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的武汉，春风裹挟着书
卷的气息，温柔地掠过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4月9日，中国全民阅
读媒体联盟的记者们，走进武汉
地铁，开启一场跨越12年的温情
采访之旅。

踏入武汉三阳路地铁站的瞬
间，《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等媒体的记者
们，眼中满是惊喜与感慨，纷纷兴
奋地说道：“这个地方我们10多
年前来过！”熟悉的场景如一把时
光的钥匙，瞬间打开往昔记忆的
大门。12年前，武汉是中国全民
阅读媒体联盟成立后的首站采访
地，记者们见证了全国首条“书香
地铁”线路的诞生。如今，重返这
片“初心之地”，往昔联盟成立时
的情景仿若就在眼前，令人心潮
难平。

回溯到2013年4月，由中国
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牵头，全国78
家媒体发起、200家媒体共同参
与的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在武

汉市民之家举行成立大会。原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宣
布联盟成立，并强调媒体应发挥
宣传和引导作用，助力全民阅读
与文化强国建设。联盟成立后，记
者们深入武汉市书香家庭与校
园，记录市民日常阅读习惯及校
园读书活动，关注全国首条“书香
地铁”及企业读书节，还采访了如

“爱上层楼读书会”“晒晒我家书
屋”等文化阅读品牌活动，对武汉

“读书之城”建设进行深入报道。
在那次意义非凡的采访中，

我们了解到，2013年 4月，武汉
地铁举办首届“地铁读书节”。彼
时，地铁站内书香四溢，工作人员
向市民、乘客免费发放书籍，“为

地铁上班族荐书”“地铁书虫读书
会”等活动相继开展，就此搭建起

“地铁读书节”的基本框架。
此后的岁月里，武汉地铁持

续推陈出新，图书漂流、古风阅读
快闪、“丢书大作战”、亲子绘本共
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读书活动吸
引了大批市民、乘客关注参与，连
续多年纳入“武汉全民读书月”重
点项目。

2022年4月，武汉地铁提出
“以城为书”概念，并连续3年在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地铁读
书节”推出“地铁读城·阅见武汉”
活动，以集章打卡为核心，引导市
民通过地铁出行探寻大武汉的文
化、旅游、美食、创新等城市元素，

巧妙地将全民阅读推广与城市文
化相融合。3届活动中，线下吸引
8万余人次参与，线上话题曝光
量突破1亿，5次登上微博全国
热搜，实现了“绿色出行+城市形
象”的双重宣传目标。

12年来，武汉“书香地铁”的
蝶变，正是全民阅读蓬勃发展的
缩影。截至目前，由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
盟组织的“书香中国万里行”活
动，已走过近30个省份，涉足50
余个城市和地区，累计行程近30
万公里，400余人次的记者参与其
中，发表各类报道近千篇。这一路
的足迹，见证了10多年来我国全
民阅读深入开展所取得的成就，
也将全民阅读的理念如蒲公英的
种子般，播撒到亿万受众的心中。

此次重返“初心之地”，我们
始终牢记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的初心与使命，继续以笔为媒，为
全民阅读推广和书香社会建设贡
献媒体力量。

一场跨越12年的采访之旅
□姚贞

在 2025“书香武汉·全民读书
月”启幕之际，这座“英雄之城”再度
成为文学与思想的交汇地。4 月 8
日上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文学院院
长张执浩，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长江
文艺杂志社社长蔡家园做客全民阅
读大讲堂，围绕“阅见长江 读懂家
乡”这一主题，3位嘉宾聚焦地域文
化与文学创作、《龙凤歌》的创作与
出版及作家在全民阅读中应该发挥
怎样的作用展开对谈。

作家眼中的武汉气质

“每次写到武汉这两个字，心
里都暖洋洋的。”访谈中，胡学文
分享了他与武汉的文学渊源。20
世纪 90 年代，刚开始写小说的他
四处投稿。每每收到退稿，他就再
寄一遍，要是连退稿都没有，他就
重新抄写一遍再寄。当时，胡学文
订了几本刊物，其中就有出版地在
武汉的《长江文艺》，他也向这本
期刊投了稿。收到回信时，原以为
又是退稿，没想到附了编辑的一封
信：“这个小说我看了，觉得挺不
错，结尾需要改改。”

胡学文连夜把稿子改好，第二
天邮寄出去。最终，这篇小说在

《长江文艺》发表，年底还获得了
《长江文艺》方圆文学奖奖金3000
元，当时他的月工资是 800 多元。
从此，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长江文
艺》发表一篇中篇小说。“我对武
汉有感情，我觉得武汉有生机、有
生气、有活力，如果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热气腾腾。”胡学文说。

张 执 浩 1984 年 到 武 汉 读 大
学，此后基本一直在武汉生活。他
说，武汉三镇独立的地理特征，给
人远中有近、近中有远的距离感，
在“破碎”、无序中产生一些非常
奇妙的连接感。他的新书《我陪江
水走过一程》，将由武汉出版社推
出，这本书全面呈现了他在武汉这
座城市40年的情感生活经历。历史
上围绕黄鹤楼产生了很多名篇诗
作，这给作为诗人的张执浩也带来
了一定的创作压力，通过《不如读
诗》《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
15 个关键词》的写作，张执浩借此
完成他与中国古代诗人、中国传统
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凝视和对望。

“只要在武汉的街头走一走，就
会感受到热气腾腾的生活质感。”作
为文学编辑，蔡家园会选择很多优
秀的书写武汉的作品，推荐给读者。
作为文学评论家，蔡家园有相当一
部分评论作品都和武汉有关，他把

“书写武汉”作为一个素材进行再创
造，解读他心目中的武汉。

《龙凤歌》“北方怀、南方产”

此次“书香武汉·全民读书
月”，胡学文携长篇新作 《龙凤
歌》与武汉读者见面。这部作品跨
度 80 年，扎实、真实、细密又松
弛地呈现出壮阔的社会变革、璀璨
的人性光辉，以及托举起了一个个
家、一代代建设者的女性力量。

“作家的写作其实跟女性的怀孕、
分娩差不多，有甜蜜，有阵痛，所
以每部作品都是我的孩子。”胡学
文说，《龙凤歌》与他以往的作品
有些不大一样，大致有三点：一是

“直接怀”，二是“怀得久”，三是
“北方怀、南方产”。

胡学文写作有一个习惯，产生
一个创作念头就先记在纸上，之后
再移到脑子里，等到入心的时候就
该把它写出来了。上一部作品《有
生》，最早记在纸上的大约有200多
字，但是《龙凤歌》没在纸上记，而是
一下子落到心里，这叫“直接怀”。

胡学文回忆说，他 44 岁的人

生一直是往前的，但是 2011 年冬
天，被生活狠狠地扎了一刀，挨了
一重锤，使他对人生、对命运有了
一种别样的思考，但当时并未想动
笔写。一直到 2022 年初，一个早
上起来，那天天气不好，他没有外
出散步，看到外面的风景，突然那
种阵痛的感觉来了，于是就开始
写，这个叫“怀得久”。

小说是在北方孕育的，胡学文
在南方把它写出来，因此，在小说
当中，融入了很多南方的元素，既
有内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这叫

“北方怀、南方产”。
张执浩说，作为小说家的胡学

文，其作品有一种持久的、深邃的
现实主义情结，对人性有一种深刻
的洞见，另外，有独特的个人叙事
的方法，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概括胡
学文的写作面貌，同时在 《龙凤
歌》中得到了充分呈现。小说看似
很厚，但读起来节奏紧凑，除了故
事吸引人之外，小说语言非常好。
总体来说，《龙凤歌》在结构和叙
事的方法，包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
揭示，在延续《有生》风格的基础
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作为一位当
代小说家，在年近六旬之后还能如
此向前接近，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
的成就。”张执浩说。

蔡家园同样谈到 《有生》 和
《龙凤歌》之间的联系，“《有生》
和《龙凤歌》封面设计的风格非常
相似，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的
一个阅读感受。”《有生》出版之后
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相信《龙
凤歌》也会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

蔡家园认为，作家把母亲的形
象塑造得特别好，母亲对于爱的表
达始终处于一种困境中。小说《龙
凤歌》通过一个家庭两代人的生活
变迁，切入中国城乡社会变迁，对
于中国人内在情感和精神进行了深
入的挖掘。他还谈道，故事的力量
在《龙凤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除了作者在讲故事，故事中的人也
在讲故事，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值
得研究。

作家要多和读者面对面交流

当下阅读环境和阅读生态发生
了很大变化，现场3位嘉宾就作家
在全民阅读中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
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张执浩呼吁，读者要静下心
来，尽可能回归初心，回到纸质阅
读上来，哪怕一年只读一本对自己
的人生有某种启蒙意义的书，都是
值得的。张执浩回忆说，自己那个
年代的读书，很难有机会见到作家
本人，而现在不仅可以找作家签
名，还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
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阅读风尚。为
此，他希望作家要大胆地走出去，
和读者面对面地倾心交流。

每个月，蔡家园除了工作本身
进行的阅读之外，还会看两三本非
文学类的图书，有时泛读，有时有选
择重点地读。“每一个写作者首先必
须是一个合格的读者。”蔡家园说。

在当下快节奏时代，每个人的
读书时间受到挑战。蔡家园建议，
可以借鉴文学家欧阳修所说的“3
上”读书法——“枕上、厕上、马
上”，善于利用碎片化时间，不断
汲取阅读的营养。

在每天开车上下班的途中，蔡
家园就找到了适应这种快节奏生活
的一种阅读方式，这就是路上听书，
效果特别好。比如，他这段时间在
听《红楼梦》，听的感受和原来阅读
纸质书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他甚至
想，是不是可以写一份关于阅读《红
楼梦》的心得。“我们只要是有心来
阅读，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时间与阅
读相处相伴的。”蔡家园说。

长江之畔 共话阅读
□本报记者 范燕莹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左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文学院
院长张执浩（右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蔡家园
（右一）做客全民阅读大讲堂。 李泽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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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华都市的核心商圈，到宁静悠远的乡村角落，阅读的氛围如同春日暖阳，洒遍城市
的每一寸土地，为武汉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正值“书香武汉·全民读书
月”举办期间，4月8日—10日，来自“书香中国万里行·武汉站”的中央媒体记者采访
团，深入武汉的社区、校园、企业等多个场所采访。继2013年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首站
采访武汉之后，此次记者们重返初心之地，见证阅读为这座城市带来的精神滋养和变化。

4月8日上午，春日的阳光
洒满武汉中心书城外广场，
2025“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
暨“书香中国万里行·武汉站”
启动仪式在此举行。中国出版
协会副理事长王利明表示，中
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再度回到
诞生地武汉，聚焦“书香武汉”
建设的基层经验与阅读典型，
开展“七进”采访活动，举办“全
民阅读大讲堂”活动，进一步彰
显“书香武汉”文化名片，展现
武汉的独特魅力。

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吴朝安在启动仪式上介绍
道：“武汉构建起了省、市、区、
街（乡）、社区（村）五级联动机
制，打造出一张‘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阅读服务网络。”截
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7 座城市

书房，这些散布在城市各个角
落的文化驿站，成为市民闲暇
时光的心灵栖息地；1967 个农
家书屋扎根田野，为广大农民
朋友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而武
汉中心书城更是凭借其独特的
设计与丰富的文化内涵，荣获
全国“年度最美书店”称号，成
为当之无愧的武汉文化地标。

4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长
墩堤社区，见到“养娃有方·家
庭城市书房”的主讲老师田桂
月，她正带着孩子们共读彼得·
雷诺兹的经典绘本《点点点》。

“养娃有方·家庭城市书房”投
入使用以来，举办的各种读书
会、亲子阅读活动广受家长欢
迎。书房获得2024年最受市民
喜爱的阅读空间、武汉市儿童
友好阅读空间。“过去很多家长

对儿童早期阅读的认识很薄
弱，而当下年轻的父母从孩子
一出生就开始买绘本了。”有着
15年亲子阅读推广经历的田桂
月说，让她感受最深的就是这
些年武汉广大家庭在亲子阅读
理念、意识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以田桂月为代表的阅读推
广人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其背
后是武汉长达14年持之以恒的
政策深耕。早在 2012 年，武汉
就颇具前瞻性地率先提出建设

“读书之城”的目标，将全民阅
读提升到城市发展战略的高
度。随后，在2025年，全民阅读
又被明确纳入“十四五”规划，
从政策层面为阅读推广提供了
坚实保障，逐步形成了“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长
效运行机制。

加强政策引领 提供坚实保障

4月9日，记者来到江岸区
长春街小学。在这里，徐红星
院士科学与人文科普工作室

“院士科普大讲堂”第四十二期
活动正在举办，武汉大学物理
科学与技术学院二级教授潘春
旭以“从自然中寻找科学灵感”
为主线，为孩子们讲解自然界
的物理知识。

4月9日晚，在武汉中心书
城，由共青团武汉市委主办的
武汉青年夜校活动中，授课人
桑梓围绕图书《人人都能学
AI》，帮助学员掌握 AI 使用技
能，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难
题。从事汽车自媒体工作的李
嘉刚说，作为上班族，白天比较

忙，晚上时间充裕，“青年夜校
有很多‘干货’，能有效提升自
己的工作技能”。

在武汉，像这样形式多样
的阅读活动，每天都会举办多
场，或由政府引导，或由市民自
发组织，读书之风吹拂着江城
的每个角落。

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离
不开较为完善的阅读服务保障
体系。近年来，武汉政企学研
社多方参与共建阅读空间，让
更多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
公共文化服务。以城市书房为
例，“养娃有方·家庭城市书
房”设在东西湖区径河街长墩
堤社区内，以亲子阅读、儿童

阅读为特色，成为家庭教育实
践的生动舞台；坐落于西北湖
公园的德芭与彩虹书店 （江汉
城市书房），以自然、博物、
科普主题图书和本土化文创产
品为特色，既是科普教育基
地，又是人文艺术课堂；位于
新唐万科广场的盐屿城市书
房，每日开放12小时，不仅以
好书及阅读活动服务读者，更
为商业综合体增添了书香气息
和文化氛围；“两江晴川”号
游船上的长江书苑，则是武汉
首 个 长 江 上 的 移 动 城 市 书
房，为市民游客阅读长江、品
味长江文化创造了独特的人文
条件。

拓展阅读版图 激活阅读生态

出版社加强优质阅读供给，为
推广全民阅读深入开展提供“源头
活水”。此次采访期间，武汉出版
集团发布的《武汉文脉》工程首批
图书、“长江的孩子”儿童文学系
列第三辑，正是该集团重点打造的
阅读品牌。《武汉文脉》融合出版
工程堪称一项文化巨擘。该工程首
批 21 册图书的发布，标志着武汉
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方面取
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武汉出版集团董事长朱向梅表
示：“作为‘书香武汉·全民读书
月’的总承办单位，我们将充分发
挥主阵地、主力军作用，精心策划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为市
民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服务。”除
了精心策划“长江的孩子”第三辑
发布会、《武汉文脉》首批成果发
布，集团还组织央视主持人董倩新
书发布、阅读金色年华、“作家进
校园名师读名篇”青少年阅读、
第九届淘书节等重磅活动百余
场，武汉新华书店开展 3—7 折优
惠购书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优
质阅读服务。

武汉的阅读品牌如同城市文化
的一张张亮丽名片，“武汉地铁读
书节”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该读书
节已连续举办 13 年，通过倡导碎
片化阅读理念，将原本枯燥的通勤
时间巧妙地转化为“移动文化课
堂”。4月9日，记者们来到三阳路
地铁站，在这里，听到武汉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宣传主管黄
彦的介绍，对比12年前曾经来此采
访的变化，再次感受武汉地铁在从
读书到读城方面的创新做法，大家
感慨，随着时代变化，广大市民与游
客找到了阅读的全新打开方式。

“金桥”书评活动38年品书不
辍，先后依托“金桥”书评品牌特
色，探索创建“金桥书吧”，形成
一吧一特色。为推进“15 分钟文
体圈”建设了江汉区图书馆分馆`
金桥书院和各具特色的高品质城市
书房，构建了区、街、社区三级服
务网络基础，让图书馆、书吧、书
房发挥阅读功效，惠及民生，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真正将“全民阅读”纳
入了社会范畴。

在武昌古城的昙华林城墙读书
会，创新的“读城+读史+读人”
模式，为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活
力。这里立足武昌古城千年城史和
文脉粮道深厚的文化底蕴，每月精
心挑选主题开展阅读分享活动。通
过“文本领读+场景体验”的方
式，让读者在阅读历史文化书籍的
同时，亲身走进古城的大街小巷，
感受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传承。

黄陂区的木兰读书季同样别具
特色。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
如木兰诗词朗诵比赛、木兰文化讲
座、民俗文化体验等，让居民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厚的书香氛
围，一站式体验文体魅力。

当全民阅读从一项活动升华为
一种生活方式，武汉的文化脉搏，
正与长江之水一同奔涌向前，为城
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
撑和文化保障。

突出地域文化
打造阅读品牌

重返初心之地 见证阅读之变
□本报记者 范燕莹 汤广花

2025“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暨“书香中国万里行·武汉站”启动仪式现场。卢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