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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江边论道■时评

今年的上海书展在7天夜场基础上，实现“7×12+”模式，

即每天开放12小时，周五、周六夜场再延长半小时至21：30

闭展。如此时长的书展，特别是每晚有夜场，这在国内外的书

展中都是不多见的。

刚刚闭幕的 2024 上海书展，在持续
推升阅读话题，打造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书
展高地等方面，引发了广泛关注。来自

《文汇报》的消息说，夜晚9点，在流光
溢彩的上海展览中心门口，提着大包小包
的读者们相视一笑，“没人能空着手走出
2024上海书展”。巨大的客流量，进一步
助推夜色上海的“悦”读消费增长。

从近日媒体和网络上发出的上海书展
盛况来看，天天爆满，尤其是每天的夜场
更是人流如织。今年的上海书展在7天夜
场基础上，实现“7×12+”模式，即每
天开放12小时，周五、周六夜场再延长
半小时至 21：30 闭展。如此时长的书展，
特别是每晚有夜场，这在国内外的书展中
都是不多见的。这一时间上的调整使得更
多读者能够在工作之余有时间享受夏夜里
的书香盛宴，包括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
销售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

据笔者所知，在众多的国际书展中，只
有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爱丁堡国际书展有
夜场活动。可见，在书展中每晚开设夜场，
也是需要勇气和巨大投入的。只有最火爆

的书展才具备开设夜场的客观条件。从上
海书展开设夜场，足以见得它在广大市民
中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读者参与度如
此之高，也是其他书展所不多见的。

此外，书展夜场有以下几大好处：
一是夏夜的书展，给了读者凉爽的阅

读和购书环境。上海的夏天，晚上稍显凉
爽。当成千上万的读者与读者在白天相
遇，书展现场之热显而易见。

二是书展夜场给了上班族莫大的福
利，他们不用怕书展关门，不用人人都利用
休息日去书展拥挤。周一至周五下班后直

奔书展，逛两个小时后拎着一兜子图书再
回家吃饭，心里也是“扎劲”（很爽）。

三是书展夜场给城市夜生活增添了一
抹亮色。夜生活的丰富程度可以反映出城
市的发展水平和活力指数。夜生活不等于
物质消费，更重要的是精神消费，不管是
高雅艺术、人间烟火还是公共文化服务，
再加上一年一度的大型书展，致使城市夜
生活文化味愈浓。

书展夜场对于其他城市的书展来说是
新鲜事，但上海已经坚持了好多年，而且
越办越好，溢出效应越来越凸显。这一溢

出效应，既表现为书展成为当地的重大文
化节日，也成为文化赶集日。国内各地书
展多不收门票，而上海书展一直收门票，
读者还趋之若鹜，说明了这个书展办出了
特色、办出了水平。

在上海书展上，我们看到人（读者）、
物 （图书以及文创等）、场 （上海展览中
心） 这几个要素得到了高度的融合和回
应。人们在书展这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尽
情地浸润着优质的文化元素，也在书与
书、书与人、书与物之间尽情地徜徉。

因此，本次上海书展带来的溢出效
应，不仅仅是展会一周的白天加夜晚的火
爆，更是对优质文化产品的巨大呼唤和催
生。难怪每年有那么多的好书都在等待8
月的上海书展来首次亮相呢！

上海书展所释放的读者的高度阅读热
情，以及他们对图书精品的渴望，让我们
看到了全民阅读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书展夜场的溢出效应不仅仅体现在读者夜
读、夜购、夜话，还体现在他们对优质图
书产品如何更好地对接他们的精神需求这
一更深层次的问题上。

上海书展夜场持续升温，溢出效应在哪里
□赵强 网络阅读已成为

获取知识、信息以及
休闲娱乐的重要方
式，它突破了传统纸
质阅读的时空限制，
使得人们能够随时随
地接入海量资源。然
而，关于网络阅读性
质的多元性，人们不
一定有充分的认识。

网络阅读与劳动有多大关联，说法不一。
网络阅读具有随机性和交互性，能够迅

速传递最新信息，使读者随时掌握知识动
态。相较于传统纸质阅读，网络阅读提供了
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功能，增强了读者
与内容的互动。网络的碎片化和多媒体性是
以往纸质阅读不具备的，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网络阅读往往以碎片化形式进行，融合
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丰
富了阅读体验。

网络阅读需要更高的甄辨性。对网络信
息不予轻信已成常识，因此“存疑”固化为
阅读心态，以致科学论文对于一般搜索引擎
提供的引文不予认定，这迫使读者付出更多
注意力成本。

如果把网络阅读视作多元化劳动的一种
方式，显然它是以智力活动为主的劳动。网
络阅读的劳动成分在于：

信息筛选与处理：网络阅读要求读者从
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并进行理
解和分析，这本质上是一种脑力劳动。

知识学习与生产：通过阅读网络上的教
育资源、学术论文等，读者不断吸收新知
识，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专业技能，这也
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劳动过程。

批判性思维贡献：在互动讨论中，读者
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信息进行评估和辩
驳，从而贡献真知，这同样是脑力劳动的重
要体现。

通过转发和评点，阅读者亦可在知识与
信息扩散方面产生分散而重要的价值。

网络阅读的多元性之一，当然不排除非
劳动属性，如休闲娱乐、浏览娱乐新闻、观
看短视频等，主要目的是放松身心，不直接
产生经济价值或提升个人能力，因此不具备
劳动的典型特征。

相较于传统的职业劳动，网络阅读往往
出于个人兴趣和需求，属自愿性与非契约
性，没有时间和任务以及回报的契约，具有
高度的非强制性。

至于阅读商品广告，有时读者还可获得
一定报酬，怎么理解这种阅读？这要从传播
价值链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在商品—信息—
消费—获利—再生产的链条中，人既是受体
又是链环，其要件性突出，如果广告无人去
读，链环功能必衰。因此，通过阅读起到维护
链条作用的行为，当然具有一定的劳动性质。

网络阅读在某些方面确实展现出了劳动
的属性，特别是当它涉及信息筛选、知识学
习和批判性思维等脑力活动时。然而，由于
其休闲娱乐性和非强制性的特征，又不能简
单地将所有网络阅读行为都视为劳动。因
此，我们可以认为，网络阅读在某些条件下
可以视为一种脑力劳动，但这需要基于具体
的阅读内容、目的和效果进行综合判断。

未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模式
的变革，网络阅读作为劳动形式的地位可能
会更加凸显。读者需要认识到阅读的多元性
价值，清醒和理性地去运用好阅读能力，以
及所必须付出的注意力成本。

网络阅读的多元性延展
□江作苏

前不久，笔者去公园晨练，看到一群孩子
在“之乎者也”地大声读书。原来是市内几个
部门联合举办的“诵经典 品国学”暑期晨读
公益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当然好，但我听着
听着就犯嘀咕了，这些小学生真的读懂了这
些书吗？

近年来，读书活动在各地广泛开展，旨
在倡导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然而，在
这一良好初衷的背后，却发现形式主义已悄
然侵蚀到了各种读书活动之中，其表现主要
有：有的读书活动过于注重表面的热闹和排
场，但后续的实际阅读推广却缺乏跟进和持
续投入；有的读书活动形式单一，参与者照
本宣科地介绍书籍内容，却缺乏深入的讨论
和交流；有的读书活动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
指标，硬性规定参与者的阅读数量，却忽视
了阅读的质量和效果。

读书活动中的形式主义危害性是不可低
估的。它不仅削弱了读书活动的真正意义和
价值，还降低了读者的热情和积极性。

举办读书活动的目的是激发人们的阅读
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全民的文化
素养。活动组织者应从实际出发，注重活动的
质量和效果，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点，精
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吸引力的读
书活动。

读书活动只有远离形式主义，才能真正
让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书香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灵。

读书活动
应力戒形式主义
□石朋庆

8 月 19 日，胡玫导演发长文谈电影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相关话题冲上热
搜。胡玫称，她欢迎并感谢所有意见，但
也注意到“有人使用AI虚拟数据群发1分
点评”，有些账号似乎蓄意狙击该电影，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对此，她表示已委托
律师存证。（8月20日《现代快报》）

经典翻拍难出彩，遭遇滑铁卢也有不
少先例。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如此，许多
导演还热衷于此。内在逻辑很简单，毕竟
经典属于文化大 IP，自带流量和粉丝，

在思想和情感上容易和人们产生共鸣。
经典翻拍是影视制作的一块试金石，

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考量。不仅考验改编者
和导演等主创的创作能力，也是对演员能
否在角色中“立住”的一种考验。遗憾的
是，这么多的经典“新翻杨柳枝”，往往
遭遇现实的滑铁卢，很多翻拍的作品甚至
被公众称为是对经典的亵渎——不是“致
敬经典”，而是“糟蹋经典”。

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绝对不是“浪
得虚名”。在社会公众心目中，87版的电

视连续剧《红楼梦》是最值得认可的，宝
玉、黛玉、宝钗、王熙凤等角色的挑选下
了很大功夫，因此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深
入人心，况且剧组当时为更好地还原社会
风貌，顾问团中除红学家之外，还邀请了
建筑学家、民俗学家。另外，演员们为了
演好《红楼梦》，均对原著进行深入阅读
和分析……可以说，87 版的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不仅是精益求精的匠心之作，
而且由于“先入为主”，人们对其印象早
已固化。正因如此，之后李少红版的《红

楼梦》 遭受到了不少批评，而今胡玫的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遭遇的情境又何其
相似啊！

在中国影视市场不断繁荣的现在，经
典的翻拍和现代解读也会不断出现，然
而，翻拍经典需要去除浮躁之心，保持敬
畏的态度，不能原封不动地重拍，更不能
脱离原创文本而“放飞自我”，必须贴合
原著、尊重历史，符合文化传统和普遍的
审美，否则，即便投资多、明星多、流量
大，也经不起社会公众的审视。

翻拍经典需有“敬畏之心”
□樊树林

据《北京晚报》近日报道，有部分家长发现，学校要求上
传暑假作业的小程序或者APP上，竟然暗藏着购物广告链接
或者小游戏界面。如果孩子自己上传作业或者打卡，极易被
吸引过去。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服务
对象的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不得插入网络游戏链接，不
得推送广告等与教学无关的信息。”以此审视可知，相关交作业
APP的做法有违法之嫌。

交作业APP暗藏游戏链接绝非小事，而是事关孩子们健康
成长的大事，各相关方应高度重视起来，对其建章立制、加强监
督，最大限度地确保其安全性，给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更
加优良的外部氛围。 龙敏飞/文 王聪/视觉中国

交作业APP暗藏游戏链接绝非小事

8 月 20 日，一只“猴子”成为全球焦
点。上午10时，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
话：悟空》正式上线，在 PS5、Steam、Epic-
GamesStore、WeGame 等游戏平台全球同
步解锁。当天21时后，《黑神话：悟空》
同时在线游玩人数达 218 万人，位于
Steam 同 时 在 线 游 玩 人 数 榜单峰值第
二名。（8月21日《三湘都市报》）

《黑神话：悟空》的火爆，是现象级
的，国内外的游戏玩家纷纷出手购买、
畅玩，让该游戏一天就卖出了数百万
份，销售额达到了15亿元。国内一些公
司还人性化地给自己的员工放假，让他
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尝鲜”《黑神话：

悟空》。
有人把《黑神话：悟空》盛赞为“国

产游戏之光”，也许并不是夸张之词。而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固然离不开投
资者独到的眼光，离不开游戏制作和开发
者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精益求精的匠人
精神，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款国产游戏成
功的背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胜
利，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黑神话：悟空》改编自在中国家喻
户晓的经典IP《西游记》，不管是游戏主
角悟空，还是游戏里出现的诸多角色，原
型都来自《西游记》。这对于国内玩家来
说，不但没有任何障碍，同时还觉得十分

熟悉、亲近。而游戏的主要思路，也是借
鉴了《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克服九九八十
一难成功取得真经的情节，这正是古典名
著《西游记》的核心、精髓。

《黑神话：悟空》引起玩家关注的另
外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出现了大量的中国
古建筑。游戏里的古建筑是由游戏创作团
队到多个省份实地考察并高度还原的，如
天津蓟州独乐寺、山西晋城玉皇庙、重庆
大足石刻等。这些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古
建筑，让这些古建筑所在地的网友以及去
过这些地方的网友感到亲切和自豪。

有人说，《黑神话：悟空》是2024版
《西游记》，它是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

的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西游记》 是一个全球广泛接受的文化
IP，承载着这个文化产品的游戏在走向
海外的时候就会有关注度，也会更容易
被接受。《黑神话：悟空》 通过现代技
术、叙事手法重新诠释《西游记》，有助
于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为中华文化走向海
外提供经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经典 IP 数不胜
数。相信随着《黑神话：悟空》的爆火大
卖，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国产游戏市
场，从而为更多高质量游戏项目的启动提
供资金支持，激励更多有才华的游戏开发
者投身国产游戏的开发。

《黑神话：悟空》爆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
□苑广阔

读者在哪里，服务就送到哪里。在浙
江，宁波图书馆推出的“天一约书”信用借
阅服务，使当地读者充分体验到了文化阅读
的便利。

据悉，宁波图书馆一是与物流合作，无
论读者在宁波的哪个角落，都可在家中坐等
图书“乘风破浪”而来，并可将图书就近归还
至各区（县、市）的公共图书馆；二是与社区合
作，图书馆将书送到社区后，社区网格长再面
向读者上门送书、取书；三是信用借阅柜，布
放于车站、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的借阅柜，让
借还书在家门口即可搞定。此外，他们还与当
地书店合作，适时推出“你约我买”服务。

不难看出，“乘风破浪”送书去，在宁波并
非一种虚化的口号，而是“虚事实做”，确确实
实踏浪将书送至偏远渔岛。丰富的“约书”场
景，温馨的阅读画面，让人感受到的是宁波图
书馆与社会力量携手，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方面的“直达”与精准。

公共图书馆围绕自身职能作用的更好发
挥，着力推进以“约”助“阅”等创新服
务，不仅能够使阅读“出圈”，而且还可带
来延伸效应，实属一举多得、相得益彰。今
后，希望有更多的图书馆像宁波图书馆那
样，自觉对标党和政府要求，想方设法使各
方面工作更进一步，以此不断增强自身吸引
力，以高质量服务促全民阅读蓬勃发展，使
书香中国更添活力。

图书馆以“约”助“阅”
天地宽
□周慧虹

■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