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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建筑是得到妥善保存的精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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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世界读书日。阅读，是一件美好
的事，阅读，又是一件层次丰富的事。若抬
头，阅读能让你领略“诗与远方”；若有心，阅
读，也能让你了解眼前这座城市的红色历史
和文化基因。在上海，阅读的精神从书店、图
书馆中漫溢出来，在各个空间里弥漫。

! ! ! ! ! ! ! ! ! ! !举办阅读比赛
“阅读马拉松”是中国原创的一种阅读方法，

通过 !小时的集中阅读和答题测试，选出既能快
速阅读又能深度理解书籍内涵的选手，考验的是
读书人读书的深入程度。

昨天，进入第 "个年头的“上图杯”#$%&上海
阅读马拉松春季赛在 %'个赛场同时展开，共有
%!!$名幸运儿参加了本次比赛。据报名数据统
计，上图参赛的 "$支队伍在 %(秒内便抢完了所
有名额，最快的一支队伍仅用时 )秒。

以往几届“阅马”的书目以人文类为主，为了
使书目更多样化，主办方这次选择的是日本科普
读物《从三十项发明阅读世界史》，该书以 "$个小
故事介绍了海图、炸药、青霉素、半导体等人们熟
悉而又陌生的知识。自信满满的选手们在稿纸上
奋笔疾书，记下关键知识点，没想到在答题环节却
纷纷遭遇“滑铁卢”。上图赛区第一位交卷的选手
周奕群表示，她的读书速度一向很快，%$$万字的
书她只需 !个小时即可读完，这次 #小时读完 #$

万字对她来说并不是难事。但在答题环节，她却没
能发挥好：“我做笔记的方向完全错误了，记得全
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结果考得更多的
却是‘普通轮胎增加炭黑的作用’‘黑火药的成分’
‘在纸中掺入硫酸铝的目的’这样的问题。”

除了题目注重文本内涵，本届“阅马”还首次
在读后感环节收集对书的批评意见，体现了阅读
所需的独立思考精神。更多像周奕群一样的选手
也感受到了“阅马”的温馨提醒———读书不能光重
速度不重深度。

深度阅读的氛围也影响了青少年读者。昨天，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也举办了首场全市青少年“阅
读马拉松”比赛，近百名六至八年级的小读者一起在
书中“慢跑”。冠军张乐喜欢反复阅读一部经典著作，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真的有道理。”她说。

开启"阅读之旅#

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件华丽的旗袍，那么洋房
一定是这件旗袍上最精致的盘扣。无论是《倾城之
恋》中白流苏逃离的白公馆，还是《沉香屑》中葛薇
龙姑母的奢华豪宅，抑或《色戒》中的红瓦陡屋顶
和哥特式壁炉烟囱，洋房始终是众多文学作品里
的重要场景，每一幢都承载着当年上海滩的风云
故事，其底蕴绝非一砖一瓦所能砌成。
昨天下午，“老洋房阅读之旅”在上图启动，该

活动结合上海中心城区 %#处历史风貌保护区的
!*条永不拓宽道路，发布了 %$条人文导览路线。
这十条路线分别是：武康路、思南路、岳阳路、愚园
路、复兴西路、华山路、虹桥路、溧阳路、霍山路、
“乌达克作品之路”，根据每条道路的不同特色和
历史背景，还推荐了相关读物，如思南路———《阅
读思南公馆》、霍山路———《犹太人在上海》、复兴
西路———《柯灵文集》等。
位于上海市武康路 %%"号的洋房，是巴金在

上海最后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居住最久的地方。世
界读书日前夕，普陀区图书馆举行了一场《走近巴
金的家》视频讲座，在物理建筑与文学作品的交叉
联系间，将巴金先生的内在思想呈献给读者。主讲
人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说：“巴金的家是一个物
理空间、一个记忆世界，也是一座文化宝库。三者
层层递进又相互交融。”
巴金曾在上海有过 %*处住所。在宝山路宝光

里 %*号，他写出了《家》，在霞飞坊 )'号他完成了
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春》的后半部分、整部
《秋》和《寒夜》。在最为著名的巴金故居里，有一个
稍显破旧的沙发，这个沙发上坐过不少中国现代

文坛的大家。看着这个旧沙发，回忆读过的文字，
读者仿佛跨越了时空与巴金先生“神交”，似乎还
看到了巴金与朋友相谈甚欢的场景……

在愚园路 '%'号愚园路历史风貌区阅读点，
华东政法大学研一学生徐锦宜和同学刚参观完钱
学森故居。因为想找更多有关钱学森的资料，他们
来到这里，在约 )$平方米的空间内，学生们围在
志愿者身旁聆听着讲解。原来，梧桐掩映、老洋房
荟萃的愚园路，浓缩了一部上海近现代史。除了钱
学森、施蛰存等故居，愚园路 &%号“中共上海地下
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是刘长胜故居，亨昌里“藏着”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蔡元培、茅盾、傅雷、张
爱玲、顾圣婴、沈钧儒等也与这条百年马路有着不
解之缘。作为刚入选首批长宁“阅”空间的读书点，
愚园路历史风貌区阅读点正以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吸引更多人“边走边读”。

提倡"动态阅读#

行走在杨浦区江湾地区，细心人或许会疑惑
于路边看似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墙面上偶然出现的
圆形花纹，纹路显然意喻传统。走到黑山路国和路
一带，又会发现路边散落着几幢既有西方的架构
布局、又带有明显中国传统复兴风格印迹的建筑。
这些建筑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大上海
计划”的产物。通过杨浦区图书馆“行走杨浦”的活
动，我们开始阅读蕴藏在城市风貌中的历史……

%'#'年 (月，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按孙中山先
生将上海建成“东方大港”的目标，划定翔殷路以
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及浦江以西约 ($$$

亩土地，另行开辟一个新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如
今，当时建造的政府新厦、博物馆等主要建筑依然
存留于世，经整修后成了办公场所。中原路上有花
纹的墙背后是当时的卫生试验所，圆形花纹里暗
含着“卫生”二字的变体与象征医院的“十”字。

正在修缮中的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位于黑山
路 %&%号，由建筑师董大酉设计，%'")年 %$月建
成，次年 '月开放，当时为市立图书馆。步入图书馆
内部，各个空间采用传统风格装修，立柱粉饰为大
红。屋顶的藻井云纹已按照最初的模样重新上色，
楼道地面保持了当年的水磨石铺地……

如果说“行走杨浦”阅读的是近代史，那么行
走在徐汇滨江，阅读的就是具有前瞻性的城市规
划图卷。据自然力研究院院长周雷介绍，徐汇滨江
的自然景观、运动元素、后工业美术馆群、亲水知
识服务创新要素构成了一道可让人获得沉浸式享
受的文化景观带，“徐汇区图书馆在两年前就开始
探索全球水岸城市文化的分享之道，还邀请多国
专家通过工作坊和演讲来解析水岸线城市的精神
内涵。”
《漫品滨江：读懂一座城》，用独特的跨文化阅

读方法，将“书馆景人”四要素合一，《徐汇四韵》是
一种“现场阅读艺术”，主创人员从徐汇的文化历
史中选取四个素材，通过演唱、演奏、朗诵、艺术转
译、现场书法的形式将其展现。从龙美术馆后的临
江广场起至滑板公园，可以沿途尽享各类读书日
文创活动：徐汇区汇悦读书香联盟成员单位组成
的悦读市集区、诵读演绎徐汇经典名著的音乐表
演区、由各种类型讲座组成的智汇阅读区……

静态的阅读变成了动
态的互动，将静态化的阅读
化为读书、读影、读人的动
态化阅读，这正是流动的阅
读，多样性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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