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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新态度

日前，《带您缉拿心

脏缺血幕后黑手》新书发

布现场出乎意料地“火”

了。2024上海书展分会

场浦东图书馆的报告厅

内，早早地座无虚席，工

作人员及时在前排加了

两排椅子，纵向再加了一

列椅子，但依然有很多读

者全程站着听完了发布

会及讲座。

该书责任编辑、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韩

兵琦感慨地告诉记者：

“这充分说明了广大人

民群众对医学科普的需

求。”出版社党委书记钱

天东表示，在做好学术

出版、专业出版的同时，

会继续加强面向大众的

科普出版：“面向老百姓

的 书 ，出 再 多 也 不 为

过。”在 2024上海书展

上，记者观察到，众多出

版社积极推出科普好

书，以专业的态度回应

读者对知识的渴求。

医学知识成
为科普出版领域
的“顶流”之一

台下是充满求知欲

的读者，台上是硕果累

累的专家。《带您缉拿心

脏缺血幕后黑手》由上

海长征医院心内科主

任、知名心血管专家梁

春教授编写，得到了上

海市2022年度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科普专项及

2024年度上海市健康科

普专项计划的支持。据

悉，这是“心脏管家梁春

教授系列”科普图书的

第二本，此前出版的该

系列第一本书《梁教授

带您探秘心脏血管微世

界》获评为“2022年上海

市优秀科普图书”。梁春

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的

新书引导更多的人关注

心脏健康，积极预防和

治疗心脏疾病。

把专业难懂的医学

知识，转化为几乎无阅

读门槛的内容输出，足

以见证作者的诚意。《带

您缉拿心脏缺血幕后黑手》以漫画风

格为主，以临床真实病例为基础，在创

作风格上采用侦探破案的手法：老人

突发心梗，病因始终不明；名医坐堂会

诊，破解重重疑点终于发现病因——

患者对黑鱼过敏。该书中的病例为缺血

性心脏病，是危害公众健康的一大“杀

手”。《带您缉拿心脏缺血幕后黑手》通

过图文结合、娓娓道来的形式，让读者

获得缺血性心脏病的相关知识。越是

“深入”的专业医学知识，越是需要向老

百姓“浅出”：“心脏管家梁春教授系列”

的第一部关键词是“探秘”，第二部关键

词是“缉拿”，正在筹备编写的第三部

关键词是“聊天”，通过对话的形式向

读者普及高油脂的危害。梁春表示：

“希望自己与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携手，在医学科

普的路上越走越好。”

读者的关注点
在哪里，科普出版的
工作就做到哪里

记者在书展场馆里看

到，面向大众的医疗健康

好书还真不少。如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的《命悬一线，

我不放手》讲述了抢救危

重病例背后的医学知识，解

答了人们在面临危重疾病

冲击时常见的困惑，从患

者、家属、医生的不同角度

探讨应对之策；俗话说“坐

有坐姿，站有站姿”，姿势不

仅仅是个人仪态，更关系到

人体健康，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的《有问题的姿势》结

合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物力

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了现代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错误体

态姿势、后果及科学纠正的

方法；而人民卫生出版社的

《中国救护：家庭急救指导》

介绍了多种常见急症的急救

技能，为人们在家庭、户外等

医疗条件有限的场景下，赶

在医生介入之前开展急救提

供了简便高效的方案。

扫除科学盲区、纠正误

解和偏见，是科普工作的重

要意义所在。例如脂肪，不

少人每次大吃大喝后就发

愁，“恨不得脂肪都长在别

人身上”。但《被误解的脂

肪》却为脂肪“喊冤”。该书

的两位作者玛丽特 ·布恩和

利斯贝特 ·范罗森都是荷兰

籍，在脂肪代谢领域研究多

年并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

她们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

脂肪是一个被大众严重低

估的器官。脂肪不仅提供能

量，还能生成激素抑制食

欲。只要体脂率维持在合理

范围内，脂肪就会是人类的

好朋友。

“ 仰 观 宇 宙 ，游 目 骋

怀”。亮相书展的科普新书，

既满足着民生关注健康的

需求，也有仰望星空的好

奇。上海市七宝中学天文工

作室负责人金冶主讲的“探

索星空”系列图书阅读分享

会上，一场关于人类对金星

和宇宙进行科学探索的知

识盛宴，吸引了多个年龄层次的读者驻

足。该系列科普图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出品，以有趣的天文故事、天文学家不

屈不挠的探索精神激发了读者仰望星空

的兴趣和探秘天文的热情。江苏人民出

版社《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的

作者历时三年，行程万里，查阅上千万字

资料，采访数十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首

席科学家，全过程、全景式展现中国天文

发展壮阔历程，详细记述了重大天文项目

研制和观测成果。人民邮电出版社《星征

程：聆听宇宙的解答》是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为大众撰写的一本科普文集，书中

不仅有星际旅行、黑洞、引力波、暗能量等

天文学和宇宙学知识，同时展现了中国天

文学家们的科研精神和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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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就读艺术类专业的小王趁

着暑假回国，特来上海书展淘起艺术

书籍。他发现相关图书无论国际化还

是丰富性都超出预期，甚至欣喜地发

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海外的高质

量梳理、研究又反向输入到国内，这指

的 是 英 国 老 牌 艺 术 图 书 出 版 社

Thames& Hudson带 来 的《Chinese

DressinDetail》，收录了伦敦V&A博

物馆馆藏的近百件中国服装。

今年上海书展的艺术“浓度”前所

未有之高。上海展览中心主展馆的很

多展区中，几乎都能找到蔚为壮观的

艺术方阵。与主展馆一路之隔的上海

商城一楼广场，上海自贸区带来的“国

际艺术图书专题展示区”则预计在七

天展期内接力上新总计 1060种与

“美”有关的书籍，近半数为进口图

书。艺术评论家、资深出版人徐明松

观察到，艺术渐从图书出版中的小众

门类步入大众视野，艺术图书的品类

越来越多，销量越来越好，尤其近年来

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走进博物馆、美术

馆，也反向助推了市场对于艺术图书

的需求。

图像的引力

读图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

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记者在上海书

展现场留意到，主打精美图像的大部

头图录与画册成为艺术图书中最为吸

睛的品类。

以慈眼视众生的辽代木雕彩绘水

月观音作为封面的《海外国宝全书》，

以美轮美奂的明代孝端皇后凤冠作为

封面的《中国国宝全书》，以仇英版《清

明上河图》中仙山楼阁作为封面的《中

国绘画全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

社展区，其旗下艺术品牌“有书至美”

出版的一系列精装典藏版艺术图书，

黏住了很多读者的视线。巨幕开本，

超清画帧，以全彩插图收录文物艺术

品数百上千件，内页采用特种艺术纸，

每一本都足有十多斤重，价格自然不

菲，而书展开幕的前两个小时内，这一

系列图书竟然已售出十多本。比较再

三，一位头发花白的爷叔挑中了《中国

博物馆全书》，坦言想买给读小学的孙

子翻翻。出版方向记者透露，此前这

一系列图书的受欢迎程度就大大超出

预期。其中最早出版的《中国绘画全

书》，去年年底推出至今已售出约8万

册，问世20多天的《海外国宝全书》，

销量则超过1.5万册。

亮相上海书展的众多艺术图书

中，不少就是近来热门文博艺术展览

的配套图录。上海书画出版社展区，

火爆登陆上海博物馆的“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展”同名图录以上百本叠

成金字塔般的造型，成为“门面担当”。

艺术爱好者卓小姐毫不犹豫买下了一

本。她告诉记者：“展览至今还没预约

上，打算先翻翻图录，就当预习了。”对于

喜欢的展览，尤其是展品赏心悦目的展

览，卓小姐有购买图录的习惯，她买的上

一本图录是上海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

馆珍藏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古埃及

展领衔的图录方阵中，还包括浦东美术

馆“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

往事”、宝龙美术馆“西方人物绘画400

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等热门大

展配套图录。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

辑王剑看来，展览图录近来的热闹，一方

面呼应着席卷大众的文博艺术热，另一方

面也与不少图录在展品展示之外所做的

加法有关，以对于文物艺术品方方面面

的价值再挖掘，拓展了人们的观展体验。

美育的拓展

再看艺术图书的另一大品类——大

众美育类，记者也从本届上海书展中窥

见些许变化。最显著的便是，这类图书

不再就作品谈作品，而是跳出艺术本身，

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美学等更广

阔的视野看待文物艺术品。

48件作品，从6000年前的彩陶缸到

20世纪的绘画，不仅仅讲述审美，而是

借一件件经典的作品讨论古代人的宇宙

观、古代人的审美标准、古代人如何宣泄

内心感受等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带

到上海书展首发的艺术史学者曹星原新

著《美绘之术六千年》，打开了立体观看

中国美术史的新视角。书中随处可见中

西方平行比较，帮助读者在全球视野中

理解中国艺术作品的特性与地位。例

如，说到北宋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

采用的平行透视法时，指出日本《源氏物

语》中的插图及中东或印度的细密画都

采用过类似方式，并且可能正是受到中

国画平行透视的影响；说到绘画史上米

家父子以“云烟变灭”的风格奠定了一种

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倾向时，则提及这

其实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艺术追求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火爆，让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的新作

《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

人气颇高。“国外那么多中国文物，没法

把它们带回来。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笔

对这些文物进行记录研究，写成书，告诉

国人。我想，终有一天，这些国宝会重新

回到中国。”霍宏伟在生活 ·读书 ·新知三

联书店出版的这本新书中，为大众解析

的不止于流失文物历史、艺术等价值本

身，还提供了对其丢失经过的追溯、原

始保存信息的复原、人物身份考证、古

物用途还原、一个时代的风貌研究等多

重视角。

从戏剧美学到电影美学，从中华美

育到艺术美学，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顾春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

《心游天地外：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一

书中，深入浅出地带领普通读者领悟中

国艺术的根本精神，读懂中国美学的内

蕴与神采。例如，她认为《红楼梦》的生

活美学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

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红楼梦》中出现的

宴饮活动、物质生活都和吟诗作画、酒令

歌舞、演剧等文化和精神活动紧密结合。

文博艺术有多火，在书展有了鲜活回应

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 ·甘德、匈牙利小

说家巴尔提斯 ·阿蒂拉和法国作家

克里斯蒂安 ·加尔桑在2024上海国

际文学周中，来到滴水湖畔的朵云

书院，以“跨越故事边界，连接人与

世界”为主题展开一场作家圆桌谈，

他们基于各自的创作经验，面对上

海读者，共同探讨了语言变迁、科技

发展和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巴尔提斯以局内人的视角表达

了一个通透的观点：“即便全世界的

文学作品消失，这个时代并不会因

此崩溃，人类社会系统将继续运转

下去，所以文学的确是无用的。但

只要人的心理需求仍然存在，文学将

顽固地存在下去。”他还指出，如果AI

能写出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作品，

那就让AI写，这不会威胁到文学，文

学正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它的精神

价值被低估，并且被待价而沽”。

坏的语言损伤人类的
理解力

甘德提到，近些年在美国，读诗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看起来乐

观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则有些微妙。

年轻人读诗，大部分是觉得诗的语

言够简洁，也够短。人们难以接受

复杂的长文本，这是一个危险的信

号。科技带来便捷多样的通信手

段，语言传递的门槛随之不断降低，

人们通过社交网络沟通，只要几个

零散的单词甚至表情包就够了。这

意味着语言被边缘化，人们通过语

言表达想法、通过语言传递情感的

能力正在丧失，或者说，表情包成为

时代的通行语言，这本身就是科技对

人的某种程度的异化。

加尔桑回应这个话题时，引用了

意大利导演南尼 ·莫莱蒂的一部电影

里的细节——一个年轻姑娘和男记者

无法沟通，姑娘说的是朴素的、日常的

语言，她不会道貌岸然、阴阳怪气的表

达，她愤怒且痛苦地质疑那个记者：

“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加尔桑

说，人类生存状况本身就是一个迷雾

般的难题，人们发现了语言、写作和文

学，用这样的方式了解世界并与之建

立联系。但语言也是双刃剑，糟糕的

语言带来误解和背叛，制造人和人、人

和世界之间更深的隔阂。可以说，语

言这个能力，既是人类拥有的天赋，有

些时候又成为人类的先天缺陷。

巴尔提斯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

思想、情感和语言组成相互影响的“铁

三角”，败坏的语言杀伤力极大，会损

害思想和情感，当那些被污染的语言

通行时，人的理解能力、人与他人产生

连接和共情的能力都会连带遭到损

伤。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语言都带

着时代的痕迹，但他们的作品顽固地

伫立于时间之外，《战争与和平》和《哈

姆雷特》之所以伟大，因为这些作品的

语言在任何语种的语境里，总能传递

感情，制造了跨越国族和文化的共情。

不相信真实，只相信真诚

甘德对地质学和生物学有很浓厚

的兴趣，他曾参与一名生物学家的工

作，他们当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

鹰、响尾蛇、昆虫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

地球上的物质世界，但老鹰、响尾蛇和

昆虫所感知的世界，肯定不是人所认

知的世界。具象地描述，响尾蛇的眼

睛和鼻孔之间有一个感应窝，用来探

测外界生物的体温，所以响尾蛇认知

的“真实”和人类以为的“真实”如同异

度空间、平行宇宙。甘德由此发散，当

人们阅读小说、观看电影、欣赏戏剧和

艺术的时候，堪比进入了老鹰、响尾蛇

和昆虫的“视角”，也就感受到甚至浸

没于另一种真实，是和现实生活不同

的多重宇宙。他认为，真实是一个多

义词，是隐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内心

体验，虚构不是真实的反义词，它是通

向“内心真实”的虫洞。

加尔桑盛赞“虚构是虫洞”这个绝

妙的比喻。他补充道：“人们借助于响

尾蛇或昆虫或老鹰的眼睛，不仅看到

复杂的、多重的真实，反向也能更理解

人类眼前的世界。”他进一步把虚构比

喻为“人们接近真实所依仗的拐杖”。

他直言：“我并不相信真实，我只相信

真诚。”只有此时此刻正在流逝的生活

是真实的，任何试图唤起过往时刻的

写作都是虚构，因为没有一种文本能

还原活生生的人们经历的一切，写作

一定伴随着遗忘、遮掩和揭示，在文学

中探讨的“真实”，其实讨论的是真实

怎样被“构造”。

巴尔提斯接着这个话题分享了他

早年写作中的一件趣事。他在第一部

长篇小说《散步》里提到了一幅油画，

画上满月照亮湖面，他一直以为这幅

画来自于他的想象，他虚构了这幅画，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祖母家的墙上挂

着一幅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的油画。

所以他认同“虚构是虫洞”这个说法，

有些时候作家都没有意识到，已然在

想象和真实之间来回穿梭了很久。

人工智能不会威胁文
学，伤害文学的是商品逻辑

作家们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触及人

工智能这个当下很火的话题。

甘德有些无奈地谈到，最不看好

他的从来不是读者，而是他的小儿子，

经常在他面前断言“AI什么都能写，

你们作家很快就是多余的人”。他苦

恼于无法说服儿子，而巴尔提斯对此

很释然，他说，未来的文学由人还是人

工智能来写，这个问题不重要，只要写

得够好，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不妨

让AI来写。就譬如，如果AI绘画能媲

美达 ·芬奇，那就让AI们多多地画。写

作同理。他掏心掏肺地说出：文学是

无用的，假设人类的文学作品都消失，

社会并不会因此崩溃，而是会按部就班

地运转下去。但文学能顽固地存留至

今并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种无用的艺

术与人类精神体验很深地联系着，人的

心理基本需求不会因社会变迁和科技

进步而消失。让他感到失落的并不是

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而是消费文化

占据了日常生活，流媒体、游乐场和购

物中心填充了人们的闲暇，在这个消

费主义的市场闭环里，文学不能幸免

地被同等待价而沽，它的商品属性覆

盖甚至取代了它的精神价值，或者说，

它的精神价值和市场价值捆绑在一

起，这让严肃的写作者陷入孤独。

加尔桑平衡了这种伤感的情绪，

他说：“我们来到这么美的一座书店，

在看得到风景的房子里看到这么多

书，又有这么多喜欢文学的读者远道

而来，这让一向不怎么乐观的我涌起

乐观的情绪。”他不否认，现在大部分

法国人也不读文学作品，很多人“只在

中学期间为了应付课业读巴尔扎克和

福楼拜，雨果和左拉成了先贤祠里的

吉祥物”，但即便是这样，“就像中世纪

的人们不会想象出互联网，我们又何必

断定几十年、几百年后的未来呢？不如

保持信心，信心通常是不会错的。”

文学被待价而沽
比  写作更可怕

名家共享书房

作家圆桌：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 ·甘德、匈牙利

小说家巴尔提斯 ·阿蒂拉和法国作家

克里斯蒂安 ·加尔桑在2024上海国际

文学周中，以“跨越故事边界，连接人与

世界”为主题展开一场作家圆桌谈，他们

基于各自的创作经验，面对上海读者，共

同探讨了语言变迁、科技发展和经济因

素对文学的影响。 （均主办方供图）

上海书展“国际艺术图书专题展示区”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