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探店

本报讯 丝丝缕缕的二胡声，伴随着钢

琴，如轻云无定般悠扬飘浮⋯⋯昨晚，“江南

弦语”青年二胡演奏家专场音乐会，在杭州大

剧院举行。伴随着刘虹、何娜、赵元春、杨雪

等青年艺术家们的精湛演绎，杭州观众欣赏

到了一台高水准的民乐演出。

以二胡为主题的专场演出，在杭州还真

不多。但这种“陌生感”，很快随着演出的进

行而消弭。在开场的胡琴四重奏《胡中越影》

后，刘虹独奏的《曾侯乙传奇》，很快带着人穿

越时空，回到了过去的时光。而何娜演奏的

《古巷深处》，则是另一种悠远绵长的意境。

下半场演出，包括《慢三六》《楚颂》《一步

之遥》《战马奔腾》等经典二胡曲目，也被一一

奏响。

“江南弦语”青年二胡演奏家专场音乐

会，是目前活跃在民族音乐舞台上的新星何

娜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项

音乐会。作为浙江音乐学院国乐系的二胡青

年教师，何娜还围绕该项目做了一系列的主

题讲座及专场音乐会巡演。

本报记者 陈宇浩

青年二胡演奏家齐聚杭州，江南弦语醉人

经过 18 个月的构思、设计和装修，嘉善县新华书店位于

人民大道的嘉善书城完成了转型升级的全过程，面貌一新地

出现在嘉善读者面前。

去年底，嘉善县新华书店在官方微博上写下：“我们将以

崭新的姿态与您重逢，敬请期待。”今年，书城再度开门迎客，

工作人员说，暑假时候最忙的一天，有五千多人来到书城，现

在想想“腿还有些发软”。

读者究竟是被书城的哪些新点子、新设计所打动？一位

读者嘴里的“书城里的古镇”背后又是什么故事？

本周，钱报记者来到嘉善书城一探究竟。

全新亮相的嘉善书城里装下一座古镇

本报讯 2018 年 9 月 5 日~9 日，俄罗斯

国际图书展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举办。由

浙江省商务厅主办的浙江（俄罗斯）图书展同

期举办。来自浙江的17家出版社、数字出版

提供商、设计服务及创新类文创产品开发商

联合参展。

本届浙江（俄罗斯）图书展中，浙江大学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宁波

出版社、杭州飞阅图书有限公司、杭州一源数

字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卡酷动画制

作有限公司、杭州富阳蔡氏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网易蜗牛阅读等17家浙江文化产业企业

集中亮相，向世界发出浙江声音，为海外民众

了解浙江服务发展现状、触摸中华文明脉搏

打开了重要的窗口。

此次“文化走出去”将进一步推动我省文

化服务贸易发展，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文化服务出口规模，打响“浙江服务 服

务全球”品牌。

9 月 7 日，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主题图

书俄罗斯合作编辑室”成立仪式在浙江展台

隆重举办。浙江是中国第一个在莫斯科设立

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合作编辑室的省份。浙江

大学出版社总编袁亚春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

版集团总裁穆平共同为合作编辑室揭幕。合

作编辑室的创立也是浙江服务“走出去”工作

的拓展，将对浙江图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

多元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双方还共同签署了《改革开放与浙

江经验》俄文版版权输出协议。该书俄文版

的输出，为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搭建

了新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文化交流价值。俄

罗斯尚斯国际出版集团是俄罗斯三大中国主

题图书出版社之一，每年出版的各个语种的

中国主题图书达到300余种。

中外主流媒体在展会期间也对浙江（俄

罗斯）图书展进行了专题报道，向外界传递了

浙江服务和浙江文化贸易的软实力。

展会 5 天期间，浙江展区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如传统茶道表演，书法表演，

童书朗诵活动等，俄罗斯当地民众情绪高昂

积极参与，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体会

着民心相通，文化传递的共同感。

通讯员 尤优 本报记者 孙雯

17家文化浙企亮相俄罗斯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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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篷船”里载满书籍

沿着楼梯向上，视野瞬间开阔，两侧各有一排高高的木质

“屋檐”，中庭布置了细长的图书展台，有低矮的台阶和周围相

连。

书店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根据嘉善县西塘古镇的布局，精

心设计打造的。

西塘是有名的水乡古镇，有“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

建筑，现代的人”这样的说法。我们一起来看看书店里的古镇

——左右两排木屋檐，对应着西塘岸边带屋顶的街道——“廊

棚”；地势较低的细长中庭，代表了西塘纵横交错的河道。

“河道”里面的图书展台是什么？工作人员笑着做了一个

划船的手势——原来，这些都是满载书籍的西塘“乌篷船”。

半天时间，有不少读者在这儿“打卡”自拍，但也有读者告

诉钱报记者，自己一眼没看出这层意思来，但是一经点明以

后，感觉“还真是蛮像的”。

沿着想象中的河道上岸，会看到脚下三处透明玻璃覆盖

的展示空间，里面陈列的物件分别属于嘉善的“窑文化”、“酒

文化”和“善文化”。“窑文化”说的是明清时期在嘉善远销全国

的“干窑”，盛产砖瓦；“酒文化”则展示着有数千年历史的嘉善

黄酒；“善文化”的空间里，表达了嘉善人弘扬和珍视的“地嘉

人善、嘉言善行、善气迎人”传统美德。

路过这里的小读者常蹲下来细细端详，看得不明白的，缠

着家长求解释。

嘉善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潮荣说，在嘉善，新华

书店不止是购书的去处，更是承载了地方文化的公共空间。

把古镇放进书城，将文化在展柜里具象，都是书店人对此作出

的努力。同时，伴着这些书店人贯彻许多心血的设计，书店里

也专门陈列了关于嘉善县传统文化、手工艺和西塘古镇的书

籍。

《百善图》的背后是书店的用心

嘉善书城三楼醒目的位置，用整面墙的空间展示了庞大

的《百善图》：整整一百个“善”字，各用独特的书法字体写成。

翻开《嘉善县志》，我们会看到，明朝宣德年间嘉善建县的时

候，因为所属乡民“俗尚敦庞，少犯宪辟”，所以以嘉、善二字命名。

这一百个善字，是嘉善全县24位老、中、青书法家和爱好者

共同创作而成的。篆、隶、楷、行、草等字体俱全。一位老先生走

到墙面前，临空用手指比划，练了好几种写法才离开。

除了展示，还有实践：嘉善新华书店和传统文化教育机构

合作，在三楼宽阔的区域里摆下两张长桌，铺上毛毡垫，请来

老师，供书店的小读者们习字、习国画。

整个暑假，小读者们都在这两张长桌前苦练书画，还有

不少读者干脆停下来看小朋友们的“大作”。钱报记者看

到，毡垫上已经遍布国画的色彩，都是小读者们“力透纸背”

的痕迹。

书店人介绍，新华书店还鼓励更多小读者通过比赛的方

式展示自己苦练的成果。“墨点杯”青少年硬笔书法大赛在嘉

善县的决赛，就是在书城举行，经过多轮比拼，十一位小书法

家骄傲地捧起了奖状。

嘉 善 书 城 内

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