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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书店，发现那些隐藏在纸页中的风景
当下提到阅读，不仅仅是读

“书”。纸质书阅读，电子阅读

器、在线阅读、听书——“多种阅

读方式齐头并进，数字化阅读趋

势明显”作为阅读的现状被写入

《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中。

数字化阅读冲击着实体书

店。但把目光投向实体书店，仍

然能看见情怀、热爱和努力。

书店承载的记忆

在复旦同学心中，书店承载

着怎样的阅读记忆？又附着了

哪些新的意义？

有的人与书店的结缘始于

童年。有些书店是扎根在身边

的风景，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人。

有的书店是城市的精神坐标。

23 级中文本科生张伊凡每

去到一个地方后会探索书店，

“书店其实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连

接现实情感和书籍空间的‘第三

世界’，在书店中阅读也让能人

实现一种便捷的精神还乡。”而

正是在书店带来的这无数次精

神还乡中，我们看见自己对阅读

的热爱，阅读的传递，城市的集

体记忆和更多风景。

书籍是日常的风景

在邯郸校区周边的喧嚣中，

伫立着两家与复旦人息息相关

的书店——“门对门”的复旦旧

书店和悦悦书店，是大学路上日

常而又令人驻足的风景。

一家书店何以成为书店？

对旧书店和悦悦书店来说，皆是

“从小开始”，也与复旦有关。旧

书店从文图门口一个卖旧书的

小地摊，到在中国科技图书公司

拥有一片专门经营二手书的区

域，再到张强盘下大学路的这块

店面，接纳着更多的爱书人。

悦悦书店“从一面墙开始卖

书。2001年，主理人罗红和丈夫

还是热爱听文史哲讲座和阅读的

复旦理工科学生。“那时买书只能

去逛书店，而且我先生把所有生

活费都买书了，我就说，干脆开个

书店，以书养书吧。”他们在北区

书店租下一面墙卖书，在师生们

口口相传下，生意越做越好。最

后包下整个书店，这就是悦悦书

店的雏形。与其说是“很有商业

头脑”，罗红觉得，开一家书店更

像是以热爱为初心去做的事情。

悦悦书店跟随着校园以及

周边商圈的变迁移动过几次，最

后和旧书店一样，留在了大学路

商圈，在这里能接触更多资源，

面向更多的社会群体。

两家书店的日常同样繁忙

而丰富。复旦旧书店开门较早，

张强会在店里接待读者们。在

他和妻子的日常工作中，选书收

书也占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

四处收集来的书，构成了旧书店

的庞大而丰富的书籍宝库。

经营方式多元的悦悦书店

有更大的团队和更细化的日常

分工。“有负责日常书店经营的

小伙伴，也有负责活动运营，新

媒体运营，社群运营和对接资源

的小伙伴们。”罗红说，为了搭建

更大的平台，丰富书店的活动，

需要和复旦的老师、大学路的商

家对接。她对书店事务也亲力

亲为，把关书店的选书和活动。

风景背后的热爱

实体书店以自身的生命力，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变的文化景

观，其中一部分需归功于这些还

在努力经营书店的“英雄”们。

从文图门口的地摊，到大学

路的小店面，在和复旦师生的交

流中，张强对于书店的感情也由

“谋生的生意”，到“想要真正坚

持的热爱”。在做书店的这些

年，这种和人建立起来的连接感

让他难以忘记。

悦悦书店让罗红强化了与

阅读，和热爱阅读的人之间的情

感连接。“阅读为我的人生打开

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阅读，她

与朋友，甚至爱人结缘，又让阅

读深刻影响自己的孩子。“无论

是对自我的成长，对我的事业，

对我的家庭，书已经成为了我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

水，就像空气。”

热爱可抵万难。在罗红心

中，书店就是她的第二个孩子，

是需要持续地关注成长、投入精

力和感情的“孩子”，“如果一辈

子做这么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还

是值得的。”

更多阅读的可能性

实体书店的“坚守”需要情

怀，但又不止情怀。他们也在思

考阅读方式中发生的变迁，尝试

为当下的读者们打开精神生活

的又一扇窗口。

对于阅读方式的改变，张强

觉得是自然发生的过程，“或许

到某一天电子会取代纸质书，纸

质书就会变成一种收藏品的存

在。”但他心中纸质书阅读的价

值又不可替代。他感触的是一

份复旦中文系老教授为了修改

文章而手写六次的手稿。这种

纸笔之间的接触，就如同指尖摩

挲过书页，能够在反复中，带来

对知识的更深的记忆与思考。

他觉得，纸质书能够在快节奏时

代给人们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

的一种“深刻感”。

张强希望，复旦旧书店能作

为一个吸引大家来线下阅读的

空间存在，用书本在快节奏中搭

建一种宁静的精神空间。

罗红很少定义实体书店应

该是什么样子，而是思考自己能

为读者提供什么，“悦悦书店想

要在阅读这件事情上用不同的

方式来陪伴读者，让大家除了在

线上听讲座、买书，还来到线下

活动和讲座，实现人与人之间面

对面的交流。”

对于线下活动，早在 City-

walk 爆火之前，悦悦就组织过

“随建筑走进上海的前世今生”

的活动，让大家在上海街头随着

文博学者的讲解，一起“阅读”建

筑背后的故事。去年读书日，它

们与大学路合作的阅读集市也

收获了诸多好评。除此之外，书

店还和复旦校友组织国学社合

作开设课程，邀请复旦教授开办

讲座。“全中国只有一条”的大学

路及其毗邻高校的区位给予悦

悦书店天然的地理优势，如何利

用好资源去服务这些高校的人

群，或者是更多年轻的、热爱阅

读的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和名

家面对面交流阅读的途径，是罗

红重要的思考方向。

悦悦书店同时也在践行着

新媒体时代下的融合发展。“我

们这个公司的要求就是两个基

因——阅读的基因和互联网的

基因。”罗红很早就意识到，实体

书店的线下影响力始终有限，因

此她在 b 站上传课程的视频，或

者在平台上直播讲座；她说，希

望这些讲座的影响力不止于现

场的朋友，而是借助与互联网的

融合，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

些资源。现在，悦悦书店在 b 站

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已经拥

有了数量庞大的粉丝。

无论是复旦旧书店丰富的

学术书籍，还是悦悦书店深刻有

趣的阅读活动，都成为复旦人、

也是更多人阅读和思考的“第二

课堂”，让对阅读怀揣着兴趣与

热爱的人，在这里发现更多关于

阅读的可能性。

如何在快节奏的喧嚣和骤

变中用阅读搭建日常的精神角

落，如何在多种阅读方式和可能

性自由生长的当下找到最舒适

的阅读姿态，如何通过阅读与交

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走进书店的复旦人，也在寻找这

些问题的答案。

文/刘语童 郭梦涵 蓝怡洁
罗敏丹

“学长/学姐，你是在学古籍

修复吗？”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的博士生们常会遇到这样的询

问。

古籍保护是一门综合、开放

的年轻学科，融合性和实践性都

很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于

2017年招收首位博士研究生，至

今已毕业三位，在读博士生十三

位，他们之前的学科背景及从业

经历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使

得“古籍保护”博士生培养呈现

出动态、更新的状态，不断拓展

这个“年轻而又古老”的学科内

涵和外延。

由学生自发组织、自主参与

的“修绠汲古：古籍保护跨学科

青年工作坊”6月5日举办，论文

选题涉及中国古代典籍四部及

近代书信、目录、日记等文献，时

代横跨中古至近代，学科涵盖历

史学、艺术学、古典文献学、古籍

保护学等。

工作坊是古籍保护青年学

子一次探索学科内涵及论文写

作方法的有效实践，分三个议

题。首场主题为“历史回响：经

史文献的解读与保护”，第二场

主题为“金石永固：明清及近代

物质文献研究”，第三场主题为

“书林纪事：藏书流通及尺牍研

究”。 文/付明易

探索古籍保护学科内涵的实践探索古籍保护学科内涵的实践

上海爱乐乐团复旦专场音

乐会暨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首

届科技文化节闭幕式 6 月 18 日

在相辉堂北堂· 郑裕彤剧场举

行。线下700多名师生和校友参

与，线上复旦大学视频号、上海

复旦大学校友会视频号、上海爱

乐乐团视频号同步直播，观看点

击量超过8万人次。

演出还有两大亮点，外籍校

友李曦萌先生同台参演《茉莉

花》曲目，上海校友会蓝精灵合

唱团闪唱《复旦大学校歌》，获得

热烈掌声。

上海爱乐乐团奏响复旦专场上海爱乐乐团奏响复旦专场

6 月 14 日，校图书馆联合大

健康信息研究中心、中华古籍保

护研究院、党委统战部共同主办

福庆讲堂暨福庆科普讲坛文化

和自然遗产主题活动。采用线

上线下结合方式，吸引超1200人

观看。

中国传统纸蕴藏了深厚的

文化积淀，也得益于新技术的加

持焕发新生。主讲嘉宾中国科

学院院士杨玉良教授从自己跨

界研究古籍保护的经历开讲，首

先强调机械化制造的大趋势下

比起“中国手工纸”的叫法，称

“中国传统纸”更为妥帖。介绍

了金板与石刻、泥板与蜡板、植

物材料如贝叶和纸莎草、木简与

竹简、绢帛与毛笔等人类早期的

书写材料和工具。认为中国传

统纸与现代纸在原料、生成工艺

等方面有重要差别，具有个性化

的艺术价值，无纸化时代远未到

来。他解说了开化纸的历史传

承和原材料，以及复旦2023年录

取通知书、书法和铜板印刷以及

古籍字画修复和典籍印刷等实

际应用，介绍传统纸相关的科学

和技术问题，揭示现代科技如何

帮助揭开“纸寿千年”的奥秘。

互动环节中，杨玉良回答了

观众提出的“如何更好保护刻本

等古籍”“如何防止陈年宣纸出

锈斑或者霉斑”等问题。

来源：校图书馆

福庆讲堂举办主题活动福庆讲堂举办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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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夏日影像

夏至已至，又

是 一 年 栀 子 花

开。临别前再回

眸，珍藏复旦赠与

你的夏日影像。

本报记者：赵天润

■复旦旧书店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