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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书展翻书买书固然是乐

趣!参加各种活动与大作家们亲密

接触更是机会难得!所以书展的很

多讲座!都得提前去抢座位" 昨天

下午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四人谈$

阅读论坛! 友谊会堂三楼能容纳

!""人的厅里挤得满满当当%

留意了一下!热心读者分很多

种!比较极端的有两类" 一类是作

家的铁杆粉丝" 还有另一类!在讲

座上窃窃私语&#这个人是啥人

啊' $其实!两种都好% 如果我们平

时都把作家当明星来追!读书的人

想必会更多% 后一类!借书展的机

会接近了作家!多少留下了初步印

象% 昨天下午#在#茅盾文学奖四人

谈$阅读论坛上!我身边坐着一位

老读者!他似乎对几位作家都不熟

悉!但一直在纸上仔细记着他们作

品的名称!我想!等他回去时!也许

手里就会多出一本在书展上买的

小说%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夏琦

书展手记

阅读实在是种享受
在论坛上，王安忆的第一句话

便是：“我非常喜欢阅读。”她说自
己是因为喜欢阅读而开始写作的。
作为一个专门写作的人，王安忆每
天时间比较多，每天写一两千字，
余下的时间都在阅读。她举了一个
例子说明自己对阅读的着迷：“我
家里订了一本《世界电影》杂志，上
面经常会刊登一些电影剧本，如果
我看过剧本的话肯定不再看这部
电影，因为电影不能满足我，我觉
得电影是非常有限制的，而文字给
我的想象很多。”王安忆说，对于她
来说阅读是那么自然而然，“我有
时也觉得，因为自己会阅读，而别
人不会阅读的话会可怜他，因为阅
读是那么丰富的享受。”
谈的是阅读，毕飞宇却意外地

说起了体育，说起自己大学时代学
习跳远的经历：模仿卡尔·刘易斯
的“走步式”，但却学不会。后来请

教专家，对方说是因为他的弹跳高
度和速度不够，并且介绍说美国孩
子训练跳远是从 !米开始跳，然后
再跳 "米 #、"米 $等，因为一开始
起跳的时候加了一个弹簧踏板，首
先保证他在空中能跳 !米远，在这
过程中对他的技术一点一点地修
正，随着年龄的增长，协调性、肌肉
力量好了，把踏板给撤掉再跳。

毕飞宇关于跳远的故事似乎
跟阅读有点不太搭界，不过配合嘉
宾陈思和在现场的评论来听就有
意思了：“今天读物太多，选择非常
艰难，我的感觉你不如读得少，但
是要读得好。毕飞宇老师说到跳
远，首先要跳到 !米的距离，跟我
们的阅读是一样的。如果从差的开
始读，要到 %&年以后才能读到经

典，如果一开始就读经典，读一个
能跳 !米的距离，达到这个以后很
多读书是一览众山小。现在生活诱
惑太大，由于阅读分配的时间少，
我想我们更有这个需要选择更好
的书、精神高度最高的书。”而这个
观点，正好与莫言不谋而合。

小说可能成为经典
王安忆有非常“顽固”的阅读

习惯，“有一点像癖好，但一定得是
纸质阅读。”王安忆担心，有了网
络、手机的加入，纸质阅读会渐渐
变得可有可无。至今坚持用笔写小

说的王安忆还担心电脑写作会改
变写作的实质，“首先它提供了速
度的可能性，会写得很快，然后可
能会变得粗糙，但是我现在很难预
料。我个人觉得在屏幕上阅读也会
改变实质的。”她提出了小说的另

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可能过了很
多年之后小说也没有人看了，但它
可能进入经典的领域。“你们有没
有发现，现在文具店里笔记本非常
昂贵，就是因为它进入了经典。”

莫言尝试过用电脑写小说，但
是感觉不太好，因为花了太多时间
上网，为了集中精力写小说，他就改
回了用纸笔写作，“用纸笔写作有成

就感，写完了抚摸着一笔一画写出
来的小说，心里面的幸福感的确跟
电脑写作不一样”。莫言也遇到很多
年轻作家，已经熟悉了手跟键盘的
关系，“写作的多样化、写作方式的
多样化、写作类型的多样化、文学类
型的多样化，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
我们很多年来不是一直在提倡‘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吗？”

微博写作有利有弊
莫言也玩起了微博，但他并不

看好微博写作的质量。“几天涨了
几百万的粉丝，我刚开始沾沾自
喜，原来有五六百万人在关注我，
后来他们说是僵粉，实际上关注你
也就百八十个人。”有 %&&多万粉
丝的莫言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也
考虑这个问题，“我闭上眼了，但是
此刻在我眼前飞来飞去的都是短
信、微博，不断地覆盖。你想那么多
人在写微博，将来有谁的微博能留
下来？大多数微博都是废话，即便
我自己写的微博，开了一年多写了
几百条，现在都忘了。”但是莫言认
为，目前老一代的作家在写作，上
世纪 '&年代出生的小年轻作家也
在写作，上世纪 %&年代出生的也
在写作，作家队伍有很多层次。“如
果把写微博和写博客都算上，大家
都在写作，这种群体性的基础肯定
会产生高手。”

刘震云同意莫言关于微博的
文字意义和文学意义的说法，但他
认为微博写作已经超过了文学的
范畴。毕飞宇也这么想。不要说不
用微博，毕飞宇还是这个社会中难
得不用手机的人。但有趣的是，他
却是微博的支持者，“大众写作其
实是让更多人拥有了发言的权利
和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如
果只留下几个精英在写作，或把范
围缩得更小一点，只有一两个人在
写作，那一定是种生不如死的生
活，无论微博给我们带来多少负面
的影响，我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公
众写作。” 本报记者 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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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笔写作 感觉很有成就
公众写作 定会出现高手
———四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昨谈创作与阅读

! ! !“有用的阅读给我们很多知识，
让我们能考证书、上岗，可更好的阅
读是不讲功利的。”在昨天上海书展
的开幕式上，嘉宾于丹这样说。

不该急功近利
于丹最近推出一本《重读最美

古诗词》，而于丹自述跟古诗词的
关系，已经不是喜欢的问题，“我从
非常小的时候，就在家里跟着姥姥
背诗。读书背诗，这对我来说是种
生活方式，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间
断过的事情。”

经常有人问于丹，遇到什么样
的困难该去读《论语》，有了什么样
的不快乐该去读诗词。“书籍不应该
急功近利去读。读书其实就像看风
景，人在书中的徜徉跟在路上是一
样的，不能说我就是奔哪个景点去
的，最好的惊喜都是在路上的邂逅，
不经意间见到一潭水，此时的光线
正好打在水面上；见到一块石头，旁
边有一只猫，风景立刻就生动起来
了。”这就是于丹说的，在这个强调
有用的时代，让读书这件事情不那
么功利，让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于丹现在还要陪孩子一起读
诗。“我那时候读诗其实是因为有
很多的孤单不快乐，而她把读诗当
成一种游戏，当成一种表达方式。

有时候我要出去，她就说，我给你
写首诗吧，我给你背首诗吧。她读
诗读得比我更快乐，而我就更喜欢
跟她一起读诗。”

喜新不必厌旧
电子时代，喜欢“重温最美古

诗词”的于丹却并不觉得烦恼，“我
自己也在网上看网络小说看穿越
剧，我也发短信收邮件，但同时我
也读书。我一直就觉得阅读方式是
多元化的，而不是喜新必厌旧。这
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原本是不冲突
的。对我来讲，这一切都不是选择
而是平衡，我得在平衡中让自己增
容。” 本报记者 夏琦

! ! !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漫条
思理———郑辛遥智慧快餐漫画大
全集（#）》，精选汇编 *&&幅漫画，
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智慧快餐》漫画专栏在本报副刊
连载已 $&年，该系列漫画曾获第
八届全国美术作品优秀奖，第三届

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明日上
午 +#：,%至 +$：,%在上海书展“西
广场阳光篷活动区”，漫画家郑辛
遥将与读者互动并签名售书，幸运
读者将获郑辛遥当场所作漫像。

! ! ! !本报讯（记者 夏
琦 实习生 徐康欐）在
昨天下午举行的“书
香·上海之夏———名家
新作系列讲座”中，陈
丹燕携新书《成为和平
饭店》相约曹景行，在
上海图书馆共话上海
历史故事。

讲座吸引了许多
“老上海”到场，演讲厅
两边的过道里都站满
了人。曹景行笑称上海
书展第一天就请两个
上海人来探讨上海，很
特别。对谈中，两人从
和平饭店的命名说到
当年的老年爵士乐，陈
丹燕回忆她第一次走
进和平饭店去听爵士乐时，仿
佛掉进了“耗子洞”。如今重新
装修过的和平饭店变亮堂了，
油轮时代的“箱子间”也不复
存在，这让她有些遗憾。

! ! ! !本报讯 -记者 乐梦融.《她是这样
一个人———写真周小燕》(右图为封
面) 签售活动将于 !月 #"日 #/：&&0
#,：&&在上海书展中心活动区举行。周
小燕教授将携她的学生们华丽出席。
本书由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赵兰英耗时一年完成，是
迄今最为完整、最具权威、最有亲和
力，概括、介绍、分析、探究周小燕漫长
生命之路的传记类作品。作者从教学、
歌唱、思想、性格、家庭、生活等多重角
度、多个侧面，全景式地记录和展示了
周小燕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阅读好似看风景
书展嘉宾于丹：

周小燕明书展签售

辛遥明端上“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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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粉丝”

上海书展昨天迎来四位大牌作家———王安忆、莫言、刘震云
和毕飞宇，4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在友谊会堂出席“书香中国”阅读
论坛，谈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阅读生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
晓宏，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出席论坛并讲话。

! 王安忆

! 莫言

! 刘震云

! 毕飞宇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于丹在开幕式上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