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
還有書籍》
講述讀書人
關心的那些
事兒。圖為
第 一 季 海
報。

▶《但是，
還有書籍》
第 二 季 劇
照。

▶版本目錄
學家沈燮元
一輩子 「沉
浸」 在圖書
館，被譽為
「古籍活字
典」 。

▶漫畫家趙
佳的代表作
《黑血》。

▶ 在 海 拔
3800 米 的 塔
公草原上，藏
族僧人久美耗
費19個月建起
一座公益圖書
館—納朗瑪
社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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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的主題是書，目前可
見的11集（第一季5集，第二季6
集）幾乎涵括了我們關於一本書台
前幕後的想像，比如，圖書編輯、
裝幀設計、出版、書店、圖書館、
二手書，以及繪本、文學、漫畫、
圖書公益事業，等等。作為紀錄
片，《書籍》有濃郁的知識性。觀
看〈書海編舟記〉，我們知道了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問世的曲
折，以及中華書局的俞國林編輯為
此付出的努力。從〈我們的圖書
館〉中，我們又從版本目錄學家沈
燮元輕鬆的講述中明白了 「黃跋」
這個高冷概念的內涵及價值。

講述一種閱讀美學
不過，《書籍》的真正魅力還

不僅於知識，而是以書為媒介，把
寫書人、譯書人、編書人、出版
人、賣書人、讀書人、藏書人等不
同群體的故事推向前台，讓觀者直
觀感受到蕩漾在書海裏的情懷和精
神。

〈二手書的奇幻漂流〉中那對
「開一輛書車行走中國」 的 「80

後」 夫妻，把書送到鄉村、社區，
讓那些許久沒有觸摸書籍的人重新
燃起閱讀的興趣。那一刻，送書人
和讀書人的眼神裏都閃動着希望的
微光。而這樣的光，同樣跳動在經
營台灣舊香居書店的父女、出版
《讀庫》的 「老六」 、《黑血》作
者趙佳、為孩子們搭建草原圖書館
的藏區僧人久美、 「掃地僧」 般的
國家圖書館管理員顧曉軍等人的身
上。通過這束光，我們讀到了對文
化的尊重、對生活的熱望、對理想
的堅守。而這正是人所寄託於書
的，也是書所能給予人的。

就這樣，《書籍》生動而有力
地詮釋了人和書之間的相互塑造、
相互成全，也促使觀者重塑自己的
閱讀觀。古人說， 「嚶其鳴矣求其
友聲」 。閱讀，是一種隔空對話，
也是 「求友聲」 的過程。在這個意
義上，它絕不僅是對圖文內容的攫
取，而是以書為媒介的思想碰撞和
情感交流。而一旦我們把書籍同時
作為 「求知」 和 「悅情」 的對象，
書就從知識的容器擴展為情感的載
體。閱讀也就具有了審美的意義。

第二季第五集〈文學的現
場〉當中聚焦數十年持續關注
梁莊的作家、學者梁鴻，代表
作有《中國在梁莊》《出梁莊
記》《梁莊十年》等。詩人呂
德安的《在山上寫詩畫畫蓋房
子》，佔據主要部分的是他
1994至1995年的日記，記錄
他在故鄉福州的山間蓋房子的
經過。《傍晚降雨》收錄了呂
德安從1979至2019年這四十
年間的詩作，按創作年代分為
四輯。 大公報記者黃璇整理

觀紀錄片

《但是，還有書籍》薦書（部分）
第一季第一集〈書海編

舟記〉的第二部分推薦了兩
本好書，鄭天挺《鄭天挺西
南聯大日記》和何炳棣《讀
史閱世六十年》。鏡頭講述
了中華書局編輯俞國林在中
國國家圖書館查閱古籍的情
況，查的應該是清代方苞的
《萬季野墓表》。以及俞國
林去南開大學找鄭天挺的兒
子鄭克晟，商量出版《鄭天
挺西南聯大日記》。

第二季第三集〈詞語擺渡人〉裏
推薦了加拿大作家露西．蒙哥馬利的
《綠山牆的安妮》，是歐美家喻戶曉
的經典讀物。以及，托馬斯．曼的
《魔山》，被譽為德國現代小說的里
程碑，大學生漢斯來到一座高山上的
療養院，深陷其中無法離開。《魔
山》藉不同人物的高談闊論，呈現了
歐洲當時的各種思潮，跨越精神分
析、生理學、解剖學等領域。同集還
提及，歌德早年重要作品《少年維特
的煩惱》，講述了主人公維特愛而不
得，在社會上不斷碰壁後自殺的悲
劇。▲《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跨度大，涉及廣，記

載周詳，是研究西南聯大校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綠山牆的安妮》是歐美家
喻戶曉的經典讀物。

▲呂德安的隨筆集《在山上寫
詩畫畫蓋房子》。

谷中風

《但是，還有書籍》
領略閱讀之美

回應時代的閱讀之問
《書籍》的基調是知性平和的，

流逝在書頁間的歲月靜謐美好，行走
在書林中的人神情一派安寧，十分符
合一部以書為主題的紀錄片應有的氣
質。但《書籍》又不是學究式、教科
書式的，它充滿話題感、時尚感，觸
及廣受關注的熱門作品和人物。比
如，在〈文學的現場〉中出鏡的青年
小說家班宇、非虛構作家梁鴻，都是
近年來崛起的文壇名將；〈從路上到
紙上〉裏的張辰亮則是活躍在抖音上
的網絡熱門生物視頻鑒定專家。在劇
集中，班宇和朋友們在大排檔喝着啤
酒；梁鴻如一位鄰家大姐在村子裏
「蹭飯」 ；張辰亮穿行在廈門八市海
鮮市場考證《海錯圖》裏的海洋生
物。雖然，錢鍾書說吃雞蛋不必認識
母雞，但大部分讀者總是渴望了解喜
愛的作家的心路歷程，探尋作品的精
神原鄉。看過《書籍》之後重讀《冬
泳》《出梁莊記》，或刷到 「無窮小
亮的科普日常」 ，當會多一份親近之
感吧。

《書籍》在 「嗶哩嗶哩」 網站的
彈幕裏常見 「有力量」 的點讚。對
此，我深有同感。這份力量感來自於
情感共鳴，也來自於我們這個時代是
否需要閱讀、需要什麼樣的閱讀的靈
魂之問。在通勤的地鐵上閱讀的朱立
偉，發現地鐵如流動圖書館，或站或
立的乘客，在嘈雜的環境裏用閱讀搭
建心靈停靠的港灣。朱立偉拍下了乘
客的閱讀瞬間，完成了《地鐵上的讀
書人》相冊。文學研究者楊早和朋友
們組織了閱讀分享會，循着《駱駝祥
子》的路線，開展實地朗讀活動。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
西南聯大》的作者楊瀟用腳丈量西南
聯大的精神軌跡。他們重新定義了
「書籍是人類進步階梯」 這句老話，
把閱讀變成了心靈進入世界的方法，
以身體感知的方式，理解和詮釋着這
個萬物奔騰的時代。

閱讀是個無盡的話題。幾千年
來，僅書的載體，就經歷了從刻於甲
骨到載之竹帛，從絲絹到紙本再到屏
幕的變遷，更遑論書的內容。時代不
斷向閱讀提出新的問題，又不斷解出
新的答案。 「但是，還有書籍」 這個
片名本就具有反思意味，也表達出閱
讀者的內心堅守。在閱讀這件事情
上，永恆不變的只有關於閱讀的信
仰，而它關乎人性的充實和完善。當
下，前沿科技一日千里，以網絡為載
體和方式的書籍寫作，以數據庫為基
礎的 「圖書收藏」 ，以社交為紐帶和
目的的閱讀，不斷賦予這個古老話題
新的內涵。我們期待《但是，還有書
籍》繼續拍下去，照亮每一顆愛閱讀
的心，並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但是，還有書籍》第一、二季均由
胡歌擔任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