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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阅读主题图书

春风习习，繁花似锦，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脚步越来越近。本期《读周刊》与读者一起展

卷，共读几本与阅读有关的图书，因为它们可以带我们走进书店、书房，甚至可以探寻写书人的

内心世界，感受书香给予心灵的浸润。

繁华都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总有一些角落宛如心灵的避风港，那
便是如灯塔般的书店。

《漫游京城书店》（北京出版社）是
一部以漫画形式描绘北京书店的图
书，为了更好地呈现京城各区书店的
独特魅力，作者、设计师刘志伟历时
4 年走访了京城各区近 400 家书店。
从繁华闹市到宁静胡同，从传统的古
籍书店到现代的主题书店，作者借助
画笔把这些书店的特色与风采生动地
描绘出来，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在
书中你会看见作者彩铅手绘的书房、
书局、书舍等阅读空间，从这些建筑
的门脸到格局装潢，从每一家的特色
到好玩儿的文创，画面构图细节拉
满，增加了阅读趣味。

在书中，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
漫步于京城的大街小巷。那些各具
特色的书店，有的充满文艺气息，
复古的装饰让人仿佛穿越回旧时
光；有的则极具现代感，简洁的设
计与先进的科技相结合，为读者带
来全新的阅读体验。中国漫画研究
会秘书长、国际漫画家大会中国委
员会委员长徐涛认为，漫画作为当

今较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被大众
所接受，《漫游京城书店》是一个以
漫画语言全景展现北京书店发展历
史的作品，成功地将北京文化故事
融入漫画之中，让读者在翻阅中感
受漫画的独特魅力。《漫游京城书
店》 一书不仅列举了京城多家知名
书店，更深度挖掘了每家书店的独
特魅力。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北
京出版集团京版若晴公司董事长袁
海表示，该书不仅是对京城文化地
标的深度探索，更是引领读者走进
书籍与阅读世界的桥梁，充分展现
了北京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书店当然不只是城市的标配，在
《我在乡村做书店：先锋书店的乡村
十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先锋
书店创始人钱小华讲述了在乡村做
书店的心路历程，“书店就像稻谷
一样，饱满时低头，弱小时向上，
把知识与信念洒向大地。”这是钱小
华做书店的信念。

2014 年，一次偶然的碧山之行
改变了钱小华做书店的轨迹。即便是
被说成理想主义，钱小华仍然坚持把
书店开到偏远的乡村去，于是有了碧

山 书
局。往后
10 年，他陆
续 在 戴 家 山 、
松阳、屏南等地
开办了 12 家乡村书
店，为乡村带去了诗
意的生活，为乡村群众
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公共
空间。在这本书里，钱小
华分享了乡村书店选址、开
业、日常经营的故事，以及
他对实体书店未来的思考。
他说，乡村书店不仅是诗意栖
息的世界，还是无数平凡人的
爱与牺牲，于是我们看到了潜
心传播古徽州文化的碧山书局
管理员汪寿昌、用一根扁担挑起
整个陈家铺平民书局的老鲍书
记、在偏僻山村坚守的书店店
员，还有那些在书店建设过程中
雪中送炭的老百姓……透过他们
可以读懂钱小华的理想：“我是农
民的儿子，我要让乡村的孩子们
读到书，要让乡村的百姓们看到
世界的美好。”

书店自有风华 乡村要有书香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
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在《季羡林读
书与做人》（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
里，没有艰涩难懂的学术，没有居高临下
的指导，只有一位老人把心里攒的话徐徐
道来。书中精选文章近80篇，以六大篇
章为框架，其中很多文章与读书有关。他
写了因激愤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的司
马迁；他喜欢李白的“天然去雕饰”诗，

“只要一开始，你就很难停住，必须读下
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
尤其是在考据方法上，用他的话说就是

“不说空话，无证不信”。在这本书里，季
羡林讲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如何处事，
文字如春风拂面，让我们从“人生智慧与
处世哲学”中领悟生活真谛，学会在纷扰
中保持本心，在“读书与文学创作”中品
味文学魅力。书中有这位老人的亲情故事
和温暖回忆，也展现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卓
越成就与高尚人格，与其说你在读他的文
字，不如说他陪着你探索，伴你成长。

该书以广博的视野、深邃的思考引领
读者步入季羡林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不
仅是季羡林一生治学成果与人生智慧的结
晶，更是他对生命、知识、情感以及社会
现象的深刻领悟与独到见解的集中展现。

虽说读书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但
彼此交流却是每个读者都盼望的事，尤其
想知道名家是如何读书的。《享受阅读》
（深圳出版社） 是“梁晓声品阅人生三部
曲”系列丛书第一本，精选梁晓声关于阅
读、关于写作以及与年轻读者探讨阅读的
经典篇目 24 篇。全书分三辑，分别以

“读书与人生”“读书与写作”“享受阅
读”为主题。书中梁晓声以自身成长经
历，以文学大家的谦卑与温情、感性与理
性的态度，谆谆嘱咐年轻读者享受阅读，
在阅读中感受人生的价值、生命的厚度，
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

正如他在本书中写的一句话，“我是
一个为人类古老而良好的阅读习惯服务的
人。”整本书内容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不仅让我们看到阅读是梁晓声的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我们理解了在他贫
苦的童年，阅读犹如一盏温暖的灯，照亮
前行的路，而如今享受阅读则是他致力倡
导和推广的事业。可以说这是一本与年轻
人共同探讨深度阅读、深度思考，以及有
态度的写作的精选之作。

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读书博
主赵健以亲身经历说明，读书是改变命运
的起点。《总有群星闪耀》（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聚焦人生、爱情、理想、精神、女性和自
我这六大核心主题，追溯苏东坡、柳宗元、
白居易、陆游、李清照、周有光、杨绛、钱钟
书等54位中国文化长河中灵魂人物的人
生历程与感悟，重走他们的人生路，感受跨
越时空的共鸣，在阅读中找到迷茫、焦虑的
解法，收获继续前行的力量。

读书可以让自己逐渐清晰地认识到究
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读书照亮了我的
童年，也照亮了我之后的人生。”赵健
说，“如果从小错失了观世界的机会，那
就用阅读去弥补。只有先去观世界，才能
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本书让读者看到了
他一步步的成长痕迹，也对“从阅读中逐
渐清晰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句
话有了更加具象的感悟。看过之后，或许
我们会明白一件事情：人生的试卷总归要
自己去书写，所以当你感到迷茫、焦虑、
困惑之时，认真地读书吧，感受每一个字
句间的当下。

腹有诗书气自华
书香满径笔生花

曾有一位网友提问：“怎样才
能最快地见世面？”读书，这个看
似简单的回答，得到了高赞。正
如网友所说，“所谓见世面，就
是明白了世界不只有一面，而
通过读书，便能最快见到世界
的不同面。”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在书
中可以。通过阅读，你可以与
大师交流，与古人对话。通过
阅读，你也可以去到任何你想
去的地方，看长河日落，看星
辰大海。

本期的图书中不乏学者分享
自己的阅读经历，你会发现，无
论是被称为学术大师，还是文学
名家，他们对于读书这件事充满
热爱，字里行间都是真知灼见。
比如，季羡林曾专门撰写了一篇
名为《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
书》的文章，分析张元济先生的
这句话，乍看之下，也许会觉
得老先生未免有些较真儿，这
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
正如季老自己说的“也许有人
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
兀”，但他还是用最平实的表达
娓娓道来，论证清楚这个道
理：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
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
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
的智慧。从这篇文章中，我们
能感受到大学者对于阅读这件
事多么看重，对于阅读这件事
有多么深的感情。

学富五车的名家们有着丰
富且宝贵的读书经验，喜欢阅
读的朋友总想把他们的宝贵经验
学到手，这样“采得百花酿成
蜜”，就可以在书海中畅游，在
阅读中享受乐趣、感悟人生、获
得成长。

如果你想了解读书对普通
人的影响有多大，那就看看赵健
的这本《总有群星闪耀》。这个

“90 后”小伙的故事冲上热搜，
引发大家对读书改变命运的共

鸣。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吸
引数十万网友关注名家、经典书

籍。赵健也在用自己的读书故事
告诉大众，读书可以拓宽我们的

视野，丰富我们的人生。
阅读是成长的底色。那些曾

经读过的书，都会在未来铺就脚
下的路；学过的每一点知识，都会

在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
到你身上；那些我们从未到达的地

方，在书中或许能够寻觅到；那些
我们从未领略过的风光，在书中追

寻前人的脚步或许可以在耳濡目染
中有所了解。读书带给我们希望，

读书也让我们幸福。

春归万物苏
何不共读书
□韩萌萌

如果说书店是灵魂的栖息地，
那么书房则是一个爱书人“精神上
的家”。

在北京大学师生心目中什么是
“第一等好事”？那一定是在书房中书
页翻飞，思绪流动。在书房里有求知
的对话，有无尽的启发，有学者们与
书相伴的人生旅程。

《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由北京大学党委
宣传部主编，作为“北大学者书房”
系列的第二辑，该书以“书房”为切
口，将镜头对准贺桂梅、范晔、罗
新、于铁军、赵冬梅、李彦等 16 位
北大各学科领域代表性学者，通过图
片与文字的结合，详尽展示了各位学
者的书房藏书和学术风采，也由此记
录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学术探索和人
生故事。透过学者在书房里孜孜以求
的身影，读者能够触摸到北大深厚的
人文底蕴与学术风貌，感受到学术研
究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发对阅读
和创造的向往。

早在 2020 年，任羽中到北京大

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时，就给自己列了
一个“任务清单”，其中第一件事就
是要好好宣传北大学者的书房。为什
么要做这个事？他解释说：“因为

‘书房’不仅是属于学者个人的工作
与生活空间，更是其精神世界的物质
具象。书房应该是最宁静又最丰富、
最生动的地方。”任羽中坦言，要让
年轻的学生爱读书、读好书。“我总
是记得王元化在给一位年轻人的信里
所写的，‘苦闷的时候读读书’……
如果不读书，人生该是多么枯燥乏
味，你会忘掉诗与远方，会失去改变
自己的勇气。”

冯骥才曾说：“我要我的书房
‘四壁皆书’。故而房中除去门窗，
凡墙壁处，皆造架放书。书架由地
面直通屋顶。我喜欢被书埋起来
的 感 觉 。”《夕照透过书房：
冯骥才散文精选》（浙江教
育出版社） 收录了冯骥
才 自 1982 年 至 今 40
多年来的散文精
粹 50 余 篇 ，

共分 5 个篇章。该书以
时间为 序 ， 展 现 了 冯
骥才丰富的生活经历
和 艺 术 感 悟 ， 以 及
淡然、随 性 自 在 的
人 生 哲 学 。 书 中
细腻 、透 彻 的 散
文 ， 带 读 者 体
味人间烟火的
万 般 滋 味 ，
发现人生、
世 界 和
艺 术 的
本真。

坐拥书房 心怀天下

草长莺飞四月天
花香书韵满人间

□本报记者 韩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