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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冬将尽，

春可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这是

上海图书馆昨天下午刚刚收到的一

件手书“抗疫”寄语，笔迹来自“硬核

医生”张文宏。 这些天，他一直奋战

在“抗疫”一线未能回家，百忙之中

抽空用手边的记号笔写下了这 14

字寄语，表达战胜疫情的信念。

自本月初上海图书馆中国文

化名人手稿馆开展 “抗击疫情 、

共克时艰 ” ———各界名家寄语征

集活动以来 ， 已获近百位各界人

士手书寄语。 这之中， 既有作家、

翻译家 、 音乐家 、 书画家 、 戏剧

表演艺术家， 也有医生、 科学家、

运动员等 ， 他们以朴素而温暖的

文字传递理性审慎的思考 ， 弘扬

守望相助的正能量。

“在这场 ‘战疫 ’中 ，没有旁观

者！ ”这是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教授写下

的寄语。此前葛均波院士“写给全体

学生的一封信”，刷屏社交媒体。 信

中写道：“同学们， 这次新冠病毒疫

情还没有看到被控制的迹象， 老师

报名了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没

有被批准。 昨晚我又报名第三批医

疗队出征，等待批准……”被网友们

称为“请战院士”。神经生物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收到邀约时身

处海外，他不顾长途飞行后的劳顿，

立即提笔写道：“痛定思痛， 我们也

必须举一反三， 深刻反省……恩格

斯说： 藐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

罚的。 言之信然。 ”

文化界人士亦纷纷响应 。 98

岁高龄的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久病

在床， 书写十分不便， 但听闻邀请

后仍坚持在儿子的帮助下亲笔写下

“谨向抗击病毒的勇士们致敬”， 令

人感佩 。 疫情发生以来 ， 99 岁的

画家陈佩秋比往常更加忙碌， 创作

了多件书画作品用于慈善义拍。 听

说上海图书馆正在征集 “抗疫” 寄

语， 她当即应允， 吃完早饭便端坐

在书桌前 ， 郑重写下 ： “万众一

心， 众志成城。”

记者了解到， 此次征集到的寄

语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 有原创诗

词 、 书法绘画 、 散文 、 格言警句

等， 上海图书馆已陆续将这些充满

力量的文字呈现在网上。 上图馆长

陈超告诉记者， 这些文字都是真情

实意、 有感而发， 希望通过互联网

的传播， 给在前线与死神赛跑的医

护人员、 科研人员， 给在前线保障

城市生活稳定运转的交通、 公安、 商业、 环卫、 小区居 （村）

委会、 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 给那些活跃在后方为前线加油鼓

劲、 调动物资捐赠赈灾的企业家和热心人士， 给每一个积极践

行政府号召减少外出居家 “抗疫” 居民， 传递各界人士众志成

城， 共克时艰的决心和信心。 “征集这样的手稿， 除了鼓舞斗

志、 弘扬正能量， 也是图书馆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记录和保存

历史的职责所在。” 陈超说。

疫情之下，上海多家实体书店店长化身“主播”，分享“战疫”科普图书和学习教材等，陪伴宅家的读者。 （均手机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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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变直播间，“云打卡”后下一步怎么走
疫情导致原本在复苏的行业被迫放缓了步伐，线下书店阵地加速线上转型

“书店安静得让我有点孤单，全是一排

排空着的椅子。”前不久，上海建投书局浦江

店店长谢重澄从一楼逛到四楼，对着手机屏

幕另一头的网友同步安利重点区域，不忘开

开玩笑：“我好喘啊！想喝水”；上海钟书阁静

安店店长原扬在直播镜头前释放了“李佳琦

式”鸡血一面———“宝宝们在吗”“快买它！读

它！”从一开始 300 多的观看人数，到直播结

束后涨至近 8800 人、评论过万条，而她坦言

“四个小时直播下来，差点累到脑缺氧”……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侵袭，原

本在 2019 年热闹复苏的实体书店被迫放缓

了步伐。 2020 年春节以来，沪上多家书店暂

停营业，但书店人并没闲着。最近，多家书店

变身直播间，戴着口罩的店长们纷纷举起手

机化身“主播”，带读者“云打卡”逛店，边唠

嗑边卖货，或在线直播讲座。 当线下书店阵

地加速向线上转移， 市场格局将有何种变

化？ 下一步突围重生的契机在哪？

以“云陪伴”向读者传递暖意

“疫情无情稀释了客流， 平时爆满的

咖啡区域和传记图书馆空间空荡荡的。 但

书店不能坐以待毙， 突发因素倒逼思考书

店的自我造血， 寻求商业自救。” 谢重澄坦

言， 单独卖图书产品， 实体书店优势不大，

“线上平台技术相对薄弱， 直播效果也许不

明显， 但尝试探索是必要的， 不能与读者

失约。”

于是，一个多小时的直播串起了建投书

局最吸睛的几处地标———从楼梯拐角处“医

学大神”系列展板，到“灯塔”系列笔记本等

文创区，再到北外滩观景台等，屏幕左下方

留言区不时弹出“每个角落都是亮点”“看到

书店灯光的倒影啦，好温暖”等评论。 聊到

《DK 医学史》《协和医史》《数字医疗》 等战

“疫”书单时，网友们立马互动：“现场可以下

单吧”“书在哪里买？ ”

“在这场生命与病毒的博弈中， 一本

书籍的力量也许不如一只口罩来得直接。”

但让建投书局品牌总监李璐和小伙伴们感

动的是 ， 这种即时沟通的现场 ， 能直观

看到读者的喜好和诉求， 也促使书店开始

反思传统经营模式， 转向试水更时髦有趣

的多元形式 ， 如发起线上 “店长自习室”

“彩虹书单” 线上共读等活动， 邀请书籍作

者 、 译者或编辑等担任领读人 ， 以读攻

“毒”。

“以前一些书店也开通过网上直播 ，

但大多为了销售当季畅销书或举行作者见

面活动等。 这次钟书阁四家连锁分店接力

直播， 主要是为宅家的读者解闷， 以力所

能及的力量带去精神层面的陪伴， 缓解疫

情之下的紧张感和焦虑感。” 上海钟书阁网

络直播项目负责人金钟书告诉记者， 特殊

时期书店关闭是暂时的， 但读者渴望知识、

渴求通过阅读感悟真善美的内心不会变 ，

“无论是主播唱歌朗诵， 还是抚慰人心的陪

伴式逛店， 四场直播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

计划尽快复盘调整后， 联合全国 24 家店继

续直播。”

教辅教材是钟书阁多年积累的优势资

源， 眼下 “停课不停学”， 书店已联合上海

邮政启动快速发货通道， 正如闵行店店长

谢宁和助理孙少丹在直播中第一时间解决

读者后顾之忧———“书店旁就有邮政门店，

我们会第一时间快递下单图书， 希望尽可

能早些抵达， 不让书友失望。”

“直播第一目标不是卖货， 有更多人

观看参与是关键。” 原扬坦言， 实体书店本

来就是比较艰难的行业， 疫情当前， 租金、

人力成本等问题进一步加剧， “但读者在

获取科普知识、 心理疏导方面存在大量刚

需 ， 线上空间需敏锐满足诉求 。” 于是 ，

《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抗

疫·安心———大疫心理自助救援全民读本》

等刚出炉的新书 ， 在书店直播大受欢迎 ，

戴上口罩的编辑们在线答疑， 开出缓解焦

虑的解压 “战疫” 书单。

如何重建书店业“免疫系统”

一个可预见的现实是， 即使疫情结束

重新开业， 实体书店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重

获人流如织的读者到店体验， 仍需借助线

上平台作为补充。 不便相聚的当下， 如何

充分利用线上渠道， 为隔离在有限空间里

的读者打开更大精神天地， 提供更可持续

的动力， 成了业内思考的命题。

疫情导致的 “急刹车”， 不啻于一场行

业洗牌， 其后是跑得更快， 抑或低速慢行？

“这几年实体书店虽止跌回升， 但经营基础

脆弱， 尤其是近几年新开的店， 还没有找

到有效的商业模式 ， 大多数还在投入期 ，

经营未进入良性循环， 抗压能力弱， 加上

遭遇对实体消费零售行业冲击最大的突发

事件， 定然会加剧危机与挑战， 尤其是中

小型书店处境尤艰。” 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

长程三国担忧， 这次疫情很有可能对冲掉

实体书店来之不易的复苏成果。

但也有从业者持乐观态度。 “书店以

空间、 书籍、 人为载体， 记录并传承着人

类历史， 也应该作为理性独立思考的呼吁

者 ， 通过深入探讨与对话 ， 集多方智慧 ，

给人们日常生活以启示和希望 ， 共渡难

关。” 在李璐看来， 线上图书销售空间还远

远未到开发殆尽的阶段， 关键在于如何挖

掘潜在受众。 除了直播， 读者还需更多线

上知识服务选项。 书店可以将目光转向产

品深度策划和运营， 如精细化搭建会员制

度、 更新店面产品陈列、 深化主题内容策

划 、 研发系列活动产品等。 当疫情解锁、

读者回归后， 书店才能以更蓬勃的姿态回

应大众需要， 重建 “免疫系统”。

“最近，生命健康成了热搜词汇，未来

我们计划在图书选品、讲座活动中，精选与

生命科学相关的人文内容，充分利用书店的

专家学者优势，为读者策划一节节在线互动

课程， 打包线上知识服务， 弥补远距离短

板。”谢重澄透露，实体书店要活下来必须做

精文化服务， 书店人角色不光是图书馆员，

更要有生意头脑， 拥有文化创意策划力，在

商业道路上寻找突破和可能性。在实体书店

联盟“书萌”创始人孙谦看来，实体书店要摆

脱“把出版社拿来的书放在书架上赚个批零

差”的老概念，而是整合专业、知识和人脉，

“这次疫情至少带来启示， 书店未来目标应

打通线上线下，成为读者终身教育的场所。”

这档节目“和诗以歌”，在今天照见生命之重
央视综艺《经典咏流传》被“战疫一线”的医生们学唱成“致战友歌”

范仲淹写下闻名天下的 《岳阳楼

记》时一定不会想到，隔着时间长河，

他的这篇诗文不仅在 2020 年依旧传

递着中国文人的价值观， 还能在特殊

的年份，鼓舞了一群特殊的人。

央视综艺《经典咏流传》第三季播

出。 被网友昵称 “央视 boys” 的四位

主播合作 《岳阳楼记 》 ， 歌声飞进

“抗疫” 一线， 被病倒在前线的医生

曹丽蓉学唱成为 “致战友歌”。 音频

传到网上， 没人在意曹医生沙哑的嗓

音， 所有人都为这条评价点赞， “她

代表医护人员唱出了传世佳作的精

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而乐”。

事实上， 节目还有不少单曲也在

网络热传。 九岁的重症患儿陈果毅唱

《草》， 清冽如甘泉的声音把所有人内

心都 “打了一拳”； 平均年纪与共和

国同龄的老科学家们重新诠释 《归园

田居》， 老而弥坚的歌声被赞为中国

力量。 作为 “综 N 代”， 《经典咏流

传》 的许多亮色是一以贯之的， 比如

对经典诗词加以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比如用音乐的容器承载着

文字以搭建中外文明互鉴平台。 而今

年， 流传更广的、 引发无数观众落泪

的， 却是这档 “和诗以歌” 的节目里

始终蕴藏偶尔探讨的一个命题： 经典

之所以值得不断被重访， 在于它们能

跨越时间， 焕发出当下价值。

于特殊的今天 ， “10 万 + ” “100

万+”的转发里，人们传递的何尝不是

节目里照见的生命之重。

诗词里沉淀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坐标 ， 生命
力与家国情始终最深沉

《草》 是本季节目里第一首闻者

落泪的单曲， 因为它背后凝结着三个

关于生命的故事。 昔日 “超女” 冯家

妹、 九岁的陈果毅、 19 岁的包珍妮，

他们因脊髓型肌萎缩症被命运牵引到

一起。

瘦小的果果是个靠学习唱歌来改善

呼吸的患儿， 他用同龄人五分之一的肺

活量唱着热爱的歌； 曾被医生预言活不

过四岁的包珍妮借助呼吸机和全身唯一

能动的右手拇指， 创作了 40 多首闪着

星芒的作品， 糅进白居易诗词的 《草》

便是其一。 而冯家妹在被病魔夺走女儿

后， 她投身公益让更多人了解并帮助到

这一病患群体， 也不断被患儿们超乎常

人的坚韧所鼓舞。

一切像极了 《草 》 的几句歌词 ：

“一棵草何其渺小， 风一吹它就弯了腰，

可草总是结伴而生。” 一棵棵小草结伴

同行， 它们汇成了草原， 野火不能将它

们燃尽时， 春风过后就能重生。 鉴赏团

成员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当场抹

泪 ， 他说舞台上展示的不止于诗词 ，

“还展示各种不同的生命奇迹”。

《岳阳楼记》 引出的是另一个维度

的生命话题。 康辉、 撒贝宁、 朱广权、

尼格买提合唱范仲淹诗文改编的新曲。

诗文里的意蕴美、 情谊真、 经天纬地之

深厚等都是他们选曲的初衷。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是， 歌曲在武汉激荡出不一

般的花火。 节目播出当晚， 正居家隔离

的武汉市第一医院医师曹丽蓉听到了这

首歌。 越听， 她越觉得很是契合当下医

护人员的心境 。 在感染后的第 14 天 ，

她用沙哑的嗓音学唱一段， 还把音频发给

奋斗在一线的战友。

事实上， 第三季 《经典咏流传》 里歌

唱生命力与家国情的单曲并不少。 肖战唱

的 《竹石》 借竹咏颂拔节生长的力量； 老

科学家们演绎的 《归园田居》 其实隐含着

以身许国的赤子心。 浩浩汤汤的诗词里沉

淀了太多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坐

标 ， 而生命力和家国情从古至今都最是

深沉。

老科学家和武汉医
生都成了传唱人 ， 不断
激活的经典从不是时间
的过客

康震有个观点，词写得再好，若没

有歌者结合自身阅历的重新演绎，它

就只是停留在纸面的一段文字。 是作

曲家、改编者、歌者用各自的生命阅历

和丰富积累共同演绎经典， 经典才在

当下实现新生。

第二期节目压轴的是中科院老科

学家合唱团。这群白发苍苍的老者，有

许多曾参与新中国重大的科研项目。

首颗原子弹试爆，就站在弹坑边缘、离

爆心最近的王广福在其中；“东方红”

卫星上天，缔造“卫星领航员”的韩嘉

忠在其中；1975 年中国九位勇士登上

珠峰时， 提供气象预报的高登义也在

其中。他们青春年少时，全身心投入到

祖国科研事业， 才有我们如今的岁月

静好。他们事业最辉煌之时，也许正隐

姓埋名在戈壁荒漠， 直到几十年后他

们的名字才为人知。 把老科学家们请

上台，陶渊明诗句里“种豆南山下，草

盛豆苗稀”是他们，“衣沾不足惜，但使

愿无违”更是他们。

学者点评， 他们曾是新中国建设

中的“战斗队、冲锋队、敢死队”。 正因

此，当老科学家们加唱一曲《祖国不会

忘记》，荧屏内外，无人不为这些深藏

身与名的老者流下热泪。 也正因为他

们身上汇聚着新中国的奋斗篇章，由

他们呈现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的中国精神，让所有人信服。

同样，在武汉，第一批病倒在一线

的医生并没有专业歌喉。 但所有人都

认为她代表医护群体唱出了范仲淹传

世佳作的精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和生命赛跑、和

病毒争分夺秒的日子里， 治病救人最

朴素的几个字， 恰是坚守在抗击疫情

一线所有医护人员的古仁人之心、为

国为民之心。

如此看来，《草》能撞击人心，在于

歌曲演绎者本身就是生命力的见证

者；《岳阳楼记》被武汉医生引为心声，

实质是医护人员的家国情在非常时期

触发了非常感动； 而老科学家们能唱

哭观众，因为“但使愿无违”的诗词恰

是他们年轻时绽放生命华彩、 老去时

初心不忘的写照。看得见奇迹，牵动了

共情，感受到中国脊梁———都说“百代

之过客”，但当越来越多不那么专业却

紧紧契合经典意蕴的人们成为传唱人，

经典的诗文从未成为时间的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