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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泓《考古
一百年：重现中国》
一书出版，向读者
呈现了一幅中国
考古学绚丽缤纷
的画卷。

该 书 将 各
时 期 文 物 和 历

年考古发现串联起来，点、线、面结合，透物见人、
知人说物。八章内容贯穿史前至宋代各个时期，
基本囊括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工作范围。较之此前
著作，作者补充了二里头遗址、秦始皇陵百戏俑
坑、西汉长安壁画墓等诸多近三十年来的重要考
古发现。不同于以介绍器物类“国宝”为主的通
俗读物，该书还涵盖城址、宫殿、寺塔、石窟、陵
墓、长城等遗址，同时穿插介绍中国田野考古学
发展史，视野更为开阔。

作者非常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全书开篇，
便写长城“修长的躯体从中国的东北蜿蜒伸展

向西北，绵亘万里，静静地凝固在山峦荒漠之
间”，深沉而又富有画面感。又如写弓箭使用和
细石普及，从后羿射日的传说入手，使看上去冰
冷的远古遗物变得鲜活起来。再如“秦律重现
人间”一节，将所征引的十条秦简原文悉数转译
为现代汉语，以便读者理解。这样的写作风格
让《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读来代入感强、毫
不生涩。作者仿佛带领我们以先民习惯的姿
态，从一件彩陶壶的口部俯身鸟瞰盛开在壶肩
的八瓣花；以一位铸剑名师特有的精准，检视望
山一号墓越王勾践剑双刃两度曲弧的线条；或
者一起和着唐诗的韵脚，步量唐长安城的街市
宫坊……

把考古学知识讲生动，离不开作者阅读古
物时秉持的独特眼光。介绍商代艺术，不仅用

“细读”方式解读青铜器，还有新意地分析玉器
的温润灵动。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上，作者
提取出上下两条平行的弧线，由此判断工匠先是
制作了一件玉璧，再等分出三件扇形玉玦。玦形

的玉坯通过精雕细琢，就成了跳跃的兔儿。如此
一来，约三千年前那位不知名的玉雕匠人的制作
过程，历历如在眼前。本书讲述方式通俗生动，
却并不意味着迎合“浅阅读”，在具体细节上认
真考究，体现出一位考古学家的严谨态度。

《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见证了一位考古写作
者的坚守。杨泓数十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编辑部，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个规模不大的
编辑部，曾集合了一批资深学者，是汇集考古发现的

“信息中心”。其他学者涉足较少的普及性写作，是杨
泓用力最深的领域之一。内行人都知道，能够用浅
白语言将高深道理通透清晰地讲出来，必须对事物
有彻底认识，还要有宽阔的眼界和灵活多样的表达
能力，真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这样以诗性语言全面介绍中
国文物与考古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期待更多中国田
野考古学者深入浅出地与公众分享学术收获，展现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人文情怀。

（来源：《人民日报》）

生动讲述百年考古的故事生动讲述百年考古的故事

儿时，生活在塞外小城，一
到冬天，雪花飘舞、天寒地冻，大
人们都躲到火炉边猫冬，不谙世
事的孩子依然在室外玩耍，至今
我的右手上还有冻伤的印迹。后
来我结识了文字，那小小的方块
像磁石一样牢牢吸住了我，从此，
寂静清冷的冬季就变成了我读书
的好时节。

然而，那个年代能吃饱穿暖
去上学已很不容易，哪敢奢望有
闲钱买课外书读。幸运的是，家
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大伯给他女儿
订了《儿童文学》，自从知道此事
后,我就成了他家常客。一放学
就扎在他家西屋不出来，母亲总
是几次三番地喊着回家，我才肯
放下书。围着大伯家的火炉读书
是我对童年冬日最温暖的记忆。

后 来 上 了 中 学 ，住 集 体 宿
舍，虽然宿舍里也有一个火炉，但
宿舍太大了，长长的两条大通铺，
热量很难辐射到每个角落。每每
钻进冰冷的被窝，都需要很大勇
气，幸好有书相伴。一到晚上，我
就用被子裹住身子，举着手电打
开书本开读，读着读着，就忘记了

寒冷。不知不觉间焐热了被窝，也走进了书中的美妙世
界。书读得多了，即使外面是数九寒冬，心总是暖的。那
些读过的文字就像春风，化作暖流，悄悄流经生命的每一
个细微之处，温润了心田。

成年后，即使工作再繁忙，我也会想方设法挤出一些
时间来读书。几十年下来，读书使我视野开阔，内心充
实。如今，人至中年，沧桑阅尽，很多爱好也都随着年华
付之东流，唯有读书始终相伴。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冬日来临时，
捧本书躲进安静的一隅，享受阅读的时光依然是我的最
爱。夜凉如水，手执一杯热茶，伴一盏柔灯，阅读直至深
夜，任窗外雪花飘飘，北风呼啸。爱上阅读，年龄越增长，
心里越沉静，一拿起书，外面的世界似乎就不存在了。掩
卷之余，经常想起小时候看到心仪的书日思夜想、思而不
得的苦痛。每每想起，都会感慨良多，于是更加珍惜现在
可以任意买书、尽情阅读的好时光。

有书陪伴，岁月安暖。时光终不会辜负任何一位爱
书人，那些读过的文字早已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浸润到每
一个细胞。读书的日子，总是温馨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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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岚

最近杂事多，占去了很多读书时间，所以心
生彷徨，赶紧弥补。

翻开一本书，把心融进书中，心无旁骛地读
着，是何等的惬意和快乐。书中，那一缕缕幽香，
迎面扑来。心在文字中遨游，看着哭着笑着，一
个最真实的自己，此刻，毫不掩饰。

喜欢读书，从年少时光开始。曹文轩曾经说
过：“一本好书，就是一轮太阳。”我太赞同这句话
了。我少年时，家乡的大部分人家生活条件都不
太好，饿肚子是常事。我也经常衣着单薄，面带
菜色，但每当如痴如醉地读着各种书时，就像沐
浴在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里，时刻感到温暖。那
时我就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种享受，一种幸
福，这种信念伴随了我一生。

后来参加工作了，工作繁忙，读书时间全靠
“挤”。手里有一本好书，可是工作和生活琐事让
我根本没有空闲时间来读书。有时候，事太多，
心太烦，干脆把心一横，抛开一切事情，拿本书跑
到学校后山上，靠在一棵大树下看起来。看着看
着，一切烦恼和不快都抛到九霄云外。这时，仿
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云水禅心，这些美丽的文
字，抚平了我心灵的烦躁。那纯粹的读书心境，

更让我深刻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和世间的一切美
好。心静了，释怀了，重新精神抖擞地回去干活。

年轻时还常梦想，觅一处世外桃源，在绿水
青山间，搭一间能遮风避雨的竹屋，每天泡一杯
热茶，捧一本书，无人打搅地看个够。看李白“仰
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
的洒脱；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
志；看毛主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
博大胸怀……

我也常跟学生说读书的好处，聊书中的故
事，分享读书的体会，推荐适合他们读的书。现
场常听学生说，是我影响他们爱上了读书，让他
们一生受益匪浅，我也甚感欣慰。

如今我退休了，有时间了，可以放下了一切
繁复，冗杂，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伊甸园”。在
这至纯至美的光阴里，找一舒适的地方，席地而
坐，清风拂过，怡然自得，我很珍惜这美好的读书
时光。

每读一本好书，灵魂与激情的碰撞，震撼着
我，愉悦着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
粟。”在书香茶香的氤氲中，一洗尘心，陶冶自我，
生命就在这读书的时光中，领略惬意，增加厚度。

珍惜读书时光珍惜读书时光
□ 邓训晶

近几年尤其是 2021 年以来，随着数字化服务的
普惠应用，智慧图书馆渐成城市一角的亮丽风景；随
着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不断优化，农家书屋成为
众多村庄的标配。文化惠民工程正在悄然改变着城
乡居民的生活习惯和阅读习惯，为“书香中国”活动的
开展，全民阅读的普及，尤其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
提供了有力保障。

智慧图书馆：全民阅读的书香乐园
走进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路过寿乡文化广场、

城东体育广场等地，可以看到多个带有“‘书香巴马’
24 小时智慧图书馆”“让巴马人爱上读书，让读书人
爱上巴马”等字样的自助阅览室。尤其到了晚上夜幕
降临后，灯火通明的 24 小时智慧图书馆更显醒目。
透过玻璃能清晰地看到里面的书架和整齐摆放的书
籍，几个小朋友有的在埋头看书，有的在书架边找书，
这里仿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书香乐园，玻璃外广场上
的热闹喧嚣都与他们无关。

笔者注意到，24 小时智慧图书馆大多选择建在
商场或广场边，看似把书房建在了闹市，却恰恰发挥
了智慧图书馆的应有价值。白天，这里是不少年轻人
的精神文化补给站，他们逛完商场或走出单位，走进
这不大的空间，歇脚的工夫与书籍来一次美好的邂
逅；傍晚，这里是孩子们的童话世界，不少家长把孩子

“寄存”在这里，他们在广场上参与多彩的文化活动，
孩子们也乐得在丰富的儿童读物中畅游；夜晚，智慧
图书馆的灯光还会继续照亮热爱阅读的“书虫”以及
向文献、书籍寻求帮助的读者。

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时间并不长，甚至尚未在理
论层面形成比较权威的定义。但是，在文旅部等有关
部门的推动下，智慧图书馆在实践中的探索，尤其是
便民化服务、助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
成效。一方面，各地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过程中，把智慧图书馆当成重要抓
手，基于信息可视化、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设个
性化、特色化、便捷化的自助阅览室，打造读者全开
放、资源全透明、服务全预知的全民阅读空间；另一方

面，以国家图书馆及高校为代表的相关各方积极推动
资源共享，逐步完善惠及全民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
的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而这些发展成果最终将更
加均衡地造福于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

农家书屋：乡村一角的知识源泉
智慧图书馆的逐步普及让城市变得书香四溢，

在小区旁、公园边、广场周围等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
方预留出一处阅读天地。而农家书屋则在广阔的农
村大地上遍地开花，创造性地为各个村庄开掘出知识
源泉，连在一起汇聚成知识的海洋，真正起到了文化
基石的作用。

作为党和国家为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而实施
的一项文化惠民工程，农家书屋这些村子里的“小图
书馆”已经成为全民阅读在农村的主阵地和大平台。

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乡村
振兴，文化要先行。农家书屋不仅是保障农民群众文
化权利、实施文化惠民、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举措，也
是以书、报刊等读物为媒，普及科技惠农、科技兴农知
识以及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重要阵地。一方面，各地
农家书屋除了提供大量的书籍供村民选择，还广泛运
用新媒体平台、互联网技术开展科技大讲堂、三农政
策讲座等，为村民送知识、送智慧。另一方面，农家书
屋已成为乡土文化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托。
很多村庄借助农家书屋这个平台，发掘乡土文化、乡
村非遗、乡愁元素，打造文化集市、开展文化活动，形
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乡土文化 IP，推动了乡村旅游
的发展。一些村庄创新性开展文化活动，培育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让文明之风吹遍乡间，为乡村文化振兴
提供不竭动力。还有一些村庄甚至发动退休教师、大
学生等志愿者组成服务队办起了“四点半”课堂，不仅
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一个课后学习、阅读的场所，又
使得农家书屋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共享平台：为读者架一条好书传送带
广场边，智慧图书馆里孩子们自由快乐地徜徉

书海；村庄里，农家书屋里的村民沐浴着各类书报刊
和讲座、讲坛散发出的智慧之光。相比于一些地方智

慧图书馆、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普及且利用充分
的情况，还有很多地方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笔者走访注意到，一些城市路边带有“智慧图书
馆”“智慧书屋”等字样的自助阅览室或自助借阅书柜
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有些甚至已经落满灰尘；不少村
庄的农家书屋，常常是大门紧闭，门锁生了锈、书也蒙
了尘。还有一些地方，人比桌椅多，桌椅比书多，想读
书而没有书；有些地方则是书多、桌椅多，人却寥寥无
几。我们不禁要思考，不同地方的惠民工程，利用率
和利用现状何以差别如此巨大，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
些问题。

智慧图书馆、农家书屋以及各种便民阅览室等，
其初衷都是文化惠民，为全民阅读提供基本保障。而
在有些地方，这些惠民工程“躲”在了远离人民的地
方，或锁在了“深闺”中，从选址到后期管理都存在一
定的问题，从根本上背离了惠民的初心。广西巴马的
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惠民工程不仅要靠近老百姓、方
便老百姓，更要服务老百姓，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
所急，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真正把书香送到他们最
方便的地方。广场边、学校边、公园边、小区边、村庄
里，主要读者群是谁，如何吸引更多人在此亲近书籍，
是需要管理者花些心思的。

对于资源配置不均问题导致的利用不足情况，
如一些地方书多人太少，一些地方则是书少读者多，
则需要引起社会层面的关注。近年来，国家图书馆、
各地方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以及各类商业机构等推
出了一系列文献、图书共享计划，发挥图书最大效能，
惠及更多读者。无论是云平台的线上共享还是通过
物流让好书在全国流动，都能有效缓解区域之间的资
源不均。此外，一些公益机构、志愿者等通过捐赠的
形式定点对口帮助一些智慧图书馆和农家书屋，还有
一些地区，通过打通区域内部的图书流通渠道丰富各
个书屋的书籍，这些做法实质上是为各地读者架起了
一条好书传送带，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为各地读者
的个性化、多样化阅读保驾护航。

（来源：《光明日报》）

书香飘向群众书香飘向群众 知识送到门口知识送到门口

文人大抵都拥有
书房，但有书房的人，
不一定就是文人。

书房，是一个与书
香关联的场所。一个
真正的文人，不仅在书
房里藏书和读书，更重
要的，是将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所感
所悟付诸于文字，而后
奉 献 给 更 多 的 受 众 。
可以说，书房是一个灵
魂走动的地方，是一个
淬炼思想火花，将思维
世界的东西演变为文
学作品的地方。

文人的书房，其情
趣 和 品 位 ，因 人 而 不
同。刘禹锡为自己的
书房写有《陋室铭》，这
一 可 以 调 素 琴 、阅 金
经，无丝竹之乱耳，无
案牍之劳形的书房，成
为许多读书人向往羡
慕的去处。然而刘禹
锡潇洒飘逸、不慕名利
的 背 后 ，却 是 三 度 搬
迁。他的书房是名副
其实的陋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但因
为刘禹锡自身的原因，这“陋室”才显得丰姿绰
约，大有嚼头。蒲松龄书房，名为“聊斋”。相
传，他在创作《聊斋志异》时，为搜集素材，常
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须到此讲讲故事、传
闻，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一旦听到有用
的“材料”，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他的书房
名“聊斋”也因此而来。鲁迅性情严谨，处事细
致，其书房特别整洁有序。上世纪 20 年代，鲁
迅支持学生运动，被反动文人诬为“学匪”。因
此，鲁迅把其寓居北京西三条胡同的书房，取
名为“绿林书屋”，以讽刺反动文人的别有用
心。徐志摩的书房充满浪漫情怀。其夫人陆
小曼原名“陆小眉”，他出于爱恋之情将新居书
房定名为“眉轩”，寓“举案齐眉”之意。

文人的书房，是文人的心之所属，心之所
安，心之所在。陈子善说：“作为一个读书人，
希望拥有一间书房，哪怕只是斗室、陋室，应该
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属于过分的奢求。因为书
房是他与中外先哲今贤心神交会之处，是他的
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也是他的自由精
神得以休憩的理想场所。”的确，于真正的文人
而言，书房是必需的，一为读书，二为写作，得
一专门环境，就可以进入潜心读书，潜心写作
的生命状态。

我想大凡爱书读书写书之人，都希望拥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想的书房。能够静下心
来，在书房看书，遐思，编织心情故事，在文字
构架的世界寻找生命的真谛，寻求生活的乐
趣。拥有一间充满书卷气与时尚生活气息的
书房，于文人而言，该是多么温润暖心的美事
幸事啊！

文人的书房，形形色色，韵味无穷，不仅
是文人思想的栖息地，更是一个可资触摸且舒
张自如的精神世界。其相应的布设，蕴含了一
个人的喜好，也沉积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它寄
寓着文人的内在诉求、修养情操，也盈溢着传
统文化恒久的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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