迅书
店更像一个精心布置的图书馆。这
里大部分书籍供市民免费阅读，只
有小部分人文、社科书籍对外售卖。

“在这里，阅览区所有的书都可
以拆封、阅读。”黄昂介绍，目前书

店上架的3万册图书中，2万多册可
以免费阅读，除了版本众多、书册
齐全的 《鲁迅全集》 以及研究专
著、画册、回忆录外，还有 1 万多
册各类典藏书籍和世界名著，包括

《楚辞》《吕氏春秋》《陶庵梦忆》
《巴尔扎克全集》《列夫·托尔斯泰文
集》 等，以充分满足市民多层次的
阅读需求。

笔者随意翻阅，只见这些书籍
不少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封
面已略微发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
阅读的兴趣。一名读者饶有兴趣地
翻看着 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的 《傲慢与偏见》，感慨说：“有些
翻译很有年代感，读起来有种不一
样的感觉。我喜欢这些旧书，它们
也为书店带来了别样特色。”

为方便读者阅读，书店将一半
以上面积划为阅览区，阳光透过落
地窗，营造出宽敞明亮的读书空
间。书店专门设有儿童阅览区，贴
心地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软垫，孩子
们或趴或躺，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
自由阅读，十分惬意。在阅览区
外，还有一个小型广场，红砖铺就
的台阶上，刻着“朝花夕拾”“且介
亭杂文”等鲁迅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名，供书迷合影留念。天气晴好
时，很多人喜欢点上一杯咖啡，坐
在小广场上，体验在大自然怀抱里
阅读的乐趣。

此外，书店还设有 100 多平方
米的艺展区，用于举办各式展览。
当天在举办的是“曙光·伟业——五
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展，
向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带着孩子
前来参观，在读书的同时接受一次
爱国主义教育。

尽管不设消费门槛，也不以售
书为主，但黄昂对武汉鲁迅书店的
运营发展充满信心。他告诉笔者，
目前书店已推出了 6 大系列、超百
类别的文创产品，包括“鲁迅漫画
头像”系列、“孺子牛”系列、“新
青年”系列文创产品等，产品主要
为帆布袋、书签、冰箱贴等，“这些
文创产品，价格都在百元以下，很
受读者喜爱，特别是新青年系列，
帆布袋上印着 《新青年》 的杂志封
面，飘带上写着鲁迅对年轻人的寄
语：‘青年应当天真烂漫。’格外受
年轻人欢迎，一上架就卖断货。”据
了解，国庆期间，武汉鲁迅书店每
天销售额超过 2 万元，其中大部分
来自文创产品和咖啡销售。

广布中华大地的无数民间
传说，古琴、十二木卡姆等音
乐，京西太平鼓、徽州板凳龙
等舞蹈，绕梁三日的昆曲、东
北二人转等戏剧，吴桥杂技、陈
氏太极拳等体育、游艺与杂技，
杨柳青木版年画、寿山石雕等
美术，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等
技艺，仁心济世的传统医药，春
节、壮族三月三、农历二十四节
气等民俗……如珠如玉、不胜
枚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保护、继承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人的使
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型工具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辞典》（以下简称 《大辞典》）
由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出版发行。
该书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
托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并获 2020 年国家出
版基金支持。

《大辞典》 由文化学者王文章担
任主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
与组织工作，近 580位非遗保护领域
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撰稿，历时
6 年完成。全书共 320 余万字、收录
辞条 6636 条，正文分为基础理论、
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和
代表性传承人5个部分。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文化遗产的传
统，文学史上记录整理古代民歌、乐歌
和祭歌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
明证。新中国把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保
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进入 21
世纪，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为开
端，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为标志，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实践，在非
遗保护领域得到拓展、深化和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非遗保护工作不断走向注重真实性、
整体性和传承性的依法保护阶段。

《大辞典》的编纂立足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框架和学科建设视
角，系统阐释中国非遗及其保护实践
所涉基本理论；重视话语体系的建
设，对收录的非遗领域名词、术语体
系进行学术规范并给予科学阐释；追
求专业性、实用性，凸显知识密集、
检索方便的特点，内容上有机统一、
形式上统一规范、语言上科学准确，
以适应非遗保护领域理论研究和工作
实践的学习、参考和研究需要。

《大辞典》 较全面、客观地反映
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面貌，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理论探索
和突出成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乃
至文化遗产学这类新兴学科的创立和
发展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继上次的15箱书，日前我又捐
给社区图书馆11箱。朋友常说，书
和其他喜爱的物件一样，身后留不
住，不如送给喜欢或需要的人，哪
怕最终回收了，再制成纸、书，也
是一种价值留存。只是说来容易，
做起来仍不免感情用事，拖泥带
水。这回清理，还是忍不住留下了
一些旧书。

其中一本《苦儿努力记》，中文
注音版，由一部法国作品翻译而
来。这是父亲买给我的第一本书，
在不宽裕的年代，几毛钱一本的书
就是很贵重的礼物了。记得我捧着
书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偶尔拿零
用钱去巷口买一个红豆饼，边吃边
读，在当时幼小的心灵里，神仙般
的享受也莫过于此。

大约是上世纪 80年代中期，班
主任邓老师介绍我和他曾教过的一
位学生做笔友。那年头没有快递，
一来一往，一个月也就一封信而
已。那人是学霸，当时已是数学博
士，字迹细小如米粒，内容写的多
是生活琐事，如读过的书、看过的
电影之类。有一段内容令我印象深
刻，就是他不满于母亲对物质和金
钱的贪欲，可笔下却冷淡得似乎在
说一个和自己不相干的人。现在
看来，经历战乱和贫乏的上一代父
母，充满不安全感，总是希望储存
和掌握更多，只是孩子或许不能接
受，他因此成了个不开朗的人。

通信渐稀。不久，博士回乡休
假，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整个二

楼只有我们两人。那天很冷，矮胖
的他穿着蓝色厚呢大衣，白皙的脸
有点浮肿。面对面，我们连应酬话
都觉得多余，他从大衣口袋掏出一
本《谍海求生记》，说是见面礼。那
是一本美国小说，书脊被贴上胶带
固定。之后，我们再未见面。多年
后，辗转听说他因煤气中毒去世，
翻出这本依然很结实的书，看着已
经发黄的内页，再想起那段平淡往
事，宛如一种青年时期人生际遇无
常的印记。

20 多年前，我买过一本茨威格
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可能外
借之故，此书不知所终。2002 年，
偶然的机缘下，我获得一本新译的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书的背
面，有译者沉樱的一段话：“我喜欢
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
像曼陀罗、郁金香、风信子、天竺葵、
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得有

趣。这些花中，蒲公英是最卑微的
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
展开绿叶，挺起黄花，点缀在枯寂
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来的
喜悦。尽管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
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
候，它才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
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
一方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老友赖姐曾送我一本莫言小说
集《红高粱》，后来不见了。2002年
3月，我自己到旧书摊买了一本，至
今仍留在书架上。留着这些老书，
也算是对自己青春时代的一种纪念。

近日读到香港作家林夕的短文
《不留》：“我有个看很多书的丢书朋
友，买回来先把书变成电子档，然
后把书直接丢到垃圾分类站，有点
浪费又不失环保——书上面的纸
张，全新跟翻阅旧了再生一次，分
别不大。我不丢书，只想捐书，有
没有人想要？再说，这项工程浩
大，进行时一定又是一场取舍交
战，优柔寡断必不成事，于是请丢
书朋友作督军，无他，因他够狠。”
最后，“终究难舍多年习惯，书，还
是一页一页用手揭开好，有时连书
腰都舍不得丢掉，更何况是习惯变
感情的动作。指头不是棒槌，只用
来敲键盘。五指归心，有触感，还
可以摸的”。

我觉得，能由触摸而记忆起读
过的书、听过的音乐，由此忆事怀
人，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 个 世 界 曾 出 现 过 多 少 种 著
作？数千万，还是上亿？难以计
数。无数书籍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也有一些书，被反复阅读，被传播
再版，传承有序、超越时空。它们
是否拥有共通的密码？

近日在线上举行的“世界图书
生命指数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外
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
果评估中心主任何明星代表研究团
队提出了图书生命概念。

图书生命包含了图书的市场寿
命，但含义更宽泛，指图书作为人
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产品，在不同语
言文化区存在的时间、在不同民族
国家的使用寿命、在不同时代的文
化阅读价值。

何明星牵头进行的“世界图书
生命研究”，以再版次数为核心数
据，梳理出 1920 年—2020 年这 100
年间再版 500 次以上的图书共 511
种，并结合作者国籍梳理，构成世
界图书生命指数。

100 年再版 500 次，相当于一年

再版5次，从图书服务于人类精神生
活的角度看，这些生命力旺盛的长
销书，堪称经典中的“元典”。

以 《先知》 为例，研究团队依
据 OCLC 数据库检索，发现其再版
929 次，是所有上榜图书中最高的。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这部用英文写
作的散文诗集中，以先知名义和诗
意语言探讨了爱、美与生命等永恒
的话题。

511本书有的耳熟能详，如 《神
曲》《伊利亚特》《君主论》《道德
经》《论语》《诗经》《孙子兵法》 以
及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有的则出人
意料，《爱丽丝梦游仙境》《匹诺
曹》等儿童文学位置颇高。

图书生命研究第一次用量化方
式，给出了被各历史时期、各国家
民族不断再版、翻译和阅读的世界
图书经典特质——以人类为中心的
普遍性、适应精神生活的多元化、
生产传承过程的包容性。

研究发现，近200年来西方出版
业的日益资本化垄断，窒息了其文

化生产，反而难以出现再版次数较
高的经典图书。而中国传统文化价
值观强调立言不朽，将著述与个人
的生命意义结合，追求内容的个性
化、差异化、独创性，有助于矫正
以销售数量衡量图书价值的弊端。
图书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知识生
产与文化传承，才是世界出版业发
展的第一目标。这也是图书生命研
究对当下国际出版业发展模式的一
种“中国阐释”。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院长袁军指
出，我们不缺目标、方向和框架，
需要的是基础性的工作。目前图书
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
体，该课题通过客观、可稽核的数
据对传播效果进行定量研究，很有
价值，和之前的“中国图书海外馆
藏影响力报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会专家除对量化方向肯定外，
也提出应充分考虑作品问世时间长
度这个因素，突出“当代影响”这个
概念；因没有书号（即 ISBN 号），使
得《圣经》等一些宗教典籍未能入榜
是否合理；目前入榜图书多为文学
类，有价值的学术类图书可否另榜统
计；互联网数字出版时代需对“再
版”定义重新界定等。

图书的经典传承史，是人类思
想、情感、道德等精神的成长史，
也是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史，经典
因此构成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思想基础。在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重新梳理世界经典图书方面，
该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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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稚丹

探索图书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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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书反映中国非遗全貌
宗 荷

武汉鲁迅书店&美术馆 本文图片均由李岿摄影

台阶上的读书人 温馨的儿童阅览区

本报电（刘洋） 9月28日，国际
传播科技文化园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语言服务） 在京举行揭牌仪式。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在揭牌仪

式上表示，国际传播科技文化园是商
务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外文局
等共同认定的首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语言服务） 之一，旨在进一步促进

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扩
大语言服务出口规模，
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

园区目前有 200 余家企业入驻，
汇聚了国家文化出口、国家文化和旅
游科技创新工程、“专精特新”小巨
人等重点企业，包括体现科技元素的
人工智能翻译实验室、元宇宙国际传
播实验室等。未来将建设领导人著作
展示中心、国际书店、国际新闻官研
修基地等。

本报电 （海强） 近日在江苏南
京举办的第五届“中拉文明对话论
坛 ” 上 ， 外 文 局 朝 华 出 版 社 发 布

“中拉文明对话”系列丛书最新成
果：常州大学西葡拉美译丛 《西属
美洲的中国元素：海上丝绸之路的
历史印记》 和江苏省对外人文交流
研究丛书 《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构
建——江苏实践篇》。前者为墨西
哥学院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里亚

诺·波 尼 亚 利 安 博 士 所
著，聚焦 16 至 18 世纪西属
美 洲 贸 易 框 架 形 成 过 程

中，中国商品及其所承载文化对西
属 美 洲 各 国 的 影 响 ， 充 分 印 证 了

“拉美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
然延伸”。

近年来，朝华出版社陆续策划出
版了《“一带一路”和拉丁美洲：新
机遇与新挑战》《我们的记忆：中拉
人文交流口述史》（中、西文版）《拉
丁美洲的中产阶级研究》等“中拉文
明对话”系列图书。

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揭牌

“中拉文明对话”系列出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