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西行漫记》
也叫《红星照耀中国》，
是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不朽名著，
是一部文笔优美、
纪实性很强的报
道性作品。它的
特别之处，在于
它是第一部以
西 方 人 眼 光 客
观公正地看待中
国，又是第一部
向西方世界传播
中国革命的实录体
著作。它曾影响千千
万万的有志青年，将延
安 视 作 那 个 时 代 的‘ 灯
塔’。学习红色记忆，传承百
年辉煌，它的光芒和力量在今
天，对青年大学生仍有深远的
意义。”“世界读书日”之际，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第一届校
园读书季活动中，学校发布的
28本师长荐书名目里，这是校
长汪荣明教授推荐的书目及
理由。

汪荣明校长还在特别挑选
了英汉对照双语版《西行漫记》
写下寄语，将它送给“2022年度

阅读之星”，勉励上经贸大学子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立
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
书，切实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
自信，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打开师长推荐书单，除了
《西行漫记》，也有学院院长推
荐的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
《人生》，有专业与通俗相结合

的《魔鬼经济学》，也有启迪思
想的特里·伊格尔顿的《人生的
意义》，还有“网红教师”代表推
荐的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的
人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
体》等。其实，这份书单上的很
多书籍都是师长们“压箱底”的
好书，或是在他们青年时代反
反复复阅读过的经典佳作，或
是对他们的成长、发展影响深
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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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青少年已经成为全
民阅读中当仁不让的主力。这
一点在昨天世界读书日发布的
《2021-2022年上海市公共图书
馆少年儿童阅读报告》当中得到
印证。报告披露，在所有借书的
小读者中，有近6%读者年借出量
超过100本图书，位列前三的少
儿“阅读星”分别借阅图书 820
册、758册、736册。

作为今年上海世界读书日
系列活动中备受关注的一项内
容，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推出的

这份《2021-2022年上海市公共
图书馆少年儿童阅读报告》无疑
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据悉，其
数据样本包括上海少年儿童图
书馆、上海图书馆 2 个市级馆、
18个区级馆、218个街道（乡镇）
馆在内的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的
相关数据。其中透露出的不少
青少年阅读的新趋势、新情况很
耐人寻味。

过去人们就认为女孩读书
的热情高过男孩，这一点也被阅
读报告验证。阅读报告显示，目
前上海市公共图书馆少儿馆
（室）馆 藏 图 书 638.8 万 册 。

2021年活跃读者总数为193934
人 ，2022 年 活 跃 读 者 总 数 为
152503 人（人数下滑是受疫情
影响）。活跃读者男女性别分布
均衡，女孩人数略高于男孩，而
且孩子的阅读量很大。借书第
一名的那个孩子，一年借阅了
820 册书，相当于每天要借阅 2
册书还多。如果再细分，4-11
岁孩子是上海少年儿童阅读的
主力军，读者总和占所有活跃读
者人数的80%。7-9岁年龄段读
者人数最多，后续依次为 10-
11岁、4-6岁。0-6岁低龄儿童
家庭注重阅读启蒙，年平均借出

量在50本以上的读者占活跃读
者数25%。

上海青少年阅读的热情不
仅体现在借阅数量上，也体现在
借阅质量上。阅读报告显示，文
学类图书最受欢迎，借出量占热
门纸质图书类目比例超53%，其
次为语言文字类、艺术类。历史
地理类、生物科学类图书借阅比
例逐年小幅上升。这些童书大
多具有好看耐看的属性，而且具
有一定的深度。

青年报记者另悉，今年世界
读书日期间，上海少年儿童图
书馆联合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

目《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与实
践研究》课题组，编制了《上海
地区儿童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
指南（系列）》。根据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特点，实行分级分类，从
服务资源、内容、空间等多个角
度，编制了一套阅读推广实操手
册。此份指南作为上海地区首
份少儿图书馆行业指南，将有助
于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与
阅读能力，更能丰富和深化图书
馆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推
动本市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阅
读推广朝着优质、高效、安全的
方向发展。

青少年已成全民阅读主力军
4-11岁孩子阅读最“卖力”文学类图书借出超五成

春暖花开日，正是读书时

当师长拿出“压箱底”好书分享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日，一场以“雨生
百谷 人间锦绣”为主题的人生
读书会活动在静安区南京西路
街道福民会馆举办，现场市民
一起重读已故著名作家程乃珊
的作品，共话大家眼中的上海
女性经典形象。今年是程乃珊
逝世10周年，现场，主办方首次
将快闪书屋“变身”为一辆阅读
大篷车。

据悉，4月23日的人生读书

会活动结束后，当天部分展陈仍
然会留在现场，特别是首次推出
的阅读“快车”，将以“生命书屋
快闪店”的形式继续在社区中开
展文化普及和生命教育。生命
书屋负责人李经衡介绍，生命书
屋今年共将“快闪”9次，每期都
以一位名家为切口，通过人生读
书会、老照片复原、生命桌游等
形式，聚焦生命教育，探讨生命
意义。“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怀念
他，是看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世
界、这个城市带来了什么。”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昨日是第 28 个世
界读书日，“品读育东方 阅享
新时代”2023 浦东读书节开幕
式暨“最美书声”全民诵读主题
活动在浦东图书馆举行。全域
阅读种子计划及2023浦东阅读
地图发布，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创研基地揭牌，全民诵读主
题活动展演及颁奖，以及浦东

“全民阅读”读书周百场活动启
动。以此为起点，一场历时五
个月、活动上千场、惠及百万人
的“全民全域”阅读盛会，也在浦
东正式拉开帷幕。

读书周前后，浦东图书馆总
馆及各街镇分馆、主题书房、阅
读空间，将面向未成年人、中青
年、文艺爱好者、视障者等各类
群体，开展读书会、展览、手工制
作、诵读等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131场。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
年浦东阅读地图，浦东全区共有
30个主题书房、36个街镇分馆、
301个农家书屋、418个延伸服
务点。未来5个月里，它们都将
参与本届读书节。上海市大型
头部企业、出版单位，全区各文
化场馆、商圈、校园、乡村、部队
等社会主体也将一起共享此次
阅读盛宴。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位于北渔路、天山
西路口的“非遗书房”在“4·23”
世界读书日当天试运行，也拉开
了2023年长宁区读书节的帷幕。

走进北新泾街道全新亮
相的“非遗·新页书房”，普通
阅览区陈列着“非遗”“民俗”

“文学”“生活”等六大书架，《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陈设计策略》
《中国民间博物馆》《国韵京
剧》……“非遗”书架上放置着
一本本和“非遗”有关的书籍，

“民俗”六层书架上能借阅到《上
海闲话》《上海穿堂风》等有地方
特色的书籍。

长宁区图书馆指导协调部
主任浦立维介绍，今年，区图书

馆与长宁文化艺术中心（长宁非
遗保护中心）双向联动，探索“非
遗+文旅”新模式，让智慧化建设
融入非遗书房，纳入长宁区图书
馆图书借阅统一管理系统，藏书
按照“智能借阅区、非遗文献典
藏与研究区、少儿民俗阅览专
区、普通阅览区”四大区位成列，
开设“非遗典藏、上海习俗、古典
文学、旅游天地、科创手工、饮食
生活”六大专架，为全市读者学
习中华传统文化、学习非物质文
化遗产提供特色主题阅读与研
讨空间。“目前阅览座位需要在
小程序上预约，试运行时间为
10：00-17：00，周一闭馆。接下
来还会举办小规模的非遗活动，
希望居民读者能在此全方位感
受非遗魅力。”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一
早，从学悦风咏书社里传出了朗
朗读书声，这里正在举行“诵读
可爱中国 歌咏美好生活”虹口
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师生共读
红色经典主题活动。

在左联会址纪念馆馆长何
瑛的领读下，虹口区教育学院附
属中学的师生代表共同诵读了
臧克家的《有的人》，拉开“红色
经典诵读会”的帷幕。主题活动
一共分为“致敬”“咏怀”“传颂”
三个篇章，《先烈》《我爱这土地》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可爱的

中国（节选）》……大家在铿锵有
力的朗诵中赓续红色血脉，汲取
成长力量。

李佳真同学告诉记者，这次
诵读的《有的人》《生活是多么广
阔》《我爱这土地》都是语文课本
里的篇目，通过参与诵读活动，让
大家对作品又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自己尤其深刻地领悟到，经典
的作品是值得反复读、永久读
的。赵晏卿同学则牢牢记住了

“崇文尚读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精
神底色，家国情怀构建起中华文
明的思想内核”这句话，更真切地
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也更
强烈地感受到阅读的重要性。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由虹
口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携手华

东师范大学《中文自修》编辑部、
左联会址纪念馆、上海市演讲与
口语传播研究会共同组织，立足

“红色经典”，以“师生共读”为突
破口，引导学生、推动教师，培养
爱阅读习惯，树立善阅读的理
念，营造师生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文化氛围。“‘行走的红课
堂’到今天已经是第三期了，我
们特别选择在‘世界读书日’这
一天，也是希望借助这个特殊日
子，在我们全校师生心中播种下
阅读的种子，一起成为爱阅读、
会阅读的人，让我们师生一起成
为传承红色文化的阅读者，发扬
红色精神的行动者。”虹口区教
育学院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兼
校长王穗说道。

在南西社区，重读“上海女儿”程乃珊

在长宁，体验首家“非遗书房”

■书香飘申城

在浦东，感受全民阅读盛会

在书社里开启一堂红色经典诵读课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师
长为学生分享对自己产生过重
大影响的书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