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6 文化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李婷

历时12年编纂，共三个系列218

部、233册、约3.21亿字——昨天，位于

上海图书馆东馆的上海通志展示馆开

馆，记者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了解

到，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

任务圆满完成，二轮志书全部出版发

行。二轮修志系列成果全面系统再现

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

为我国地方志事业贡献了“上海智慧”

和“上海经验”。

2010年初全面启动的上海市二轮

修志成果具体包括：《上海市志（1978-

2010）》140部、147册，上海市级专志

54部、55册，上海市区县志24部、31

册，全面记载上海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反映了

1978-2010年上海改革开放的发展历

程与重大成就。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洪民荣透露，为按时保质完成体

量庞大的编纂出版任务，全市近170

个部委办局、区县和企事业单位承担

具体编纂工作，数万名专兼职修志人

员“众手成志”，1100多名专家参与评

议审定，共召开志书编纂启动会、评议

会、审定会、验收会以及出版会等各类

工作会议1000多场，16家出版社和10

余家印刷厂全力支持。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

大学教授巴兆祥谈到：上海二轮修志

规划全面、系统，通过一系列法规和制

度对修志全过程严格把控，确保志书

编纂质量；采取开门修志的办法，以多

种形式发动和吸收行业领域、高校科

研院所和方志界等各方面专家参与修

志、评志，培养造就了一支业务扎实的

修志人才队伍。

在二轮志书三大系列中，《上海市

志（1978-2010）》是主体，站位宏观视

角，以行业条线为纲，是改革开放以后

上海33年历史的“百科全书”，堪称一

部系统的“改革开放志”。上海市级专

志以企业、金融、院校（团体）、医院等

领域内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企事业单

位为记述对象，从部门和微观角度系

统记述和反映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变

化。专志以系列形式列入省（直辖市、

自治区）修志规划，是上海二轮修志一

大亮点。区县志包括首轮区县志续修

志书和区县行政区划撤并后的创修志

书两种形态，在全面记述各区县行政

区划发展变迁的基础上着力反映地方

特色和发展成绩。

“修志为用，修用并举”，地方志

自古就具有“存史、育人、资政”重

要职能。二轮志书集开创性、史料

性、借鉴性、收藏性价值于一体，数

字化应用同样重要。业内指出，要让

大众更便捷应用、有效传播，充分发

挥志书的史料价值，数字化开发利用

是当务之急。比如，将志书全文数字

化加工、标引，制作全文检索版、电子书等，通过各平台传播

给不同需求的受众。

“让志书由厚到薄，走近市民、走近青少年、走进互联网，我

们在编研上发挥地情资料优势，近年来组织机构内外专家出版

上海滩丛书、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方志上海微故事丛书等，

开发音视频产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地情知识。”洪民

荣表示，将积极开展二轮修志成果开发利用，打响地方志文化品

牌，使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薪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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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辞海，与时俱进。《辞海》网络版2.0

发布会昨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举行，我国首

部走向互联网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推

出2.0网络版，基于《辞海》内容的智能硬件

产品“辞海智能词典笔”亮相，约1.6亿字

“装”进1支词典笔，扫单字实现1秒速读。

网络版2.0在《辞海》第七版13万词条

基础上，新增词条10000多条，包括百科条

目 2500条，语词条目 7500条，新增率达

10%，不仅在内容、界面、技术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更积极探索智能硬件开发、内容数据

合作的融合创新。

词典笔是充分竞争的智能硬件领域，传

统出版社为什么要进入这类产品赛道？在

上海辞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秦志华看

来，这是辞海品牌延伸的新探索，也是系统

分析市场主流词典笔后论证可行性的成

果。《辞海》也在不断推进传统工具书的迭代

升级，在内容建设、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知

识服务等方面拓展，推动权威准确的知识占

据互联网主阵地。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辞海》主编陈至立

发来贺信。

超亿次知识查检！《辞海》网
络版服务330万余用户

《辞海》被几代读者亲切地称为“无墙的

大学”。《辞海》网络版于2021年5月上线，是

一款在电脑、手机等设备上随时随地可查

阅，融合音视频、图像和三维立体模型的有

声、有色、有形的立体“辞书”。截至上周，

《辞海》网络版累计为330多万用户提供超1

亿次知识查检服务。网络版还与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合作推出“百年党史”专题，集

中反映《辞海》网络版升级迭代的成果。

记者登录手机端查看发现，网络版2.0

对首页进行优化，在词条检索框设计的基础

上，突出反映《辞海》学科的丰富性、内容的

系统性，形象展示《辞海》集字典、词典、百科

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各类知识综合汇聚的

产品特色，注重知识挖掘重组、延伸拓展的

数字辞书特点。此次修订也体现《辞海》知

识服务的个性化追求，会根据个人使用习惯

和社会新闻热点，在首页推荐相应词条等。

会上还公布了当前《辞海》网络版搜索

排行前30的单字、词语、作品、人物等，比

如，《红楼梦》《易经》《诗经》《论语》高居作品

前四，鲁迅、李白、苏轼是人物高居查检条目

前三，“龃龉”“不啻”“氤氲”则是排前三的

“热搜”词语。从这些高频查检条目可以看

出，《辞海》网络版用户的查检需求广泛，查

检层次相对较高，整体上符合《辞海》字词知

识与百科知识相结合的内容特点。

依托内容资源沉淀，提升词
典笔的交互性

如何基于辞海知识服务云平台开发更

多新的应用场景，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辞海》

优质内容的服务效能，进一步扩大“辞海”品

牌的传播力、影响力？“辞海智能词典笔”应

运而生，聚合海量内容资源，融合数字智能

技术，标志着《辞海》品牌向全新领域迈进。

记者体验发现，遇到需查询的生字时，

只需拿起词典笔，倾斜轻轻一扫，即可获得

单字发音，屏幕上还会呈现该字拼音、释义、

组词以及对应英语翻译，整个过程最快不到

一秒钟。词典笔覆盖了扫描查询、语音助

手、听力练习、语音翻译、口语测评、数码录

音、生词本、文本摘抄等功能。尤其是，词典

笔基于《辞海》网络版内容，提供8000多个

汉字的标准动态笔顺，收录甲骨文、金文等

古文字字形，以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书体

的书法代表作，还可了解汉字早期形态和演

变轨迹，由此欣赏汉字之美。

相较而言，市面不少词典笔内置内容存

在短板，一是大量挪用互联网上未经编辑加

工的内容，二是在内置词条释义的汇聚和分

立方面缺乏系统考虑，准确性无法得到保

障，甚至可能存在一些不恰当的内容。而

“辞海智能词典笔”充分依托上海辞书出版

社多年积累的内容资源优势，内置词条达

300余万条，收录《大辞海》《汉语大词典》

《英汉大词典》等国家级标志性工具书，整合

《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

精品工具书，充分体现内容权威、释义准确

的特点，更结合扫描识别、语音识别、人工智

能等技术，增强词典笔的交互性和拓展性。

目前网络版3.0工作已启动，预计明年增补

上线词条可达5万条，将进一步完善《辞海》

知识内容。

我国首部走向互联网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推出2.0网络版，“辞海智能词典笔”发布

百年《辞海》焕新，1.6亿字装进小小词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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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婷）9月28日，

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式开馆。上图东

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是集图书

文献信息资源、科技创新研发资源、

社科智库研究资源、上海地情研究资

源为一体的智慧复合型图书馆。上

图东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本次开放

全部22个主题阅读服务空间，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功能定位、提升服务品

质，打造市民乐享其中的“书房、客

厅、工作室”。融合借阅、展陈、活动

和全媒体服务的无边界服务模式为

国内图书馆界首创，传递“阅人、阅

城、阅世界”“读文、读艺、读科技”的

阅读意境。

在世界吉尼斯机构认证为世界

最大的手工制作宣纸“四丈宣”

上，有百余名读者的阅读寄语和上

图馆员的集体签名。这张“四丈

宣”是上图东馆入藏的第一份手稿

馆藏，它不仅承载了读者对阅读和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了图书馆

对服务读者的承诺和责任。开馆活

动上，10名读者代表、馆员代表、

建设者代表、志愿者代表等基层代

表现场在“四丈宣”上“点睛”，寓

意正式开启阅读时刻。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

席开馆活动，并向上图馆藏捐赠者代

表赠送感谢纪念证书。

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式开馆

“在报纸上看到我们上海要开新的图

书馆，心情特别激动。我平时就爱看书，

所以一定要来看看。”65岁的施先生清晨

6点从崇明出发，早早赶到上海图书馆东

馆附近。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完成入馆预

约后，昨天下午两点，他如愿成为该馆正

式开馆接待的第一位读者。

全媒体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图

书馆？作为“十三五”时期上海文化设施

建设重大项目，上图东馆自2017年9月动

工建设以来便备受期待。开馆第一天，它

交出了有上海温度和智慧的答卷：这里，

一切将读者摆在首位，提供的高品质公共

文化服务覆盖全年龄段、普惠均等同时又

兼备精准化、个性化。

多元阅读情境和形式，让
市民乐享其中

入馆后，王小姐直奔三楼开放式阅读

广场。这里视野极佳，温和的自然光透过

连排的落地窗洒进来。阅读广场的层高

正好与窗外树冠的高度平行，当读者从书

本里回过神来，举目望去，是大片郁郁葱

葱的树林。为了同时欣赏到自然风景和

艺术风景，她提前在手机上预约了靠近装

置艺术“鸟飞了”的位置。这是艺术家徐

冰的作品，它从中央方桌的“书本”里“飞”

出，816个不同字体的“鸟”字，从印刷体向

楷书、隶书、小篆一路演变，成群飞向窗外

的树林。美不胜收的场景，让人忍不住拿

出手机定格下画面。

相比之下，林婧更喜欢四楼和五楼藏

在书架之间的阅览桌。“这里的私密性更

好，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窝着，感觉很

不错。而藏借阅一体的设计，也给阅读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读者身份之外，林婧还

是上图东馆项目的建筑师。她介绍，东馆

可提供座位近6000个，阅读情境颇为多

元，可以正襟危坐，也可以靠在休闲沙发

上，还有断网的沉浸式极静阅览室。可以

参加的活动就更加丰富了，看展览、听讲

座乃至享受音乐、艺术、科技体验……

“能在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

馆里享受阅读和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是

莫大的幸福。作为上海市民，我感到很自

豪！”花一个半小时从莘庄赶来的钱缘

说。此前，上图东馆公测她来过，但只能

待上半天，感觉还没看够。这一次她被东

馆的开馆讲座吸引，想听听鲍鹏山的《孔

子与士》。“正式开馆了，以后就能常来。”

钱缘告诉记者，她喜欢听古典乐，下次要

再来体验一下音乐主题馆，听说这里有丰

富的馆藏唱片资源，还有高品质HIFI音

响设备，可以享受到影院级的视听欣赏，

甚至能通过专业的音乐创作软件进行音

乐创作和演奏录制。“我美国的朋友来上

海，我也要第一时间带她来逛上图东馆，

让她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设施有多赞。”

盲文打印、无障碍电影
……服务残障人士阅读需求

在上图东馆，不仅阅读的形式、内容

多种多样，各类人群也都被关照到。“上海

图书馆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越来越人性

化，为我们看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沿着

馆内铺设的盲道，视障人士许庭华顺利地

找到了一楼的无障碍阅读室。这里配置

的盲文书、触摸画、注视器、盲文打印机等

让他倍感惊喜。“残障人士虽然行动不便，

但是他们一样渴望知识，渴望精神沟通。”

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影说，

无障碍阅读室还为听障人士预留了举办

沙龙的活动区，这里有投影，可以放映无

障碍电影。阅读室桌椅都是可升降的，这

是满足坐轮椅读者的需求。“残障人士在

家的阅读需求，我们也尽量满足，比如需

要打印盲文，可以把内容发过来，我们打

印好快递过去，全程免费。”

“下次我要和外公一起来！”当发现二

楼的阅览区有专为年长人群配备的大字

本图书，11岁的史宇阳开心不已，更让他

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提的建议也被上图东

馆采纳了。“8月份参加公测的时候，我在

少儿馆看到自助借书机前排了长队，于是

询问能否增加借书机的数量。”这次来，他

发现馆方不仅在少儿馆增设了两台自助

借书机，并且配备了两张检索台，方便大

龄儿童使用。

事实上，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重要

理念，上图东馆一直坚持“开门办图书

馆”，在正式开馆前面向公众发起了几轮

公测，广泛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后，不

断调整、完善管理、服务和设施。比如，

这里的沙发、椅子、桌子，是大家投票选

出来的。在读者的建议下，书架贴上了

侧架标，茶水间配置了一次性杯子，四台

面向低龄儿童的电子阅读设备从少儿馆

撤出……

“开馆后，我们还希望听取更多读者

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及时地调整软硬

件，持续迭代完善管理、服务和设施。”上

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说，公共图书馆一直被

认为是人类社会的“第三空间”，其“传承

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全媒体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图书馆——

开馆首日，读者在这里享受阅读之美与家般体贴
上图东馆新体验

上海图书馆东馆昨天正式对公众开放，馆内随处可见的艺术作品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辞海》网

络版已累计为

330多万用户

提供了超过1

亿次的知识查

检服务。

（出版社供图）

（上接第一版）饶晓志坦言，当影片监制之一

郭帆初次推荐这个项目时，他一度犹豫了。

在查阅大量资料后，他感受到内心的好奇，才

决定投身《万里归途》。“我想知道，武力值不

高的外交官们，如何把那么多同胞从战火纷

飞的地方带回祖国。那群除了职业赋予的特

殊使命外，平时与我们并无二致的普通人，在

危急关头会迸发出什么样的光芒？”

于《万里归途》，解构剧本的过程如同拆

解一个个悬念。战火中仓皇奔逃的人们丢失

护照后，外交官该如何帮他们打通出境通

道？满城断壁残垣，空路撤侨行不通后，怎样

在短时间内接通陆路或水路？面对凶残的他

国叛军，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官仅靠沟通能

奏效吗？与大使馆失联后，外交官该把大家

带往何处？大使馆又将如何找到这群失落在

异域绝境的同胞？“最初的剧本其实只写到打

通边境通道。”饶晓志说，现实中的撤侨，一位

外交部领保中心人员在打通通道后，经由这

一通道撤离的同胞超过两万人，他亲手送出

境的就不下7000人。事实动人心魄，但就电

影而言，需要更具魅力的戏剧。

几经修改打磨，与观众见面的撤侨故事

并非一蹴而就。它有外交官的两次逆行，有

他们不断交涉、判断形势、抵抗暴力的智慧与

勇气闪耀，也有他们各自心头的牵绊动人情

肠；它还有着“开副本”般的场景更新，从枪林

弹雨下的城市突围，在四野茫茫的荒漠“赌

上”对同僚、对背后祖国的信任、找对方向，又

在百多人徒步穿越时面临“说与不说”的抉

择，剧情片、战争片类型元素丰富。影片里，

困境一波波袭来，不期而至的生离、突如其来

的死别，不断叠加着命运的悬念。有观众说：

“直到撤侨航班进入祖国领空，我才相信他们

真的安全到家了。”

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真正的
“回家”是一群人的携手同行

马东看完北京首映的评价道出许多人的

心声：“它有种弹性的力量，不卑不亢，不矫情

不煽情。”

不刻意煽情，甚至更强调情绪的内敛，偶

尔还有片刻的松弛和畅快，迎着风，一抒男儿

少年气。饶晓志说，这是现实主义所决定的，

“我们追求写实风格，相比渲染情绪，更希望

带观众身临其境地体悟外交官的处境，去走

近那群真实的人”。在他眼里，现实中的外交

官，不仅是见诸新闻的发言人，还有许多超出

常人想象的一面。以撤侨的领保中心人员为

例，大众看得见的，是他们完成撤侨国家任务

的使命担当，看不见的是他们在面对未知危

机时无法为外人乃至家人道的内心世界。《万

里归途》所做的，就是把报道中的外交官，还

原成有血有肉的人。

影片塑造了宗大伟、成朗、张子贤等几位

外交官角色，他们冲在一线撤侨，但谁都不是

高大全的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牵绊和顾

虑，有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的情之所系。”饶

晓志说，比如宗大伟，他闯过异域的险滩，受

过外交部表彰，但在家庭层面，他有中年困

顿、对家庭的无力。“就像电影里，宗大伟带着

当天往返的心理准备来执行撤侨。家有即将

临盆的妻子，他并没完全置小家于不顾，这是

人之常情。但当意外发生，需要他挺身而出

时，他也在撤侨任务与安抚妻子之间努力平

衡。”导演相信，把撤侨的主角当成普通人来

看待，观众更能从朴素情感的共鸣里体悟到

人物的抉择之艰。

又如宗大伟和成朗之间的关系，饶晓志用

“互为因果、互相成就”来形容，“成朗就像刚进

外交部的宗大伟，年轻的他也视屡建功勋的宗

大伟为榜样。但宗大伟不希望成朗成为又一

个自己，于是矛盾发生了。”一个受过苦、经过

风浪的外交官和一腔孤勇的年轻人正面碰

撞。他们对前路艰险的不同经验、对绝境里

人性的不同预判、加之个性迥然，都让撤侨之

路充满了未知。所以，撤侨的万里归途，是宗

大伟“归心”之途，也是成朗的成长之道。

外交官们有人物弧光，片中被撤离的同

胞、那些战火中归心似箭的小人物们，也被影

片投以观照。身为外交官家属的白婳，她害怕

过也流过泪，但她更以隐忍和大局观，成为撤

侨路上可以凝聚人心的温柔力量；年轻的钟冉

冉，只是有过志愿者的经历，便能在队伍需要

时站出来充当护士的角色；而刘明辉，生而为

人的恐惧、犹疑、脆弱、善良如此复杂地交织在

内心。饰演这群困在战区同胞的演员，大多是

饶晓志话剧团的演员，他们早早为角色写下人

物小传，哪怕镜头的焦点不在他们身上，但只

要人在画面，故事就一定在进行之中。饶晓志

说：“撤侨中的小人物值得用心刻画，因为通过

大量的调研、学习、走访，我们相信，撤侨，不是

个人英雄主义的事儿，真正的回家需要所有人

携手同行。需要每一个信念、信任的叠加。”

片中，宗大伟从战争的废墟里捡回一本

《一千零一夜》，拂去炮灰，他把童书的残本带

回到撤侨队伍，送给白婳的养女。小女孩翻开

辛巴达的故事，一路讲，跟着队伍一路跋涉。

童声讲述的传奇和撤侨路上的人们，被导演组

合在蒙太奇镜头下，首映时触动了许多人。“孩

子、故事、残酷的战争、无垠的荒漠，我想描绘

出一种人纵然渺小，但因为信念，会让你朝

着回家的方向一直走。”饶晓志说，“就像大

年初一执行任务、正月十五回到祖国的宗大

伟，像那个一步步数到32万多步终于望见五

星红旗的撤离同胞，回家，是中国人的心之

所向。”

“撤侨从不止于多少人，而是活生生的每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