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至今参加过 4次区图书馆“周末读书会”的

导读。第一次是在 2019年夏天，那时“周末读书

会”刚起步，读书地点在城中街老图书馆，临街专

辟一间，是读者阅览室。活动的时候，就专用于读

书会，闹中取静，是分享阅读的好地方。第一次导

读我也没有经验，在与图书馆负责人讨论读什么

的时候，我建议读诗，要求每个报名参加读书会的

读者，选取自己喜欢的一首诗，现场朗诵，一起品

读。现场效果不错，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年龄较大

的男读者，选了《长征》，他对这首诗的理解，非常

正能量。读者的正面反馈，大大超出我的意料，也

激发了我参与这项活动的热情。

第二年，图书馆负责人又找到我，希望我继续

担任导读嘉宾，且给我发了一个导读奖杯，盛情难

却。我想这既然是一项公益活动，作为媒体从业者

和喜爱读书的人，我去做这件事，既是兴趣，又能帮

助别人，何乐不为呢？不过在选书这件事上，还是颇

费脑筋。由于个性兴趣的原因，当下流行的读物，基

本不在我的阅读范围。而读者身份各异，深度阅读

的能力有差别，若全依我的兴趣，也许会吓退很多

读者，使他们没了参加活动的兴致，这就和普及全

民阅读的初衷背道而驰了。两难之间，我决定选一

部经典小说，选中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图书

馆研究后，也表示同意。

那时候，图书馆对读者的要求是建议尽量读

完，还没有后来要求的必须读完。这二者的效果大

相径庭。从读书会的现场反馈来看，还是有一些读

者只选读了其中部分章节。更有几个读者，说就是

想听我谈论这本书。我喜欢这部小说，看过好几

遍，尽量在现场讲得有趣些，大家听得认真，好多

人表示回去就补读。还有些人后来把福楼拜的其

他小说也读了不少。我发现，只要导读得当，就会

让读者喜欢上某一本书，某一个作家。

我尤其想说的是第三次导读。那是 2022年 3

月份，我推荐了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现场读者大都读完了这部书。

我导读时，并不自顾自讲，而是不时提问，让现场

读者参与进来，如切如磋，并不给一个定论。我还

鼓励大家对书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并结合

时事进行深入探讨。我觉得，这才是读历史书时该

有的姿态。

从现存汉字遗存看，“中国”一词，最早见于

1963年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其释文，由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文字学家马承源辩识。由此可

推想顾颉刚、傅斯年或陈寅恪等史学家，为何较少

纵论这个问题：何谓中国？即使有所涉略，他们纷

繁的考证，精深的史识，也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

我揣测，早就有很多非历史专业背景，却对历史感

兴趣的读者，像我一样，翘首等待这样一位历史学

家，携十八般武器而来，举重若轻，却不卖弄，不让

人感到故纸堆的沉闷，也无高头讲章的距离感，写

出一本又一本值得咀嚼的大作。读者运气真好，许

倬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了某种精确和周延，许先生给《说中国》加

了副题：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在这样一本

小书中，回答这样大的问题，需要学识、才情和智

慧。许先生以大历史观为背景，化繁为简，却不乏

远见卓识。这本书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万古江河》

的余音未了。不过一个人再理性，恐怕也难逃个人

境遇导致的情感纠缠，尤其是童年经历对一个人

的心理影响，会纠缠一生。叙述清朝的不争气时，

许倬云多次动了感情。而早在《万古江河》中，他因

童年曾眼见日本侵华，叙述日本章节时，难免带入

感情色彩，稍稍偏离了史家的客观大道。葛兆光也

指出他的这类“毛病”，让我稍感轻松，不至于责备

自己吹毛求疵。

据说另外几个导读嘉宾遇到过年龄很小的读

者。这说明“周末读书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渐成

老少皆宜的活动。希望我下次导读时，也有小读者

参与。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父母培养孩子的阅读

兴趣，多给他书，比其他物质给予都重要。爱上阅

读、尤其是深度阅读的人，都有独立思考的习惯，

不容易被流俗左右，不容易上当受骗。

博尔赫斯有一句话：“如果有天堂，那应

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深以为然。我得闲就爱

往图书馆跑。家里也有几面书墙，我依旧保持

对于未知图书的热情。我读书杂，文史哲居多。

阅读说到底，是一件蛮私人的事情。只要

打开书，我就像是迈入一座深山，心灵、精神

随着古今中外作者的笔触，取景、取经、取静。

古语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时读到

一本好书，真的很想找人分享，让更多的人知

道有这样一本好书。时间长了，周围人都知道

我是个“书虫”。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参与了图

书馆开展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成为他们开展

的周末读书会的导读嘉宾之一。

这让我打开了另一条探寻自我的路途。做

导读的准备过程中，我会预设很多问题，如此

一来，对作者和书本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现场同书友们面对面交流时，又能听到不同角

度的解读，还能听到未读但感兴趣的书，拓宽

和加深了自己的阅读路径，实现自身的完善和

进步。

2021年，我第一次导读的是《破茧》。作者

施展，历史学家，有着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背

景。他博通古今，眼界开阔，格局高远。针对

当前人们热衷电子产品，他提出“信息茧房”

的概念，并提出茧房应从内部向外，自身积极

突破。那时是周末读书会成立的早期，而我选

的书又小众，到现场的只有寥寥六七人，那次

读书会堪称小而精。当时大家普遍表示电子产

品容易使人上瘾，且认为纸质阅读的前景堪忧。

2022年第二次参加导读，我选的是 《大话

中国艺术史》，作者意公子是当时的热门人物。

这部作品语言浅显生动，以正史为轴，将中国几

千年的艺术发展娓娓道来，那些早已散落在时空

长河中的文人墨客以及他们的作品都立刻鲜活了

起来。前期荐书时刻，馆方一开始，认为这类艺

术书依然比较小众，但本着丰富导读书目类型的

初衷，还是接受了我的推荐。没想到，最终现场

来了十七八位读者。大家都对这本书以及我的导

读给予充分肯定，现场互动频繁。馆方工作人员

张媛，还拿出了私人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高

清复制图供大家鉴赏，很好地配合了我的导读。

书中涉及的很多艺术作品，都让读者心生感慨：

古人心思手法之细腻，中华艺术之脉络分明、源

远流长。这一次导读的成功，让我有了更强的信

心与热情去做好图书馆导读这项公益活动。我的

导读频次也变得频繁起来。

2023年，我导读了两次，所选作品分别是

《次第花开》和《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前一次导

读，我们专门去了天目书院，在梁代昭明太子读

书过的地方谈书，别有一番滋味。《次第花开》

这本书有疗愈人心的作用，现场来了四十几位读

者，女士居多，很多人都将心得体会写成读后

感。其中一个初一女生的发言让我久久难以忘

怀。她说看完这本书感受到的是人生三重境界，

第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第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她还说，所有青春期的烦恼都是人生的必经之

路，走过、痛过才是人生。“人生三重境”本是

宋代禅宗大师的妙语，却从一个初一女生的口中

道出，让我们一众人都感受到了阅读与思考带来

的魅力，同时也看到了全民阅读的美好未来。阅

读帮我们摄入书中精神能量，借以疗愈。生活纯

淡如水才是常态，而浩瀚如海的优秀书籍，可为

我们的生活增添许多色彩。

从第一次导读至今已逾三年，临安读者的

阅读热情日渐增加。这其中，图书馆的导向作

用明显。作为临安图书馆铁杆粉丝的我，能体

会到图书馆一众工作人员的良苦用心。这是一

群真正爱读书的人在认真做着全民阅读推广的

事。我很高兴可以与她们一同成长，共同进步。

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走上导读席，

走入周末读书会。

2019年，偶然看到一部关于书籍和阅读的

纪录片 《但是还有书籍》，探讨了在数字化时

代，书籍和阅读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心灵的重要

性。影片纪录了关于书籍的各类故事，涉及编

辑、翻译、书商以及一些旧书店经营者。看着

这些故事，我被击中，心中涌过无限感动，重

新审视书籍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阅读带来的乐

趣和收获。一本书的背后，凝聚着无数作者、

编辑、译者、设计师的心血，这样的温度不该

被辜负。

这时候，我得知图书馆在推广全民阅读，

开展“周末读书会”，这是一个重要的阅读推广

平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想投身于导

读工作。而我和图书馆结缘，可谓深矣。记得

儿时，家中藏书远远满足不了我的精神需求，

临安图书馆便成了我的救星。每个周末，泡图

书馆成了我最快乐的事。

我记得临安图书馆旧馆的隔壁是一个大庭

院，每到春夏，凌霄花如火如荼，开过墙垣。

图书馆二楼有流行的青春文学，一楼是各类名

著。就在我沉浸于阅读的时候，凌霄花在微风

摇曳中旋转着蹁跹而下，落在书桌上。后来我

到外地求学，辗转更多阅读空间：讲座、作家

签售会、展览、电子书论坛。阅读方式变得多

元，纸质书不再是唯一。本以为，家乡的图书

馆也会被电子时代裹挟着沉沦，只能留存于记

忆。某个午后，我路过旧馆，看到了路旁硕大

的“集贤书房”几个字，踏进后，欣喜地发现，

这还留有记忆里那家温润的图书馆的踪迹。原

来他们在这里办了城市书房，每月都有“周末

读书会”。机缘巧合下，我成了读书会导读嘉

宾。

起初我想，导读应该没有太大压力。因

为我面对的是同道中人，大家交流起来无碍，

我只需畅快输出自己对书籍的理解与感受，

便能换回精彩的思想碰撞。随着对导读的深

入，我发现要做好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在后来的导读分享会前，我都会与图

书馆负责人联系，了解读者的兴趣爱好等信

息，从而推荐匹配度高的书籍，并提前将书

中关键信息提炼，梳理成能被大家认可的提

纲。在导读现场，我会不失时机地鼓励每一

位读者发言，仔细聆听后，我给出关联性互

动。结束后，我还会复盘大家的观点，再次

进入该书语境，那时我欣喜地发现，我又打

开了新的阅读视角。也许这就是分享共阅的

魔力吧。做图书馆周末读书会导读嘉宾，已

成为我工作之余的幸福休憩。

对于全民阅读现状，我认为，虽然整体阅

读氛围较为积极，但仍然存在阅读不均衡的问

题。因此，临安图书馆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时，

需更注重针对性和平衡性，鼓励更多的市民享

受到阅读的乐趣。周末读书会组织方也为此投

入不少人力物力，持续推广全民阅读，并逐渐

提高每一场分享会的质量。读书会的场地也不

仅仅停留在书店，而是延伸到不同风格的社区、

民宿和户外空间。也就是说，在注重互动的同

时，图书馆也开始关注书籍与阅读环境的适配

度。其实，全民阅读推广并无一套可参照的模

板，既需考虑受众群体的接受度，也要面临阅

读碎片化、浅层化的痛点。图书馆始终都走在

思考和创新的路上，作为临安的阅读者，我觉

得也蛮幸福的。

无论数字化浪潮如何席卷，纸质书都以其

独有的质感和温度，传承着人类智慧，在人们

心中占据一席之地。书籍是我们理解过去、探

索未来、丰富内心世界的重要桥梁。作为“周

末读书会”导读嘉宾的一员，我愿意通过我的

微努力，为推广全民阅读贡献一份力量。我也

期待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图书馆，感受阅读魅力，

共同营造一个书香弥漫的社会。

导读嘉宾要引领深度阅读

□ 导读嘉宾 本报记者 高红波

L I N A N T O D A Y

年 月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蓓蓓 版式：刘畅 电话：

发·现新闻

做
好
导
读
嘉
宾

助
力
全
民
阅
读

﹃
世
界
读
书
日
﹄
特
别
报
道

网络呼啸发展到当下的 AI时代，

电子阅读固然方便，然而纸书独有的

书香味，依然被很多读者珍视、坚守。

值此“世界读书日”之际，“临场”

与区图书馆合作，开启一次特别报道：

让导读嘉宾谈论参与全民阅读普及的

体验。

自 2019年始，区图书馆开启了

“周末读书会”全民阅读普及公益活

动，至今已举办读书会 36 场，吸引

近千名读者参与，已有 220名文学爱

好者成为周末读书会会员，其中年纪

最小的 14岁，最大的 85岁。“周末

读书会”要求阅读载体回归体验性，

倡导纸质阅读；参与读书会活动的读

者，必须通读导读嘉宾推荐的纸质书

籍，并携带纸书到读书会现场。

开展好这项活动，既需要读者

鼎力支持，更要培养一支相对稳固

的导读嘉宾队伍。五年来，“周末

读书会”已吸纳导读嘉宾 17 人，其

中核心成员 10 人。“周末读书会”

会提前一个月，让导读嘉宾结合自

己的专长选定一本书籍。导读会现

场，嘉宾先为读者提供深度导读，再引领读者谈论读后

感，让思想的火花碰撞。“周末读书会”较好地助力了

全民阅读，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临安区图书馆公益

领读人团队”还荣获了浙江省“最美阅读推广团队”荣

誉称号。本报记者有幸成为导读嘉宾之一，此次特邀另

外两位嘉宾，与记者一起分享导读体会，以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

读书会的场地不仅仅停留在书店，而是延伸到

不同风格的社区、民宿和户外空间

很高兴与更多读者一起成长
□ 导读嘉宾 杨燕飞

为推广全民阅读贡献一份力量

□ 导读嘉宾 徐行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共同营造书香弥漫的社会

在导读嘉宾的引领下，书友们倾听和分享，对所

读之书进行不同角度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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