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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位于杭州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因内

部改造暂时闭店。这家书店建成于 1954

年，是浙江现存建址最早的新华书店门店，

且它的店址位于西湖边，是许多浙江人心中

的城市地标之一，虽然明年书店升级改造完

成后会重新开业，但仍有不少读者或是专门

在闭店前再去一次，或是在网络上留言期待

它的回归。

近年来，随着大量高颜值、多功能的实

体书店出现，作为“老字号”的新华书店显得

有些落伍了。为了追上“潮流”，一些城市的

新华书店也采取了更符合年轻消费者审美

的装修风格。有意思的是，从网络上的图

片来看，改造前的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依

然保持着“古早风”，这样一家书店能一直

在读者心中有一席之地，似乎又把一个老

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当代人到底需要什

么样的书店？

今年早些时候，书店品牌言几又接连传

出闭店、因拖欠资金官司缠身等新闻，不少

人这才意识到这一“初代网红书店”已经快

撑不下去了。在此前后，钟书阁、诚品书店

和方所等知名书店品牌也陆续关闭了部分

门店。

实体书店的日子不好过，与持续近三年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有直

接关系，但这背后更本质的问题，是大多数

书店无法长期留住读者。

2016 年，我国网络书店销量超越了实

体书店，为了反击，过去只想着“多摆几个书

柜”的实体书店开始注重设计，有了咖啡区，

开发了自己的文创产品，有的还不时推出读

书活动。短时间内，这些举措确实起到了吸

引消费者的作用，甚至“打卡网红书店”一度

成为不少人城市旅游的保留项目。

然而“打卡”二字似乎本身就隐藏着新

型实体书店的危机——对那些冲着颜值或

名气而到访的人群来说，每一家“网红书店”

只需要去一次就足够了。时间长了，参观、

拍照的热闹场面自然就没有了。另一方面，

无论是卖咖啡还是卖文创产品，对书店而言

总归是副业，只有当店里的图书卖得好或读

书相关活动做得好时，副业才能起到锦上添

花的作用。

说到底，实体书店想要过得好，无论绕

多少弯子，都得回到阅读这件事上来。

试想一位消费者要买一件新衣服，选择

网购，意味着方便、价格相对较低；去商场

买，则可以试穿、对颜色和材质有更准确的

了解。同样的道理用在买书这件事上也适

用。只是人们去书店更多不是要看到图书

的外形，而是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或是

得到有针对性的阅读推荐。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就是很多爱书之人所期待的“书店的

氛围”。

只是实际中，很少有书店的店主或店员

可以充当合格的推荐人；在很多书店，除了

四处摆放的当下畅销书，读者想要淘出一两

本既在自己的书单之外又能引起兴趣的书

并不容易。

与市场经济下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开实

体书店当然也是一门生意。不同的是，除

了好的创意、理念、运营经验之外，做好这

门生意还真需要一些知识。当一家书店

能让人感受到其自身对图书和阅读的爱，

能让走进其中的人感到精神世界被拓展、

被 填 满 ，那 么 它 才 有 可 能 真 正 地 让 消 费

者，更准确地说是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推

门而入。

最好的书店氛围，是看得见的对阅读的爱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闫明杰

进入 12 月，在古城安阳的城市中轴线

上，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项

目陆续建成开放。这也意味着甲骨文、中国

文字的“家”在安阳全面建成。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与殷墟宫殿宗庙遗

址隔洹河相望，殷墟遗址博物馆正在紧张有

序施工中，主体工程已封顶。2023 年建成

后，这里也将成为研究展示甲骨文和殷商文

明的国际交流传播平台。

“守护好这棵大树，让它根固叶茂”

午夜时分，寒风四起，室外地面温度已

经零下几摄氏度。殷墟遗址保护区巡防队

员杜保平和他的同事们还在巡查中迎接新

一天的到来。

“看护遗址保护区就像看护自己的孩子

一样。”作为巡防队员，杜保平每天都需要进

行实时数据的采集、检查土坡面渗水、监测设

备运行情况等，29.47平方公里的殷墟遗址保

护区，留下了他日复一日的巡查轨迹。

像杜保平这样的殷墟文物安全守护人有

360 余名，用他们的话说，自己就像是古城遗

址的管家，小到里面的一草一木，大到遗址点

的安全，每天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巡查。

“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保护、再保

护。有了文物资源的安全传承，才能谈文物资

源的利用，才能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殷墟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邓兴

华说，殷墟的价值和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安

阳，它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宝库。

在邓兴华看来，殷墟遗址就像一棵大树，

青铜器、甲骨文、玉器等出土文物，就是树上

的果实，“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守护好这

棵大树，让它根固叶茂”。

“让甲骨学冷门不冷，代有传承，是我们

的责任。923 片甲骨，我们摸清了这个家底，

一片一片保护珍藏、建档管理，不敢有丝毫懈

怠。”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说，还有约 16

万片甲骨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正借助数字

技术让它们回归安阳。”

“甲骨文大数据平台”使前沿科技和古代

文物“亲密接触”，更是让甲骨学焕发新生机。

目前，“全球甲骨文数字化建设工程”正

抓紧推动实施。将运用三维数字扫描技术对

甲骨片进行全息影像采集，把分散在世界各

地约 16万片甲骨进行高水平、高精度的数字

化信息采集和整理，让它们回归故乡安阳，向

全世界展示，推动甲骨文收藏保护进入新阶

段，也将进一步助力甲骨文缀合、释读、研究

和文化产业发展迈上新高度。

“我是安阳人，学点甲骨文”

11月 21日，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附近的

安阳市甲骨文研学劳动实践基地，河南省高

级民间艺术师、安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董焕娇向小朋友讲述自己和剪纸艺术的渊

源，并展示她参加河南省民间艺术展的获奖

作品《甲骨文十二生肖图》。

不仅有讲座，研学劳动实践基地还设置有

甲骨文文化展厅、非遗劳动工坊、农耕责任田和

少年果园等片区，目前已累计接待学生超过

5000名。如今，安阳已建成17所省级甲骨文教

育特色学校、37所市级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

而中国文字博物馆常年开设的公益课

“甲骨学堂”，更是能让孩子们领略汉字之

美。截至目前，安阳全市已有 4.5万余个家庭

经常性参与文字文化教育活动，80 多位国家

级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前

来传道授业。

为了让甲骨冷门绝学热起来，依托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殷墟甲骨学大辞

典》《甲骨学初阶》《甲骨学堂》《甲骨文常用字

字典》《甲骨文成语故事》等一批甲骨专著和

普及读物出版，古老而充满活力的甲骨文“飞

入寻常百姓家”。

“殷墟、甲骨文始终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文

明探索的出发点和基点，我们持续推进殷墟

考古就是要让 3000 多年前的国家、城市、人

鲜活起来，让殷墟从书斋走向大众、展示独特

魅力，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

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让考古走进群众

“拿着考古神器，细细扫去浮尘，就像打

开‘考古盲盒’一样，又惊又喜。”苏州女孩沈

桑雨回忆起在安阳做考古志愿者的经历，至

今仍记忆犹新。

沈桑雨是安阳招募的考古志愿者之一。

在安阳，定期向全国招募考古志愿者，是当地

开启“公众考古模式”，活化利用文物事业的

重要举措。

“从最基础的考古知识教起，打通专业知

识与考古实践的壁垒，让他们体会到，真实的

考古就是双脚沾泥、以田野为家，从而带动更

多人保护文物。”谈起自己带领志愿者体验考

古乐趣的经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

人员申文喜很有感触。

目前安阳市有 102 座甲骨文书屋建成投

用；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揭开神秘面纱，一

个又一个城市文化地标崛起，让城市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更完善，走进文化场馆成为越来

越多安阳人推崇的文化休闲方式。

甲骨文和简化字的双标展示、文体中心

的甲骨文公益广告标识、36000 多套道路窨

井盖上的甲骨文字装饰……行走在安阳的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甲骨文元素，也时刻昭示

着这座城市与甲骨文的不解之缘。

而将甲骨文、古城文化、汉字发展史、碑

石篆刻等特色文化融入“网红”的仓巷街，开

展制陶、拓片、研学游，还经常性举办文化讲

座进行互动，将新业态引入其中，吸引了成

千上万游客光顾。“网红街”热度持续不减。

展示利用更是如火如荼。殷墟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博物馆、考古小镇等文旅

项目稳步推进；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雪糕、

殷墟青铜器数字藏品、中国文字博物馆 IP 新

形象“小仓颉”等文创层出不穷；持续创作的

大型歌舞剧《甲骨文》、网络电影《天命玄女》

等作为艺术精品不断推出；高规格国际学术

研讨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甲骨文及中国

古文字巡展等交流活动连年开展；殷墟元宇

宙、全球甲骨文全息影像采集等数字化工程

方兴未艾……

三千多岁的殷墟，文化优势和文化实力

在安阳这座城市里不断活化、融化、转化，再

次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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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

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世

界记忆遗产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被

誉为“文字之都”。三千年前殷商王室为

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篆刻的甲骨

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脉。如今正以全新的形式传承发展

甲骨文文化，书写古老文字在中华大地

焕发新机的鲜活故事。

擦亮文化瑰宝擦亮文化瑰宝 传承发展绝学传承发展绝学

给甲骨文建一个“家”

视 线G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周梅森长篇小说《大博弈》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电视剧《大博弈》登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黄金

档，并于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大博弈》围绕一家拥有百年历史

的老厂展开，讲述了孙和平等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勇于拼

搏亮剑的故事，书写时代浪潮下的中国工业制造。

北方机械厂因经营不善即将破产，远在东南亚担任海外

销售总经理的孙和平被紧急召回就任厂长。凭借多年在国际

市场打拼形成的强烈的市场意识，孙和平带领北机加入老同

学杨柳掌舵的汉重集团，并大刀阔斧地对企业进行改革。经

过几年的发展，一度濒于破产的北机获得新生，并成功在香港

上市。为了实现重汽整装梦想，真正将北机做大做强，孙和平

积极谋求收购老同学刘必定控股的红星重汽，却遭到杨柳的

全力阻击，因为杨柳认为应该把汉重集团而不是北机打造为

世界一流的重汽整装企业。三个昔日的老同学、三个充满梦

想的企业家，为了实现中国重汽行业的长足发展，展开一场惊

心动魄的大博弈……

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博弈》有别于《人民的名

义》，也有别于《人民的财产》，它直面中国制造这 20多年来走

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道路。中国制造几十年来的崛起震

惊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这个不能不正视。很多人

讲，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写农民写工人没人看，我觉得我们这

个国家还是以农民、工人为主，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基

础，文艺工作者有必要有义务为他们做些东西，这些年这类作

品太少了，我就是要做个这样的尝试。《大博弈》整个故事波澜

壮阔，荡气回肠，我想这个作品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表现工业

和改革的艺术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梅森早年作品《我主沉浮》《我本英雄》

里，就出现过汉江省、平州市等文学地标，之后的《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财产》里作家又创造了汉东省、京州市等新的文学地标，

此次的《大博弈》，故事发生在汉江省，“汉江宇宙”再回江湖。

而于近日完播的电视剧版，也是由周梅森担任编剧。在

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上海耀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的电视剧《大博弈》创作研讨会上，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从选题新鲜、人物生动、气象阔大三个维

度认可《大博弈》的成功，称赞其凸显了当代大部分电视剧所

欠缺的“精神钙质”和“现实主义创作高度和硬度”。

他说：“周梅森笔下的这种人物身上的英雄气概，这种人

性当中的硬度，是他作品一贯的风格，也是文艺创作中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不可或缺的元素。当下电视剧现实题材创作过于

侧重在红尘烟火、地气缭绕的日常生活，忘记了生活之外还有

万千世界，还有人的云水襟怀，文艺作品如果不写这些东西，

是缺乏高度、缺乏硬度的。”

电视剧、小说同时推出

《大博弈》书写时代浪潮下的中国工业制造

蔺妍 林建杰

“这是中国，这是阿联酋，我们是好朋友！我爱你们！”6
岁的阿联酋男孩萨利姆·优素福一边用中文介绍自己的画作，

一边对着镜头摆出“爱心”手势。

今年 11 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办的中文教学“百校

项目”绘画比赛吸引了 3000多名当地学生。从雕梁画栋的中

国传统建筑，到充满科技感的中国空间站，学生们用画笔表达

了对中国的热切向往和对阿中友好的美好憧憬。

近年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持续扩大人文交往，增进民心

相通。截至今年 10月，已有阿联酋、沙特、埃及、突尼斯 4个阿

拉伯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5个阿拉伯国家在高校

开设中文院系，13个阿拉伯国家建有 20所孔子学院、2个独立

孔子课堂。据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任马箭飞

介绍，目前阿联酋已有 158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设中文课程；

埃及首批 12所公立中学中文教育试点正式启动……

“中文热”使阿拉伯青年对中国的了解愈发多元化，涵盖

了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科技的诸多领域。

今年 9 月，埃及青年中文老师帕桑特·哈利勒（中文名诗

雨）通过网络视频与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航天员进行

了一次“天宫对话”。她向中国女航天员刘洋请教女性事业发

展问题，刘洋回答“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令

她印象深刻，“刘洋给全世界的女性传递了来自太空的鼓励”。

语言是文明交流的载体，国之交在于民心相交。阿拉伯

青年一代学习中文的热情体现出“Z世代”的特征，他们用年轻

态的方式理解、讲述和传播中国文化：摩洛哥音乐博主迪娜在

家乡街巷演唱中文歌曲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播放量已超过 1
亿次；“唱响埃及”歌唱比赛中，既有《映山红》等经典歌曲，也有

《夜空中最亮的星》等流行音乐；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留学的埃及

小伙马赫迪·艾哈迈德用青花绘就宇宙科幻……

（据新华社电）

从“中文热”到“天宫热”
——中文教学助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

“凌家滩文化展”在安徽博物院开展
12月 7日起，“璀璨星光——凌家滩文化展”在安徽

博物院开展。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境
内，是距今约5800年到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
聚落遗址。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
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本次展览展出各类文物
194件，包括玉器、陶器、石器等，是对凌家滩文化面貌、
凌家滩与其他史前文化互动交流的一次全景式展示。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艺 评G

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民间刺绣工艺的总称，以构图饱满、形象
传神、纹理清晰、色泽富丽、针法多样、善
于变化的艺术特色而闻名。

王新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绣项目
的广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年轻一
代的传承人，王新元的广绣作品和技艺既
有代代传承的非遗工艺，也有与时俱进的
创新发展。他将油画、摄影、国画等多种
艺术形式的线条、结构、色彩、光影变化融
入广绣作品，并开拓性地选取名画、青铜
器、人物肖像等为主题，大胆创新。

右图为王新元在制作一件以青铜器
为主题的广绣作品。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创新发展铺就广绣传承路

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