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7.4.16 星期日 首席编辑：孙雯/版面设计：马骥 电话：85311457 报料：800005086 13

全民阅读·悦读盛典全民阅读·悦读盛典

离 4 月 23 日，正好还有

一周——由钱江晚报与新华

书店集团联合举办的 2017

“博库·全民阅读周刊春风图

书势力榜”，将在世界读书日

举行颁奖盛典。

两个月的时间中，钱江

晚报联合国内各大知名出版

社，梳理了 2016 年在中国

内地出版的中文版好书，同

时结合各大读书节榜单与读

者 推 荐 ，推 出 了 2017“ 博

库·全民阅读周刊春风图书

势力榜”好书 60 书单，书单

刚出炉一周，榜单上的书就

迅速成了书店的热门推荐书

目，甚至还设立了专柜。

4 月 23 日下午，我们将

会颁发年度白金图书奖、春

风致敬奖、白银图书奖(虚构

类及非虚构类)、金翻译家

奖、新人奖、年度春风奖以及

年度春风人气奖等8个重磅

奖项。

在这 8 个奖项中，与其

余 7个相对更注重文学性的

奖项不同的年度春风人气奖

的候选图书，是来自上一年

度的新华书店图书的销售数

据，这也意味着这个奖项反

应出来的是读者在过去一年

中的阅读倾向。

所以，我们打算先开一

个小惊喜，提前揭晓年度春

风人气奖——浙江教育出版

社 于 2016 年 6 月 发 行 的

《G20的杭州故事》。

这本书的人气为什么这

么高？钱报记者采访了该书

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大众

出版分社社长胡献忠。

而今年获得年度春风人

气奖提名的另两本书，分别

是：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

史》（[英]杰里·布罗顿 ；后

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

《人 工 智 能 的 未 来》

（[美]雷·库兹韦尔；浙江人

民出版社）

春风悦读盛典一周倒计时，年度春风人气奖提前出炉

更多重磅奖项，下周日见

最具人气的《G20的杭州故事》
为什么不想做得那么有“时效性”

本报记者 陈淡宁

“整个 2016 年，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事件

应该就是 G20 峰会的召开，而对杭州而言更

是如此。”胡献忠说，“作为东道主所在地的出

版社，我们的身上其实也担负着宣传G20、宣

传浙江杭州的责任。无可厚非，这本书也成

了我们社2016年的重点项目。”

2016 年 6 月，该书正式上市之后，由于

当时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与 G20 相关的书

籍，“几乎是我们上架后的第二天，就有很多

学校打电话来订书。”

“这本书我们不想做得那么有‘时效性’，

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有时效性的出版物

可读性很有限。所以当初我们在策划时，就

确定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可读。”胡献忠说。

胡献忠说，“书里的每一篇文章，基本上都

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多人合作完成。

我们要求写作者具备海外留学、考察的经历，

这样在书写2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

史、地理等方面能够更驾轻就熟，也更为准确，

与此同时我们会找寻一个杭州本地人，来写这

个国家与杭州有交集的内容。也因此，我们的

写作者中有专家型的研究者、媒体从业者、还

有我们自己的编辑，最后书的作者署名是

‘《G20的杭州故事》编写组’。但这包含的不

仅仅是这30多位撰稿者，在他们的背后还有

许许多多为我们提供资料的支持者。”

“对一个国家来说，政治、经济、历史、教

育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写作，而最难写的其

实是文化。它的概念非常大，非常宽。但‘人

文’恰恰又是‘可读’必不可少的因素。”胡献

忠说，“最后，我们选择了以点带面的方式，比

如讲到阿根廷的文化时，我们选择了对中国

古代文化很有情节的作家博尔赫斯，并将那

一篇命名为《博尔赫斯的中国梦》。”

博尔赫斯的中国梦

“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

“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

“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

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实

话告诉你们，不去访问中国，不去访问印度，

我是死不瞑目的⋯⋯”2016 年是博尔赫斯与

我们辞别的第 30 年，当我们再次读到这些他

当年流露出的对中国无限向往的文字时，仍

不禁要扼腕慨叹！

⋯⋯

博尔赫斯把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喜爱和

着迷融入他的诸多作品中。据统计，在博尔

赫斯的全集里他 37 次提到了中国，比如之前

我们提到的诗歌《漆手杖》，还有散文《长城和

书》《时间新话》《皇宫的预言》，小说《女海盗

金寡妇》《小径分叉的花园》等都是以中国为

主要题材或故事背景的作品。最为我们中国

读者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漆手杖》这首诗作。

诗的主角—手杖，是博尔赫斯 1978 年在纽约

唐人街买的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在他晚年

失明的岁月里，他常常拄着这根来自中国的

手杖。因此，在他后期的很多照片中，我们还

能看到这位文学巨匠和他的中国黑漆手杖。

也许这根手杖代表着他对中国的心驰神往，

也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他理想中神秘、梦

幻的中国联结了起来。 （节选）

这样的写作搭档
一个杭州人+一个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

胡献忠说，“我们最想挖掘的肯定还是那

些不为人所知的，或者说，在信息很发达的年

代，被淹没掉的那些故事。比如司徒雷登，说

起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无非就是他身为美

国驻华大使的身份。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与杭州的渊源。他参与过燕京大学的筹办，

2008年就连他的骨灰都迁到了杭州。将杭州

视为第二故乡的除了司徒雷登，还有一位外国

医生叫梅滕更（时任杭州广济医院院长，现浙

医二院的前身），如今他的雕像仍然在浙医二

院，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的故事了。”

梅滕更故事的写作者叫做黄逸群，在写

作英国篇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张百年前的

老照片，与浙医二院的雕塑一模一样。

照片拍摄的是梅滕更在查房时遇到自己

的小患者，二人相互行礼的场面。

根据黄逸群的回忆，当时在找寻线索时，

她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一本外国人拍摄的杭州

老照片的影集，其中的这张照片瞬间就打动了

她。”这才是医患关系本该有的模样。把健康

与生命托付给医生的患者，对医生表达感激，

医生对病人也有着尊重与关爱。“黄逸群说。

“时常有人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那如果我们找寻的某一个故事，拉近了他与

杭州的距离，让他因为同胞的故事对杭州感

到亲切，想要更深地了解这座城，那么这本书

就是有意义的。”胡献忠说。

杭州：
一位苏格兰医生的第二故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位于杭州解放路上

的浙医二院前，多了一组雕塑—一个是身穿长

衫马褂的中国小男孩，看上去只有四五岁光

景，另一个是外国长者，一身西式装扮，头上戴

着礼帽，一老一小，双手作揖，正在互相行礼。

雕塑是根据一张拍摄于 100 多年前的老

照片创作的。鞠躬的长者，就是时任浙医二

院前身广济医院院长的苏格兰医生梅滕更。

照片拍摄的是梅滕更在查房时遇到自己的小

患者，二人相互行礼的场面。

梅滕更26岁来到杭州，不仅留在了广济医

院，而且在这里一干便是45年，将毕生的精力

都献给了这家医院和这里的医疗事业。由于医

院人手不足，他把自己的大儿子叫到了中国；他

创办了广济医校，几乎免费培养医生；在这里他

不知道救治了多少病患，培养了多少医生、助产

士、药剂师和护士。叶落终须归根，1926年，年

届70岁的梅滕更离开居住了45年的杭州，回到

英国。离开杭州前，梅滕更夫人在致友人的信

中这样写道：“早上，最先迎接我的，是西湖湖面

上难以形容的美妙的日出。它最初看起来像是

壮丽的火焰，从东边露出来，红扑扑的。黎明来

临，光芒在上空照耀，这种感觉无法形容。”杭

州，已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节选）

在信息年代
寻找被淹没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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