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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宛如精神层面的攀峰之旅，是我们对知识
顶峰的勇往直前，对心智世界的冒险探寻。于我而
言，阅读能够赋予我丰富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这
场阅读之旅，便如同一场隐形的探险。每次翻开书
页，我就像跨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的是哲学
大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他们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活在任何时
代，但只要翻开书本，他们的智慧和思考就仿佛历
历在目。

每一本书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宇宙，这个宇
宙由文字与句子组织而成，却封藏着宇宙广袤无垠的
精髓。每一个章节，犹如一个极不寻常的星系，寓含
着作者深思熟虑的火花，承载着无数的思考和理解，
发散出独特的光芒和引力。每一个人物，无论主角或
配角，都犹如独特的行星，各自拥有不同的特征和命
运，各自在书中的宇宙里自转自行，为我们的探索之
路照亮方向。

在这个无垠的阅读宇宙里，我们可以熏习《论
语》中孔子的智慧，感受《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思辨
锐度，钻研《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伦理道德，欣
赏《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天赋，甚至揣摩
《相对论》中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阅读给予我们前
所未有的自由，这种自由让我们能够自我选择，去寻
找那些更有价值的知识。

“博览群书”，这个古老的词语在现今的语境中，更
像是对书籍世界的一种生动描绘。当我们深入阅读的
海洋，世界虽然浩渺无垠，却因为书本的力量变得唾手
可得。我们有机会在家中的一隅静静沉浸在书本之
中，通过这个过程获取历史的智慧，洞察当下的问题，
预测未来的走向。这样的体验既扎根于对历史、现在
和未来的理解，也彰显了阅读无远弗届的魅力。

阅读的过程，宛若精神的漫游。每次翻开书页，
犹如在知识的无垠海洋中驶入新的领域。书籍的世界
中，智慧如泰山般巍峨，未知领域如天外星河般神
秘，使我们如同穿梭在斯特恩博士的量子领域中，
完全陶醉在阅读带来的愉悦之中。这份愉悦，并非
仅来自于浅显的娱乐效果，更多的是源于对知识的
热切渴求，对智慧的热情追求，如同梅花对春日阳
光的向往。我们的精神在书本的世界里得以滋养，实
现成长。

阅读，非仅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更是自我提升的
旅程，犹如约瑟夫·坎贝尔在探寻全球神话的过程中
的成长。每本书皆是未知的新世界，如同霍金的黑洞
宇宙；每篇文章皆是探索的新路线，如同弗洛伊德对
梦的解析；每句话皆蕴含着新的启示，如同尼采的存
在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寻觅真我，就像达
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求生命之源，理解世界，就像海森
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揭示宇宙之谜，体验个性化的旅程
这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更是我们精神
成长的重要步骤。

我的精神
攀峰之旅

□李贝怡

今年，city walk （城市漫游）
成为热词，无数热爱生活的人们漫
步在街道，享受着不期而遇的惊
喜。那么阅读是否也可以这样随性
自然？对此，位于上海的思南文学
之家有着自己的答案。

自 2013 年起，上海国际文学
周每年都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这
个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505号的思
南文学之家由莫言题词，渐渐成为
了上海读书人心目中的“灯塔”。

勒克莱齐奥、彼得·汉德克、
奈保尔、莫言、王安忆、张炜、毕
飞宇、格非、金宇澄等 1500 多位
作家、学者以及7万余人次的现场
读者，在这里见证了一场场风雨无
阻的文学与思想盛宴。今年，思南
文学之家首次亮相上海书展，以

“开卷有得，满室生光”为理念的
文学空间“思南文学之家·阅读之
光”正式启动。

无论在社区，还是在书展现
场，思南文学之家扩展着城市阅读
空间的边界，也带给读者们更多惊
喜，思南公馆副总经理范美辰在接
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阅读应该是自然而亲切
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让阅读像
city walk（城市漫步）一样，变为
city read （城市慢阅），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打造创意空间
增加阅读维度

空间是思南文学之家阅读推广
的关键词，在本次上海书展现场的
亮相也不例外，思南文学之家在主
会场打造“思南文学之家·阅读之
光”创意空间。据范美辰介绍，这
里将为公众带来 16 场读书会活
动，也是一个可休憩交流的公共阅
读空间：“为呼应书展主题，这里
采用了具有传统宣纸质感的杜邦纸
作为主材料。外圈展示每一期思南
读书会的主题和嘉宾，内圈则是一
个复合空间，用以举办读书会活
动，亦可供读者休憩交流。空间最
中心的光柱，犹如灯塔，寓意文学
点亮生活。”

精巧与时尚的创意，让它名副
其实地变为上海书展重要的阅读
会客厅。9年时光中，思南读书会
逐渐长成了人们理想中读书会的样
子。据了解，自2014年2月起，思
南读书会已举办420多期，1500多
位作家、学者和文化人士，7万余

人次现场读者，在此分享、倾
听、交流，被誉为“上海的城市
文化客厅”。

读书会的建立丰盈了思南文学
之家所承载的空间。在范美辰看
来，读书会的建立成为其全民阅读
推广的重要抓手。“读书会作为一
个概念，将纸质书籍带入了更丰富
的维度。”

这同时也扩展了城市阅读的
维度，对此范美辰做了进一步解
释：“读书会可以帮助公众更快速
地理解一本书的内涵。通过读书
会，读者不仅能与作家面对面交
流，还能借助作家和嘉宾的解
读、演绎，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
一本书，探索其中的深层含义和
叙事结构。这种互动和解析也增
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动力。”“在
钢铁与水泥的森林，我们为读者
和作家搭建了一个连接和对话的
空间，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形成品牌矩阵
激发阅读热情

在过去的岁月里，以文学阅读
为重要主题，思南文学之家不断呈
现作为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丰富文
化内容。除了读书会，思南公馆还
举办了以书为主题的活动。多年
来，思南读书品牌已形成品牌矩
阵。从 2013 年“上海国际文学
周”在思南文学之家的举办，到
2014 年常态化读书品牌“思南读

书会”的推出；从 2017 年推出
“思南书局·快闪店”到 2018 年思
南书局实体店的落地；2019 年作
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项扶持项
目，思南读书会首次登陆第 71 届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2022 年打造

“上海书展·美好书店节”大型全民
阅读节庆活动。

对于矩阵的形成，思南文学之
家有着自己的考量：思南公馆的历
史记忆与文学情怀相统一，不间断
的文学活动、展览和推广优秀作
品，激发着读者对阅读的兴趣和热
爱，引导和吸引更多的人走入阅读
的世界。“我们的目标是让阅读更
加贴近每个人，让大家都能够轻松
融入阅读的世界。通过不断尝试和
创新，希望能够打破阅读的束缚，
让阅读成为一种自由而愉悦的体
验。”范美辰说。

此外通过多元形态的活动，如
音乐市集等，也让公众更轻松地体
验阅读的各种方式。“我们不仅仅
局限于纸质书籍的阅读，而是尝试
创造更多的阅读体验和呈现形
式。”范美辰表示。

如今的思南文学之家影响力逐
渐扩大，很多读者都希望其成为上
海的阅读地标，以发挥更大的作
用，对此，范美辰则很“淡定”：

“建设一个文化地标并不是短时间
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通过长时间的
积累和不断加强，通过不同形式的
演绎来塑造，对此我们还有很大的
成长空间。”

让城市慢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张君成 金鑫

推广全民阅读，是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中的重要一环。为了促进图书事业
的发展，努力建设新时代新文化，在近
日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贵州省
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学会主办，《图书
馆报》 等协办的 2023 阅读推广论坛上，
来自图书馆、高校等单位的相关领域从
业者及专家齐聚一堂，以“新时代 新阅
读 新征程”为主题，围绕图书馆建设经
验、阅读方法与心得体会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分享。

有的放矢推广阅读

“阅读，是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保
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是他的阅读
史。”长沙市图书馆副馆长张军指出阅读
对于教育与成长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如
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好的阅读滋养，
他的精神必将丰盈且充满力量。

孩子应该读什么，怎么读？“作为少
年儿童的‘第二课堂’，图书馆应有的放
矢地推广儿童阅读。”张军提出“围绕着
成人、成长、成才，分级分策开展阅读推
广”的理念，“图书馆应按照儿童心智发
展规律，将年龄与阅读能力分级、将图
书分类，为儿童提供精准的阅读服务。”
从小培养孩子们到图书馆去的意识尤为
重要。张军认为，3 岁前孩子的阅读要
把早教和绘本结合起来，从语言能力、
逻辑习惯、专注力等方面培养孩子的阅
读习惯，“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图书
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家长在孩子的阅读中承担着重要的
阅读推广角色。但人民数据研究院发布
的 《中国儿童阅读发展研究报告》 指
出，亲子伴读时间短、家长缺乏专业有
效的指导等因素导致亲子阅读效果不
佳。因此对于选书，张军提议，图书馆
可以为家长提供图书分级分类、方便查
找的保障，家长可以参与图书馆的阅读
推广活动中来，从而形成一个很好的阅

读推广传播队伍。
不同于孩童时期的阅读，青少年的阅

读应开始注重深度拓展。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教授王余光指出了经典阅读的路径，

“经典阅读对于培养人文精神、独立思考
以及写作能力都有重要的帮助。”

让阅读成为“心”的良药

阅读不仅仅能丰富知识，也可以是心
灵疗愈的良药。如果想要阅读起到“良
药”的作用，阅读活动就需要从参与者的
角度出发，切实考虑他们的需求。

针对当下大学生群体部分存在的心
理问题，厦门大学图书馆发挥高校图书
馆立德树人的作用，通过举办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和阅读推广相结合的深度交
流读书会，用阅读为学生提供心理上的

疗愈。每一场读书会不超过15个人，他
们希望将读书会作为一个桥梁，“我们期
待用阅读推广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拥有
更好的心态，从而拥有更乐观、更幸福
的生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员李颖分享
了自己的期望。

特殊群体的阅读权利也应得到保障。
“只有让特殊群体享受阅读的权利，并且
开展融合阅读、提升他们适应社会的能
力，才能做到让爱来，让‘碍’走。”毕
节市图书馆业务科馆员吴青分享了心智障
碍儿童阅读公益活动中发生的一个小故
事，当组织心智障碍家庭观看读书节目、
诵读经典《声律启蒙》时，家长因看到自
己的孩子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享受阅读
而感动落泪，工作人员也被这个场景深深
触动，也更加深刻感受到自己从事阅读推
广工作的价值。

拥抱数智时代新媒体阅读

“阅读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发挥着
启智增慧的作用。”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
记、馆长刘伟成表示，当社会步入数智时
代，全媒体时代的阅读需要人们打开新视
野，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服务，实现从开卷
有益到“开机有益”。

新媒体与数字资源服务的融合发展是
当下图书馆工作的重要趋势。刘伟成指
出：“数字资源可以实现均等化服务。”通过
这种新媒体的合作，可以逐步缩小差距。
许多公共图书馆借力新媒体，推进平台建
设，利用图书馆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打造基于新媒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
同时促进行业互联，加强图书馆之间的资
源共建共享；突破传统阅读推广方式局限，
采用数字阅读推广模式，向更深度进行拓
展，利用新媒体平台提高公共服务的知晓
度和使用率。大众通过互联网便可获取图
书数字资源，极大提升了阅读的便利性。

数字化是实现阅读均等化的重要路
径。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张树杰提
出从古籍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化，同时建设
数字图书馆。在张树杰看来，数字化可以
帮助统筹城乡区域协同发展，弱化城乡发
展的数字鸿沟，实现服务的均等化、普及
化，把图书馆的服务延伸到基层。

儿童阅读也应拥抱数字化潮流。全媒
体时代背景下，阅读的方式日渐多元化，
许多图书馆都开始采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
传播渠道以及更丰富的推广方式进行儿童
绘本的阅读推广。“例如将线上阅读和线
下阅读推广活动相结合，既可以扩大辐射
面，也可以加深阅读推广受众的印象。”
贵州省图书馆宣传推广部馆员左姚锦认
为，顺应读者阅读行为与顺应数字化转
型，是以阅读推广为己任的公共图书馆的
重要使命，“全媒体时代，孩子的阅读不
应拘泥于纸质书的形式，而是应该去体验
多样的阅读形式。”

2023阅读推广论坛：

探索拓宽新时代阅读新路径
□本报记者 李婧璇 实习生 陈佳媛

在一个秋日，我没有阅读，只是慢慢开
始整理我所有关于阅读的文字及记忆；这个
时候，阳光明媚，鸟儿的叫声也很明亮。虽
然这么明媚的阳光隔三岔五在生命里都能邂
逅，但每一次出现，都会让我如久别重逢般
惊喜甚至感动。我在阳光里面慢慢翻检，所
有的过往和文字都被阳光照亮，还有，我一
直以来的思考……

小的时候，父母亲在一个煤矿医院里工
作，医院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但并不
是说，这个图书馆就是我童年的全部。

就这样进入书的世界，对我来说哪一种
书也是无差别的，甚至有点碰运气的感觉。
比如二年级的时候我看了竖排繁体的《封神
演义》，三年级的时候我因为书名好玩，看
了《月亮与六便士》，四年级的时候我看了
《实用内科诊断学》和《实用护理常规》，五
年级的时候我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完
全不是因为我喜欢什么或者我知道应该看什
么。对一个孩子而言，每一本书中的世界都
是同样陌生而新鲜的，翻开第一页，就会把
自己带入一个全新的、需要全神贯注去投入
的世界。而那个时候，父亲想办法买了半棵
大树，做了一批家具，其中就有一个“奢
侈”的沙发。躺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堆
书，手里拿着一本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
的。我记得当时许多年轻的护士医生手里，
也经常拿着一本19世纪的文学经典，诸如
《巴黎圣母院》《红与黑》之类的。那个时
候，看了很多书，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是件不需要重点突出或者强调的事情。

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每天上学、漫游、
发呆和阅读，我度过了懵懵懂懂的初中和高
中岁月。仿佛也没有在初中和高中里面找到
自己的目标。我的阅读，只是我每天很想做
的一件事情罢了。

我的成绩也很一般，但我的周围，并没
有那种恐慌和焦虑的情绪。我想，如果我处
在当下，父母亲一定已经有点绝望了：这孩
子，一天到晚看课外书和闲逛，成绩这个样
子，以后该怎么办？

现在盘点一下，我的两个阅读高峰，一
个正是在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这时的读书
状态也是最放松的，而阅读的文本，基本已
经忘却了，貌似很无用，其实却渗透到我的
生命之中。正是因为这些阅读，让语文永远
是我的强项，加上无心插柳的另一门强项英
语，帮助我能在未来找到方向。我读了中文
系之后渐渐明白，自己最适合的专业就是中
文系，最适合的职业就是当一名老师。

找到自己最爱的事情，那是一种什么感
觉？所以我就迎来了另外一个阅读高峰，在
华东师范大学，我好好地读了6年的书，当
然，那也不是全部，其实，我还好好打了6
年的球。现在想来，青春岁月就该酣畅淋漓
吧，不管是读书还是运动、还是与朋友的交
往。每天在图书馆痛快读书，读完书去球馆
痛快打球，那种感觉实在是太过瘾了！等到
当了老师，我又喜欢酣畅淋漓地去上课，上
课也很过瘾啊！然后我又成为了读书俱乐部
的指导老师，这个指导老师一当就是 20
年，和学生们交流也很过瘾啊！我现在回想
起来，也不会将所有的这些功利地划分高
下，因为它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想说的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阅读和其
他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终于成为了一个最
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最普普通通的老师，但
我却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并没有虚度人生。

我当了老师之后，就开始担负起教育孩
子的职责；我从“80后”教到“90后”，再
到“00后”。我会不断向孩子们强调书本的
重要性、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我会试图
开些书目给孩子们。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成为
一个读图时代、读视频时代或者说是多元化
时代。

此时我反而改变了想法：人生也并不是
非要做什么不可的。如果愿意很平凡或者很
普通，其实我们更有时间去好好生活，好好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好好做了自己
想做的事情，尽管我们很平凡或者很普通，
但我们都会心满意足，觉得不虚此行。

所以，在一个明亮的秋日里面，我的心
里面突然跳出了“明亮的阅读”五个字。

很多东西，尤其是自己热爱的，可以是
文字、可以是色彩、可以是音乐、可以是美
食，其实是如阳光般自由自在、无处不在
的，是融入自己生命之中，甚至照亮自己生
命的，这种东西对每个人可以不一样。而今
天可以是晴天，是阴天，也可以是雨天，阳
光的分布也可以不均衡；我们不能因为功利
的原因，强调人生要阅读或者强调一定要阅
读某一类书，在生命里面，砍柴担水和阅读是
一样的，都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不需要有分别
心。而阅读之后，可以把它们遗忘、可以一知
半解，也可以有感而发、深入探究；可以和知
己秉烛夜谈，可以夜深独自为文字而哭、为文
字而笑，也可以随意记录自己的灵光乍现或
者耗费年月著书立作。在这个多元化的时
代，可以听着读、读着读、看着读；可以在工作
之余读、可以在行走之后读……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好多个属于
自己的阳光明媚、心满意足的日子……

（摘自《明亮的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明亮的阅读
□郎净

■读思录

2023阅读推广论坛现场。 主办方 供图

“思南文学之家·阅读之光”揭幕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