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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浙江·阅读故事

“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文有
华，秀于百卉”。“阅读改变命运，知
识成就未来”，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蒋传洋每次读到
这句话时，都会想起自己的人生经
历：出生于河南信阳的他，通过坚持
不懈地阅读，走出乡村，走进城市，
走入更波澜壮阔的大千世界。在他
看来，是阅读带领他领略到更广阔
的社会和更丰盈的人生。

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蒋传洋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记者专访时，首次讲述他
的阅读经历，也希望更多人能通过
阅读走得更远。

阅读的影响：
深远而悠长

“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沉
的、持久的。”在蒋传洋看来，这种影
响就像是将一个石子丢入湖面，泛
起层层涟漪——随着阅读的不断深
入，其中所蕴含的力量也在逐层递
进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对此，他概括为三重境界：第
一重境界是学习知识。比如学生在
学校期间，为了应付考试所进行的
有针对性阅读，“这强调了阅读的
实用性，是比较表层的”。

第二重境界是发现更深邃的思
想和更志同道合的人群。以汪曾祺
先生的作品为例，在他看来，汪曾祺
将生活中一些平常的事情写得生动
有趣，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作者对
生活的尊重和热爱，由此有了精神
共鸣，进而影响个人的生活认识。

第三重境界则是通过阅读发现
更美好的世界，这也是蒋传洋最为
看重的。在他看来，我们通过持续
阅读沉淀更深刻、更理性的优秀知
识，帮助我们认识周边的生活、处
理人生的选择，从而对生命的理解
会进一步加深，“例如，在阅读过
程中了解到人生各阶段的痛苦和成
长，深层次体悟生活的偶然与必
然，发掘其中的规律性，在理解与
玩味中体会人生的美好。”

蒋传洋认为，阅读是一种主观
与客观之间相互关照的精神互动活
动。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面对不同的社会生活，阅读与
思考的相互激荡对我们开阔视野、
形成思想，进而指导实践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以经典作品常读常
新为例，最近他利用业余时间重新
阅读了 20 年前曾读过的 《资治通
鉴》，他感慨于之前的阅读疑惑突
然迎刃而解，徜徉于历史事件的层
次清晰、脉络分明，惊讶于蕴含其
中的大历史逻辑贯穿性呈现。“这
就是阅读的力量，即便是读同一本
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也总能给人
带来耳目一新的人生启迪。”

阅读的方法：
从兴趣到体系

当前，随着社会工作节奏的加
快，以及人们获取知识的速度、数量
和渠道呈爆发式增长，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变得越来越困难，对此，蒋
传洋认为从兴趣入手是关键。在他
看来这种兴趣驱动的阅读方法非常
重要，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能让
人读得更持久。“很多人不读书的原
因是找不到兴趣点。要想养成阅读
习惯，关键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
域，带着问题和兴趣去阅读。”

同时他建议阅读兴趣成熟
后，开始进行体系化阅读。在他
看来，阅读有一个从被动到主
动的转化过程。随着阅读经历
的丰富，人们会逐渐从兴趣阅
读发展到体系化阅读，从跟着
兴趣读到带着问题读，最终通
过阅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形
成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
生观。近年来，蒋传洋逐步进入
了体系化阅读的阶段：按照专题
进行深层次阅读。他表示自己最近
在读欧洲历史文化专题，通过这种
专题阅读，他逐渐梳理出了阅读欧

洲历史文化的脉络：“首先，我对西
方历史文化感兴趣源于对中国历史
文化领域的熟悉，试图为中国历史
文化的深入学习找到一个对比坐标
系，这是我关注西方历史文化的最
初动因。我从一本被推荐为经典著
作的书开始，通过阅读过程中发现
的相关知识点，逐步形成阅读书目，
进而建立起一个知识体系。在阅读
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在不自
觉中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作对比思
考，不仅逐步建立了自己西方历史
文化的知识体系，而且加深了对中
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体系化阅读就
是这样触类旁通的。”

蒋传洋认为，阅读是生活的一
部分，它让我们活得更加丰富与精
彩。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和浩瀚的
人类智慧而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
是短暂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亲
历人类成长中那些精彩的篇章，但
通过一本本书，我们实现了精神上
的同步，并进而实现了人类的精神
传承。

载体的选择：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移动互联网兴起后，目前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网络介质来
获取知识：电子阅读、网络听书
或 短 视 频 推 介 ， 都 风 行 一 时 。
基 于此，许多人认为 纸 质 阅 读
终将消亡，但蒋传洋有不同的
理解：“阅读的核心在于内容，
内容的承载形式说到底属于传
播媒介。何种传播媒介最终会
为读者所选择，固然有很多影
响因素，但从最根本上讲取决
于传播的效果。内容永远不会
消失。”

他分享了自己的听书体验，在
跑步时会听书，但他发现一些较深
入的领域的书籍并不适合听书，因
为没有文字的理解，听书效果不
佳，“以西方历史为例，这类书籍需
要纸质阅读，更适合沉浸式阅读。”
相反，一些浅显的书籍和小说等则
更适合听书方式。“这与有些人选
择去实体书店购书，有些人则选择
网购的道理一样。这取决于不同
的人群和阅读类别，各种渠道都有
其契合点和覆盖的人群。我们不
能一概否定或肯定，而应该为不同
内容寻找适合它的阅读形态和传
播形式。我相信未来是一个各种
传播媒介并存、读者各读其好的丰
沛世界。”

蒋传洋：

相信阅读的力量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回首每一步，晓风是幸运的。有清晰的经
营方向、坚定的发展脚步，有杭州40万读者的
支持和关心，有那么多用辛劳和智慧帮助晓风
成长的同事。”1996 年，从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
门店开始，朱钰芳开启了与晓风书屋结伴同行
的27年旅程。直到今天，23家晓风书屋遍布杭
州街头巷尾，为八方读者提供专题讲座、文化
展览、阅读分享会等各类阅读活动 6000 余场，
累计参加人数达2000万人次。回忆起这段旅程
的起点，朱钰芳表示，她想要做的便是将晓风
书屋打造成一座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赓续文化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27年来，晓风书屋以一家书店的力量寻觅
各种优质文化资源，将当地的文化风貌呈现
得淋漓尽致。“杭州是一座传承红色基因的
城市。西湖边风光绮丽、蜿蜒漫长的北山
街，古为湖边小径，民国初建路。在绿荫
之下，庭院之间，湖光之侧，蕴含着许多
理想与情怀、光荣与梦想。”面对此情此
景，朱钰芳意识到，挖掘并传承好杭州
精神图景中独特的“红色记忆”也是晓
风书屋的文化责任。因此，晓风书屋与
社区文化紧密结合，建设了一批“幸福书
房 ”， 位 于 弥 陀 寺 文 化 公 园 的 “ 明 远
BOOK”便是其中一处。弥陀寺文化公园
是西湖区北山社区的重要文化站点，传承

着弥陀山的历史文化记忆，晓风·明远
BOOK带着宋韵之美在这里停留，成为文化

旅游与历史记忆有机融合的重要窗口。
为积极倡导全民阅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晓风书屋打造了“红旗书屋”，承担起爱
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红旗书屋是由红旗出版
社授权打造的公共阅读平台，晓风书屋负责提
供书单和定期维护，以红旗出版社出版红色党
建图书为主，结合国内重要出版社近期出版红
色书籍，服务机关党建基层工作、服务社区群
众、服务校园党建文化，并从爱国主义教育出
发，从精神、作风、民生等多个层面落地阅读
空间及配套服务。

“坚匏别墅、润庐、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
馆、秋水山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等杭州
近代中西式著名建筑荟萃于此，这些建筑不仅是

‘没有围墙的近现代建筑博物馆’，还蕴藏着深厚
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朱钰芳表示，晓风书屋
结合当地资源，创新组织“带一本书读城”系列
文旅活动，以《逛红色博物馆学党史》一书串联
起杭州市区 32 家红色博物馆、纪念地、标志
物，邀请党史研究专家一起，以动静结合的形式
开展着丰富多彩的党建学习。

拓宽服务场景
拥抱书香社会

年近而立的晓风书屋，经历过一书难求的热
潮，品味过人群散去的落寞，这让朱钰芳对实体
书店与网络渠道的关系有着较为冷静的看法。

“图书市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线下实体市场的良
性互动，互联网平台的多形态、大销售，也在不
断为传统书店打开新局面。”

为此，当下的读者究竟需要一家怎样的书
店，成为了朱钰芳不断思考的问题。面对变化，
朱钰芳坚持“稳扎稳打走好实体书店经营的每一
步”。近几年，晓风书屋根据书店的客群定位，
将分店开进景区、社区、校园、博物馆甚至医
院，不断拓宽着实体书店服务的场景和生存的空
间，也为更多人群带去了来自书籍的精神慰藉。

2020年6月，晓风书屋联合多家书店开展了
“千里赠书、情满墨脱——运一车书去墨脱捐书
助学活动”，联合多家实体书店官方微博发布捐
书信息，通过公益力量助力墨脱，让当地的孩子
们亲近书本，享受阅读的快乐。杭州及周围城市
近万名书友参与了这场圆梦计划，让晓风书屋将
1280箱书籍、15箱文具文创送至墨脱。

“书店是城市的文化符号。”谈及实体书店如
何更好助力全民阅读，朱钰芳表示，创新是书店
的活法，“我们希望通过线下的活动和线上的互
动，展示书店在新业态发展中的样貌，让更多读书
人回归实体书店的环境中，也让更多书店融入城
市的不同环境。”

朱钰芳：

23家晓风书屋
27年阅读旅程

□本报见习记者 商小舟

“书吧自开业以来，就不单纯
是一个书店。”纯真年代书吧主理
人盛厦说。2000 年，位于浙江杭
州的纯真年代书吧在创立之初就
传递着复合型书店的理念。在书
店靠经营主业能够充分维持营生
的年代，盛厦的母亲朱锦绣就认
识到书店作为文化空间的功能和
价值，写下了自己心目中理想书
店的模样，“我奢望我的书吧能融
多种功能于一体：它应有茶吧的
清雅，酒吧的放松，咖啡吧的热
烈……当然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
书，很多很多对你们有用的书。我
是不是太奢望了？”这份“奢望”
成为朱锦绣排除万难也要开书店的
勇气，成为盛厦如今依然坚守的

“纯真年代”。

两代人开书店的执念

盛 厦 是 在 “ 纯 真 年
代”里长大的孩子。“父母
在书吧里倾注了大量的

心血，书吧被他们当作
女儿，整个书吧的

气质就是我父母
为人为文的

气质。”彼时，盛厦作为读者中的
一员，接受着书店的文化熏陶，通
过这扇窗口与名人结识、与好书结
缘。如今他成为书店主理人，同样
将自己的气质融入书店，影响着更
多的读者。“它是休闲空间，更是
文化活动的发生地。”盛厦向《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多
年来，阿来、杨怡芬、王旭烽、吴
晓波等作家、文人做客书吧进行新
书分享，受到广泛关注。2020 年
至今，“纯真年代书吧与作家面对
面”共计举办 61 场，累计线下参
与读者人次超 3000 人，线上读者

超10万人次。
“我理解的情怀就是在喜爱之

外还有一点点使命，但喜爱更
多。”盛厦表示，父亲盛子潮因病
离世后，自己从证券公司辞职回
家接手书吧，很多同行说他是有
情怀的人。这份情怀让盛厦坚持
到今天，也将开书吧内化成了自
己的事业。“在举办阅读活动的过
程中会因为一些小众的图书，遇
到一些特别的人，譬如临终关怀
的医生、环球航海的冒险家等。
因为开书吧得到的尊重和赞誉，
可能是我作为金融从业者时不会
得到的礼遇。”

反映读者需求的风向标

2021 年 11 月，盛厦在纯真年
代书吧杨柳郡店的歇业公告中写出
了许多实体书店的担忧和困境——
当电商、直播乃至元宇宙铺天盖地
占据整个社交媒体时，书吧作为社
区的社交空间，意义好像在逐渐缩
减。这让盛厦在反思书店经营的时
候意识到：“对于读者需求的挖
掘，才能使书店在这个卖书不赚钱
的年头挤出生存空间。”

当盛厦已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
这家店面的落幕时，歇业公告引起
了反响。读者们或许是产生了即将
失去的紧迫感，纷纷怀念起在纯真

年代书吧留下的记

忆。曾在店内举办活动的方文山专
程赶到，并为读者带来了一场“文化
仪式感与认同感”的讲座。他在演
讲中说：“既然我有空，来这边给书
吧打打气也是应该的。”

书吧在热烈的呼声中返场，
以更饱满的热情上演着书与人的
故事。2022 年 5 月起，纯真年代
书 吧 开 展 “ 细 读 中 华 经 典 文
化”——细读《论语》、细读《庄
子集注》 系列读书会，截至目前
已举办 54 期，参与人数发展至 80
余人，与此同时，一位从财税局
退休的读者在纯真年代成长为细
读 《论语》 系列读书会的优秀领
读人。“借着对文化热点的敏锐，
小书店不仅可以成为阅读活动的
提供者，也可以成为一个灵敏的
风向标。”盛厦说。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落地杭
州，让当地的书店有了一次面向
全国的机缘。“纯真年代书吧连续
3年深度参与‘书香杭州’全民阅
读活动，曾获浙江省全民阅读优
秀实体书店示范店、浙江省最具
风采社区书店、杭州市全民阅读
活 动 站 、 杭 州 特 色 休 闲 示 范
点、上城区宋韵文化家庭亲子
活动体验点等荣誉。全民阅读
大会能推动社会阅读风尚，风
尚能推动全社会文化消费的增
加，但这仍需要一个漫长且艰难
的过程。”盛厦表示，这需要书
店人、读者与相关机构多方面的
努力和支持，“纯真年代和它的

阅读活动一直在进步，唯一
不变的是对文化和文化

人的热爱。”

盛厦：

书店要成为文化活动发生地
□本报见习记者 商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