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运筹帷幄的片场导

演，变身独具慧眼的美术指

导、摄影指导，在电影中饰演

心仪的角色……在“走进电影

世界”这门通识教育核心课

中，这些可能性可以一一实

现。授课教师、学校艺术教育

中心高级讲师许肖潇说，课程

力求让“连电影都没看过几

部、连电影器材都没有见过、

来自数理化文史哲等各专业、

各年级本科生们‘知道’电影

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门

课中学会深入内心、不迎合、

不卑不亢地建构自己的电影

认知体系，能独立体悟与解读

他人作品；养成以艺术审美和

诗意想象对待生活与时代、个

人与他者，情感丰沛、热爱生

活。”

允许学生提出并践行自

己的想法，让学生放手去干、

动手去做，正是“走进电影世

界”的课程特色。品读经典作

品，建立对于电影初步的导演

思维；亲身实践，体验电影拍

摄流程；带着体验和感悟，走

向创作与自我表达。课程从

这三个模块循序渐进。

“学生会了解经典电影

的艺术语言及其应用机制，

继而在经典段落的翻拍实践

中把分割殆尽的视听语言碎

片拼回成一部整体的艺术作

品，在分解又还原的体验过

程中，感受到原作品的内在

力 量 与 外 在 形 式 的 强 力 纽

带。”

从“模仿”出发，有所思考

与探求，最终实现“在自由创

作中体认”，正是许肖潇对学

生的期许。

课程提供的这些“审美体

验”，逐渐酿就同学们“更敏锐

的电影审美直觉”，并使他们

在经年的岁月中与留在心中

的电影作品相处，真正实现通

过电影“立德树人”，“先器识

而后文艺”。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实习记者 严静雯姚舟怡

我在复旦拍电影我在复旦拍电影
●复旦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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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书屋”共建签约 阅读达人分享秘诀
春暖花开日，正是读书时。

4月21日，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

来临之际，以“阅读新时代”为主

题，复旦大学第十一届读书节开

幕暨“桃李书屋”共建签约仪式

举行。

开幕式上，区校签约共建书

屋。学校将联合杨浦区共建社

区“桃李书屋”，旨在营造更好的

社区文化环境和读书氛围，让校

园文化资源与城市社区共享，也

为复旦人藏书建设一个新家园，

发挥藏书价值与作用。

千本图书有了新家

学校向杨浦区首批捐赠“桃

李书屋”图书 1000 余本，它们多

为学校在职、退休教师等复旦人

所捐赠图书和馆藏复本。这批

藏书从复旦书库、从捐赠者手

中，走进社区新家园，待完成相

关图书资产转移流程，征得捐赠

人同意后，将被放置在社区文化

空间书架上。首个“桃李书屋”

将设置在五角场街道社区文化

空间。

下一步，学校将建立畅通

“桃李书屋”长效捐赠通道，向社

区基层输送更多更好的文化资

源。未来，校、区双方还将着力

拓宽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校地

合作新渠道。

2022年度阅读达人出炉

谁是复旦最爱读书的人？

良好的阅读环境靠谁维护？图

书馆将过去一年师生阅读大数

据汇聚榜单，评选出 2022 年度

阅读达人和优秀志愿者。

2022年度阅读达人唐寅、任

云凤，2022年度图书馆优秀志愿

者马亚琴、欧阳思宇、戚瀚文、胡

济赟、滕雅琳、徐帅婧获颁奖状。

历史学系 2020 级本科生唐

寅去年借阅图书 800 余册。他

平时主要阅读中国古代文史方

面的书籍。“按图索骥”、标记新

书，然后在图书馆系统检索、保

存编号、前往借阅……他“每天

重复着这个近似流水线作业的

事情，乐此不疲”。但他谦虚地

表示：“不敢妄谈一年精读 800

本书，只能说读过 800 本。”始终

保持高强度阅读，是他最终成为

2022年度阅读达人的秘诀。

新时代如何阅读

在技术快速迭变、人工智能

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

何阅读？开幕式后，来自人文社

科学者和人工智能专家展开一

场对谈交流、思维碰撞。

校图书馆馆长陈引驰，复旦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

一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黄萱菁，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分享

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

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近期火热的 chatGPT 大

放异彩，阅读能够借力和使用的

新方法和新手段也不断增加。

纸质阅读会衰落吗？

“读书并不拘泥于形式，最

重要的还是书中包含的内容”，

对谈伊始，陈引驰表达了对人

工智能时代读书形式的开放态

度。古往今来，知识的获取是

共通的。从竹简到纸张，从手

写到印刷再到电子屏幕，即使

承载知识的媒介几经流变，人

们始终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

在新科技层出不穷未来，也仍

将会如此。

黄萱菁作为人工智能专家

则有一个更奇妙的思考，人是否

能像机器一样读书？“chatGPT

是怎么‘读书’的？对齐人类意

图，选取优质素材、案例进行大

量训练。”通过介绍 chatGPT 深

度学习的步骤，黄萱菁将训练人

工智能的过程类比人类读书，反

过来也给在场所有人“广读书、

读好书、读经典”的建议。

结合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发

现的现象，陆一提示要“懂得对

理性的非工具性运用”，“真正的

创新不是检索、归类型的工作”

“在高度发达的机器工具面前，

人需要更加清楚人之为人的价

值，在智识生活中保卫人的尊

严”。

新时代如何阅读经典？人

工智能时代，怎样利用其辅助生

产学习，并发现确立作为人类的

主体价值？嘉宾们还探讨了这

些主题。

复圕定向比赛开跑

在世界读书日前后举办读

书节系列活动，已成为复旦人的

文化传统和校园品牌，今年已是

第十一届。旨在引导广大师生

提高阅读质量，提升人文与科学

素养，更好读通、读懂新时代的

中国，将个体阅读与新时代的召

唤融汇共鸣。

当天下午，复圕定向比赛在

文科图书馆安静“开跑”，八大点

位涵盖知识竞猜，包含解密闯关、

非遗体验、体能挑战、游戏互动等

环节。此外，图书馆还组织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读书、

分享、竞赛、体验、看展：“真人图

书馆”阅读讲座、藏书故事分享

会、在线书评征集、线上有奖竞

答、拓印体验、科研方法分享，并

设有李大钊文献展、知识产权展、

赵景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等一系列展陈。丰富多彩的活动

引导大家爱上阅读，在参与中收

获、在实践中成长。

“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

味，面目可憎”。阅读，是一个人

去看世界的路。在一年一度的

读书节中，师生一起漫步书廊，

畅游书海，共赴这场“阅读新时

代”。

本报记者 汪祯仪
本报记者 戚心茹摄

“读书就是我的生活。”书中

日月长，观之天地阔。

志德书院导师、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定平，腾飞

书院导师、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高级讲师戴开宇，克卿书院导

师、附属华山医院主任医师张

军，任重书院导师、中国语言文

学系副教授张怡微，希德书院导

师、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在读书

日共话何谓读书，为何读书。

郭定平主持过两届“经典读

书会”，“精读原典要花长时间、

下大功夫，但对我们充分理解人

类社会进步，对青年学子思维训

练以及将来做学术研究的帮助

无疑是巨大的。”

在张怡微的阅读世界里，书

籍包括对过去的整理，也关乎未

来，是心灵的体验，更是关乎内

心的秩序。“我看待世界的方法

是读书给予的，阅读是一个更广

阔的世界，这里有能让自己接纳

对人生诸多困惑的文学作品、艺

术作品，会给我们力量。”

戴开宇说，“真正的读书可

能是你忙了一天，躺在床上想休

息时，还想去伸手翻看的那本

书，那是你真正心灵的渴求，就

像饿了要吃东西一样。经过知

识的新陈代谢，我们才能更有生

命力。”他认为读书时需要做到

“得意忘形”，要得到书的意境，

不一定要被形式化或知识的细

节所束缚，而是人与书形成共

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做

到知行合一才真的成为了自己

的东西。如何抓住一闪而过的

灵光，戴开宇有自己的方法，“我

会把看书过程中产生的灵感实

时记录下来，有些和课程相关的

就直接做 PPT 或画思维导图记

成笔记。在读书过程中，想象着

怎么跟别人讲，讲出来后就很难

忘记了。”

读书的重要性对兰小欢不

言自明，无需在意自己究竟读了

多少本书，选择对自己知识有增

量的内容去阅读，“从经济学的

角度，读书是年轻人构造自己精

神世界，最经济的方式。”

张军认为“要把一本厚书读

薄，再由薄读厚。”以医科经典的

《内科学》为例，他认为要先每章

通读，根据大纲，理清条目和概

要，形成对整本书的框架。随

后，合上书本，根据纲要，回想整

本书的内容。最后，要不断补充

行业最新知识，同时尤为注重医

学的人文素养，将“书”读厚。

“会读书的人，不是过一种

单个人的生活，而是一种人类的

生活。”读书和不读书，所体会的

人生是大不一样的，所谓“读书

提升人生境界”，就是通过阅读

探索世界，在探索的基础之上，

积累知识，增长智慧，改变世

界。“真正会读书的人，人生有广

度、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保

持好奇心去阅读，去感受世界，

这是五位老师对青年学子们的

希冀。 本报记者 赵天润

五位导师嘱五位导师嘱““保持好奇心去阅读保持好奇心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