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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专业书店走红，上海的“人文心脏”在怦然跳动
戏剧书店未开先火，音乐书店、电影书店、艺术书店在沪各自圈粉

紧挨着兰心大戏院的朵云书院·戏剧书店

连日来正紧锣密鼓上架新书， 预计年底揭开面

纱 ； 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区的上戏艺术书

店， 选在明天上戏 75 周年校庆日迎客， 成为

沪上首家高校主办的艺术书店； 位于安福路的

永乐汇， “FILM 电影时光书店” 里错落的电

影主题图书与老式胶片放映机营造出独特光影

体验； 入驻武康大楼的元龙音乐书店， 已成为

不少乐迷和琴童的周末打卡地标……萧瑟冬季

里， 散落在这座城市或热闹或幽静街区里的多

家艺术主题书店 ， 接二连三地传递出蓬勃生

机， 勾连出一幅色彩日益缤纷的书香版图， 为

上海实体书店业也为更多城市空间注入了难得

的人文暖意。

“这批聚焦艺术领域的特色实体书店集中

涌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折射出上海城市文化生

态愈发活跃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进一步的

优化整合， 也凸显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

市民高品质生活的同频共振。”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 一座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书店的润滑与激

活，沪上一处处艺术类专业书店的绽放，体现了

城市空间功能的转化升级， 拓展的不仅是文商

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 也跃动着这座城市更开

放亲民、更诗意有趣的“人文心脏”。业内人士期

待，星罗棋布的艺术类专业书店，能黏合产业上

下游， 以创意赋能城市建筑地标更多的文化内

涵和温度记忆。

年均万余场演出的亚洲演
艺之都， 应有与之匹配的专业
戏剧书店

业内人士观察到， 这些艺术类专业书店的

诞生，并非孤立的案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

授、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惟杰认为，专业特色

书店， 恰恰意味着文化供给的升级，“当一座城

市的文化艺术消费到了一定的程度， 必然会从

高大全分化到小而美，满足更多有专业背景、深

度爱好的细分受众群体， 促成以趣缘结合的新

型交往，生发新的可能”。

“戏剧书店出现， 在上海就是地标。” 对

于即将开业的朵云书院戏剧店， 上海戏剧学院

副院长、 评论家杨扬如是寄语。 他观察到， 作

为拥有 2000 多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

每年光是剧院里就有平均万余场演出， 这座城

市需要也应该有能与之匹配的专业性戏剧书

店。 他期待， 在上海迈向亚洲演艺之都的过程

中， 戏剧书店既能展现专业色彩， 也能面向大

众， “在戏剧书店的功能上， 应超出传统书店

的范畴， 有专业人士不定期的线上线下沙龙，

也要以多元形式与音乐、 影视、 互联网等融合

跨界， 紧密跟随戏剧本身不断的变化， 助力提

升这座城市的艺术活力能级”。

花建曾考察国内外多个文化街区， 在他看

来，文化产业链条的庞大版图上，书店往往起到

毛细血管般的带动作用，如同一个个符号空间，

激活市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有助于延续街区

建筑的文脉，增加开放性、互动性、交融性，为历

史悠久的街区注入当下新的活力。“随着特色艺

术书店的增多， 人们不再视艺术为特别小众的

范畴，艺术情调也不光是聚集在固定的场所，而

是不断融入城市的日常肌理， 成为公共文化配

套设施的一部分。 ”

无独有偶，即将新开的上戏艺术书店，将立

足于戏剧、影视、当代艺术等领域，兼顾历史、哲

学与人文， 通过形式多样的学者讲座、 艺术沙

龙、 表演活动等， 打造综合性的艺术类专业书

店， 为社会各界爱好艺术的人士营造独特的文

化交流空间。

不做昙花一现的 “网红”，艺
术类书店如何赢得更多生存空间

不难发现， 沪上新开业的多家艺术主题书

店，以其独特定位、时尚设计与优雅情调，吸引

了不少游客与市民驻足。“但艺术类专业书店要

走得长远扎实，仅仅成为网红打卡地，是远远不

够的。消费者的新鲜期过了以后，相对小众的特

色书店如何求得更多生存空间？ ” 在书业泡了近

40 年的资深人士、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副会

长汪耀华，抛出自己的疑虑。

他曾见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沪上特色书店

百花齐放的盛况，一批老牌专业书店形成了“人无

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特”的经营格局，后因各种

原因逐渐消失在市场大潮中。“当年这批书店经营

压力相对较小， 图书几乎是人们日常文化消费中

的主流；而眼下影视、短视频、互联网等文化消费

愈发多元，都在抢占受众的眼球注意力，艺术类书

店如果光靠卖书很难体面生存，更遑论盈利了。 ”

在汪耀华看来， 除了依托大型出版集团或影视产

业的资源等，艺术类书店应深耕专业、激活社区，

力求打通上下游， 成长为相关产业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为行业打造样本概念。

试运营两个月后正式开业的 “FILM 电影时

光书店”，或能带来一些启发。 这家电影书店所在

的小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与电影结下不解

之缘， 当时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入驻该处，

历经多次变革，不少影迷魂牵梦萦的内部电影放

映影院永乐宫和上海联和电影院线总部就诞生

于此。 书店首期精选了 600 多种与电影相关的书

籍上架，细分为专业必读、原著小说 、影人传记 、

看电影的门道等栏目 ， 涵盖了电影史 、 剧本创

作、导演、摄影、表演、制片、后期等方面 ；限量版

摄影作品集和珍贵电影史料更是让许多电影爱

好者直呼解馋 ，这些 “非卖品 ”供读者在店里翻

阅 ， 使得书店兼具了图书馆的资料阅览功能 。

“梧桐影话”“星期天读书会”“上行者建筑研游 ”

“行走武康路”“影像新势力 ”等公益沙龙活动已

陆续在此举行 ， 让书店既是影迷们学习交流的

小乐园、从业者灵感碰撞的聚会所 ，也是电影文

化与大众亲密接触的传播地、有光影书香相伴的

美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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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在严格防控下跑出活力
晋升“白金标”赛事后首秀，“每一处改变，都考虑到了防疫”

昨日清晨，2020 年上海马拉松在外滩金牛广

场鸣枪起跑。 在赛事诞生 25 周年纪念的当口，上

马迎来了晋升世界田联白金标赛事后的首秀。 看

似熟悉的场面背后 ， 其实悄然发生了许多改

变———起点处整齐划一地标上了 9000 个蓝点 ，

每个蓝点对应着一位跑者，以网格化管理的方式

保持选手间的社交距离；清晨 7 时，第一声发令

枪响之后，首批 3000 名跑者踏上征程，在他们身

后，其余 6000 位跑者则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依次

有序步行至起点处，等待着第二、第三声枪响。 这

是上马历史上第一次采取分枪起跑的方式，为的

同样是避免人群过于聚集。 无论是起点处的蓝

点，或是分枪起跑的方式，都只是上马防疫工作

的缩影，正如赛事运营方东浩兰生赛事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瑾所言，“每一处改变，都考虑到了

防疫的需求。 ”

早在赛事策划阶段，组委会就已定下精简参

赛规模、只保留全马项目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

赛事服务保障团队却并未缩水，6000 位一线工作

人员服务 9000 位跑者的配比前所未有。 为了所

有参与者的健康，参赛人员与工作人员均须提供

赛前七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曾前往过中高

风险地区的跑者被悉数“劝退”，这些都是做在比

赛开始之前的工作，而在赛道之上，组委会及各

保障团队同样为了疫情防控倾尽全力。

如往年一样，选手们从地铁站走出就能远远

望见高举指示牌的志愿者提供咨询服务，这一次

与以往不同， 志愿者都佩戴着口罩及防护罩，一

刻不得摘下。 除了提供赛道指引，提醒选手保持

社交距离及佩戴口罩是志愿者们的新职责。 从测

量体温到通过身份证进行人脸比对， 入场前的检

录流程远比以往复杂， 但在参赛者们的高度配合

之下，全程其实也不过十余分钟而已。 起终点处，

组委会提供了足够多的临时厕所， 今年的不同之

处在于，每当厕所被使用后，就会有专业人员第一

时间进行消杀。考虑到跑步过程中无法佩戴口罩，

赛道前三公里都设有志愿者收集选手丢弃的口

罩， 而在冲线之后选手的完赛包中则细心多备了

一只医用口罩。 甚至连赛后的细节问题也被组委

会一一考虑，在取回寄放物品与参赛奖牌前，所有

选手会经过严阵以待的志愿者方阵， 在他们的指

引下涂抹用以消毒的凝胶。

特殊时期的一系列改变， 造就了一届安全有

序的上马， 而昨日申城晴朗的天气或许是这座城

市给予组织者及所有参赛者最好的回馈。 对于多

数参赛者而言， 本届上马是自己过去数月来参加

的首项正式赛事， 跑者们的兴奋情绪化作了从终

点传来的阵阵怒吼。宜人的气候之下，不少参赛者

均在本届上马的赛道上刷新 PB（个人最佳成绩），

男子组冠军贾俄仁加 2 小时 12 分 44 秒的完赛成

绩不仅是个人生涯最佳表现， 也打破了上马国内

选手纪录， 而以 2 小时 26 分 39 秒夺得女子组冠

军的李芷萱距离 PB 也仅一步之遥。对于两位冠军

选手的表现，周瑾赛后感慨，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之

下最好的结果，但在她看来，赛道上每一个人无论

身份都值得为自己的表现而骄傲，“赛事的规模缩

水了，但保障团队的工作并未缩水。而分枪起跑能

有序进行，离不开后两批跑者的耐心等待，今天发

挥出色的不止是两位冠军，所有跑者、保障人员都

是赛道上的英雄。 ”

▲参赛者进入比赛现场前， 需过两道防疫通道关卡。

本报记者 陈龙摄
荨2020年上海马拉松在外滩鸣枪开跑。 本报记者 陈龙摄
茛主办方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张挺摄

与你朝夕相处的“汉字印刷体”

折射上海在人类设计史上的创新发明

（上接第一版）此次展出的 “宋二体” 手工字稿

就是其中一种 。 这是 1964 年为简体横排版

《毛泽东选集》 所设计的专用字体， 也是此后

现代社会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汉字字体。 “汉字

印刷字体书写技艺” 第三代传承人原伟民告诉

记者 ： “字形挺拔秀逸 ， 具有木刻版刀刻风

味， 是 ‘宋二体’ 的鲜明特点， 一改沿习百余

年的宋体活字旧貌。 它由 ‘汉字印刷字体书写

技艺 ’ 第一代传承人钱惠明 、 施渭峰主创设

计， 吸取了《燕子笺》等古籍善本和近代宋体字

之长，经过 42 次试写、修改后才定型。 ”历经近

半个世纪的市场考验和实践证明， 如今这种字

体已被业界视为经典，广泛用于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和文学艺术多种读物。 上世纪 90 年代《邓

小平文选》出版的时候，小平同志坚持使用铅排

文字，最后还是选定了《毛泽东选集》所使用的

“宋二体”作为正文字体。 目前普遍应用在电脑

里的宋体字库， 无论是国标字数的增加还是品种

的扩展，它们的笔形、结构、重心、粗细等内外形基

本框架及神韵，也都源于“宋二体”。

即便著名的书法家操刀 ，平
均每天能完成的印刷体字稿也只
有不到 10 个字

静静躺在展厅玻璃橱窗里的这些手工字稿，

书写在有着密密匝匝、 横平竖直小方格的绘图纸

上。乍一看，与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印刷字没什么差

别，但细细端详，你会感受到其间心手相传的温度

与呼吸，每一个字都有无数涂改、修正的印记，见

证着老一辈字体设计师在字体设计之美道路上精

益求精的探索。

“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 第二代传承人陈

其瑞告诉记者， 对于 “新魏体” “行楷体” 等引

入书法体 、 为丰富美化阅读效果的印刷字体来

说， 其字体写手的遴选， 其实经历过一系列严苛

的 “盲选”。 1974 年，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聘请

了一批上海的 “新魏体” 优秀写手， 各自写出代

表自己风格的字样， 其中不乏著名书法家韩飞

青 。 最终能够担当 “新魏体 ” 印刷字体书写

的， 只有一人， 通过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选

方式选出。 尽管接到邀请， 却没人给韩飞青打

包票入选， 他只是一稿一稿书写， 参加一轮一

轮评选， 连对手是谁都没问。 最后一轮剩下四

人， 都是上海有影响力的高手， 他们的作品不

署名只编号， 反复听取各方意见， 再进行无记

名投票表决。 结果， 三号作品以笔调多变、 方

刚中见圆润、 端庄中见秀丽而入选， 而这正是

韩飞青的作品。 也是以这样的方式， 1977 年，

著名书法家任政雅俗共赏的行楷字脱颖而出。

印刷字体的设计，难就难在不仅需要呈现审美

价值，更需要建立起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规范———每

个字的笔画、字形、结构、色彩及个性都必须统一，

不能因变化而丧失了整体感，字与字之间同样应当

相互协调。 因而，印刷字模的书写，不比一般的书法

书写，要求每一字都能“交换方位”，能与任何字匹

配，既能横排也能竖排，从而达到字字呼应，行气连

贯。 即便著名的书法家操刀，平均每天能够完成的

印刷体字稿也只有不到 10 个字。 日后承担 “新魏

体”印刷字模总计 4050 字全套简体常用字的书写，

韩飞青前后写了 14 个月。 行楷字模的通用印刷字

表更是多达近 7000 个，任政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日夜伏案书写，当时他已年近花甲。

三件珍贵的手工字稿提醒人们，一个个印刷字

体的诞生委实不易， 当下如何更好地传承汉字文

化、字体文化、非遗文化值得思考。

荨近日开业

的 “FILM电影时

光”主题书店首期

精选上架600多种

电影书籍，定期举

办电影文化沙龙。

纳乃尔摄

荨入驻“网红地标”武康大楼的

元龙音乐书店， 为沪上优秀历史建

筑注入更多内涵和记忆。

（书店方供图）

茛即将在今年底揭开面纱的朵

云书院·戏剧书店， 紧邻兰心大戏

院，虚位以待读者。

（书店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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