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书一直是，很有一种迷
思……通过他们的作品，走他

们走过的路，好像能触摸到他们的心迹
一样。”伴随着当代艺术家塔可的声音，
当满屏都被“期待下一季”的弹幕所占
满，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2》于日前与
观众暂别，迎来收官时刻。

豆瓣 9.5 的高分，播出平台 B 站上
近两千万的播放，还有社交平台中上亿
的话题阅读量……这一切都表明，这是
一部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相当“出圈”、
打破了“续集魔咒”的纪录片。其不仅
延续了第一季的好评与讨论度，甚至在
口碑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阅读、书籍、文学、绘本、出版……
就如片名所展示的那样，这是一部将镜
头对准了爱书之人，与坚守在书籍行业
中人的故事。在第一季还未问世前，这
样题材的作品大多会被贴上“小众”“冷
门”的标签，《但是还有书籍》自然也不
例外。但随着该片的播出，似乎在推翻
着人们的固定印象，那就是原来在短视
频盛行的当下，年轻人也会喜欢缓缓道
来的、关于阅读的点滴。原来那些致力
于挖掘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人、年
近期颐之年的版本目录学家、勤勤恳恳
从事翻译事业的译者的故事，都能在当
下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如何在如此小众的题材上，打通一
条“出圈”的道路？封面新闻对话该片
总导演叶深、罗颖鸾，他们道出了如何
通过挖掘形形色色爱书之人的故事，将
爱书者身上那份专注和纯粹传递给观
众的创作经历。

与学者相处像哄小朋友一样

在以往的文化类纪录片中，说起“阅
读”“书籍”的主题时，总将其赋予极为高
深的意义和厚重的概念，不少观众因此

“望而却步”。《但是还有书籍》没有文学
大咖讲解经典作品背后的来龙去脉，也
没有专家学者点评名著古籍的历史价
值，更不是著名作家访谈交流。取而代
之的，片中所讲述人物，是不遗余力挖掘
新人且“不择手段”推荐作品的秃头编辑
朱岳；是“开一辆装满书籍的汽车行走中
国”的80后夫妻；是从业55年，见证中国
书籍设计变革与发展的宁成春……

在这部纪录片中，虽有不少在书籍
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物，但更多的是那些
对书籍怀抱热忱的编辑、创作者、设计
师、译者，是无数渺小而鲜活的“小人

物”。他们关于书籍的日常，或枯燥或
重复，或有趣或跳脱，但从一而终的，是
对于书籍的热爱和执着。

第二季仍然保留了“小而美”的叙述
脉络。譬如，年近百岁的版本目录学家沈
燮元，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每天总要到图
书馆看书；回到草原上建立了第一所公益
图书馆的95后久美，为家乡的孩子们打开
一扇广阔的窗口；国家图书馆的普通馆
员顾晓军，在书籍中自学了法语、意大
利语、古希腊语等十
几种语言……新鲜
有趣的视角，不同领
域的人物，让观众对
于书籍的认知，不再
局限于作者、编者与
读者，而拥有了更为
丰富的理解层次。

“他们（拍摄人
物）之间，一定是有
某种共性的。一方
面，其自身的专业能
力肯定是过硬的；另
一方面，他们还有一
些相同的特质，比如
对从事的事业有非
常专注的态度。”回
忆起与片中人物相
处的日常，总导演罗
颖鸾说。镜头中人
物对于所从事领域
的努力钻研，枯坐坚
守，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对于书籍的“匠
人之心”。同时，镜头记录下他们可爱的
流露，丰盈的灵魂。比如吐槽自己是“重
度拖延症患者”的翻译家包慧怡，与可爱
手办一起工作的《哈利波特》系列译者马
爱农……在大众视野中“大神”级的人
物，却展露出鲜活有趣的反差感。

“版本目录学家沈老年纪很大了，
根本不晓得我们是干什么的。他每天
的生活也很简单，坐车去南京图书馆，
一整天就扑在《黄丕烈题跋集》的编撰
上。”但纪录片的拍摄，往往需要多元的
取景画面，于是这时，主创团队需要哄
着这位近百岁的老人换换位置和场
景。“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嬉皮笑脸地哄
他，就像哄小朋友那种。”

无用的专注也会打动人心

当爱书人的纯粹与可爱的表达，配
上画风俏皮的简笔动画，摆脱宏大叙事

和沉重主题的《但是还有书籍》，总给观
众一种清新欢快的叙事节奏。可是，当
点进该片的评论区中，总不乏“泪目”

“看哭了”等留言。在豆瓣网上，一句
“永远可以为了一些纯粹的坚持热泪盈
眶”的高赞评论，似乎简短地总结了观
众的心声。

这类情感的突然涌动，让屏幕外同
样热爱书籍的观众也产生了共情。在首
集中，作为国家图书馆馆员的顾晓军，

在用法语念到法国
小说家阿尔丰斯·都
德所创作的《最后一
课》片段时，情不自
禁哽咽起来，读罢更
是泪流满面。

这段“高光”场
面 被 网 友 讨 论 良
多，总导演叶深刚
看到剪辑出的成片
时，也疑惑中间是否
省略了一些画面，为
何顾晓军会突然泪
奔，结果看了原片
后，又带入了这位爱
书者的特质，他理解
了顾晓军的泪奔。

“读书本来是一个
很私密的事情。有
一些你很容易共情
的地方，会让你情绪
失控。”

顾晓军流泪用法语朗诵《最后一
课》，漫画家赵佳经历诸多磨难始终没
有停下绘制作品《黑血》的脚步，热爱读
书的少女拉姆看到母亲质疑自己“读书
没用”的苦恼……这些爱书之人的思
考、困惑、坚持，都在不经意间让屏幕另
一端的观众红了眼眶。“其实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触动点。比如包慧怡说自己
读书是‘忘我而无用的专注’这点，对于
喜欢读书的观众来说应该有共情。”叶
深说。

其实，在画面之外，不少被拍摄者
所从事的行业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低
落和波折。但在正片之中，却鲜有这样
沉重的议题，哪怕出现也以调侃的方式
一笑而过。据叶深透露，片中的漫画家
赵佳在创作《黑血》时遇到了亲人病重
与经济上窘迫的双重难题，可片中的故
事却未把其最惨痛的部分放入其中，而
是进行了较为克制的讲述。

做快节奏时代的慢阅读故事

当作品走到第二季，能否维持前作
的好口碑，破除“续集魔咒”，成了人们
关注的话题。随着第二季的收官，这些
疑问慢慢尘埃落定。截至收官之夜，该
片的豆瓣评分为9.5，比第一季高出了
0.5分。

叶深和罗颖鸾说起了那段焦灼又
难熬的时光。作为在纪录片领域沉浸
多年的从业者，他们知道大众普遍对于
新事物有着“初恋光环”，又因书籍主题
的作品难以在视觉上多做花哨的创新，
所以他们要面对巨大压力。

“第一季我们选择了与书籍相关的
不同行业中闪闪发亮的人物故事，第二
季我们坚持寻找这样的人物，沉下心去
挖掘拍摄那些沉迷书籍并奉献一生的
人士。但在创作上做了一些突破，譬如
时长的增加、故事深度和逻辑性的丰
富，以及片中插入动画的画风调整，尽
量让它更精彩一点。”叶深说，“我们放
弃了所谓的快节奏，而是保留了一个娓
娓道来的叙事节奏。”

虽然第一季曾入围和拿下过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主
流奖项，但两位导演最大的喜悦，则来
自于观众、被拍摄者、读者的认可。

罗颖鸾曾在导演手记中写下，当时
拍摄沈老时，团队虽然做了大量的功
课，却在专家面前无处遁形，一开口就
被评价是“外行人”。纪录片播出后，沈
老通过图书馆的人员看完了整集，给了
肯定：“不错不错，没有一句外行话，没
有浪费时间。”

来自观众的肯定认可充斥在罗颖
鸾社交平台的私信中。“观众给我发私
信说，看了我们的片子，回想到小时候
看书时的热情饥渴，重新想去看书了。
我们挺受触动的，也很开心。”

罗颖鸾说，在出版行业中，有一种
图书类型被称之为“桥梁书”，能带领人
们走进文字的世界。在她看来，《但是
还有书籍》可谓是作为“桥梁”的纪录
片，去帮助那些优秀的书籍作品，抵达属
于它们的读者。而在该纪录片播出后，不
少原来“冷门”的书籍突然销量大增，开始
加印。“作品展现出的书籍，只是很小的一
部分。但如果观众因此感兴趣而去阅读
那本书，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但是还有书籍》官方微博

98岁高龄的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热爱读书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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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书籍》感动刷屏
纪录片主创：无用的专注也动人

《但是还有书籍2》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