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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第八届浙江书展正式启幕。书
展如同“闹钟”，唤醒众多市民的阅读热
情。在宁波，全民阅读已蔚然成风。

与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集中展
览活动同步进行的，还有在全省新华书
店的网点、民营书店、阅读空间等 100 个
分会场的阅读推广活动。

一场场以书为媒的文化盛事接踵而
来，在一个个公共阅读空间竞相“绽放”。

藏在院士公园里的宋韵·堇书房、由
文保单位镇明岭庙改建而成的“岭读”城
市书房、开在名人旧居的名人传记书房

“呦呦书屋”、搬到酒店的在地文化主题
书店“城市骊书房”⋯⋯一批新型公共阅
读空间出现在宁波各个角落，以不拘一
格的姿态，成为展现城乡美好生活的网
红打卡地。

书香氤氲。在宁波，公共阅读空间营
造有方。

西 西 弗 书 店 、猫 的 天 空 之 城 等 20
余家全国知名品牌书店落户宁波，“喜
马拉雅宁波读书会”“小海狸故事会”等
80 余 个 特 色 民 间 阅 读 组 织 遍 地 开 花
⋯⋯海曙区大手笔打造的有“行走的博
物馆之城”美誉的“罗城”，已成为全市
实体书店布局最密集的区域。

结合省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海曙目
前建成城市书房 16 家，均向市民免费开
放。

“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堇艺坊
“艺起来”惠民品牌、堇书房“阅起来”连
锁品牌、全民阅读惠民服务系列、“鄞州
晚七点”⋯⋯在鄞州，市民解锁家门口的

“文化大餐”，有 N 种途径。
“悦·读馆”“乔石书房”“筑香书馆”

“海岛书吧”“半刻书房”“粮仓图书馆”“朝
夕书房”“堇书房”⋯⋯近年来，宁波各地
利用自身区域和资源优势，创新打造了一
批美而靓、精而特的公共文化空间。

“这些空间，在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充
实、更丰富、更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的同
时，也显露了一座城市厚重的文化底
色。”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波说。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公
共文化服务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新型公共阅读空间也正逐步实现
从“有”到“美和好”的跨越。

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新”在哪儿？如
何让美好永驻？一起来看看宁波解法
——

一是功能更新。
雄厚的经济实力，开放的人文环境，

强烈的文化需求，成熟的艺术教育⋯⋯
对于以上条件兼备的宁波而言，打造优
质阅读新空间势在必行。

新型公共阅读空间集体“绽放”，赋
能城市有机更新。

阅读空间与都市街区有机融合，文
化与城市发展交融并茂。今年 1 月，鄞州
评选出首批 50 个“堇艺”文化新空间。这
些场所中，有一部分是新型公共阅读空
间，它们散布于都市街巷、楼宇商圈、城
乡社区，以独具特色的美学，美化了市民
生活，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亮点。

与此同时，独具匠心的艺术建筑赋能
城市老旧空间改造。今年以来，相继开放
的三家高品质文化空间——新华书店·山
外、宋韵·堇书房、咸笈·堇书房，都是由历
史遗存或废旧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经过活
化利用、整合提升，成为城市文化生活新
地标。

这些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有不同的合
作主体，风格各异，但都具有“城市客厅、
市民书房”的社会功能，都是全民文化服
务的重要阵地。

二是服务创新。
书灯不熄，书香绵延。
2017 年，宁波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

免 费 开 放 的 24 小 时 无 人 值 守 图 书 馆
——“筑香书馆”开业，目前在宁波全市，

这样的“筑香书馆”已经开办了 6 家；
2018 年 ，奉 化 区 的 第 一 个 城 市 书

房——24 小时城市书房“朝夕书房”面
市；

2021 年，24 小时城市书房在宁波书
城“麦家理想谷Ⅱ”上线；

⋯⋯
书房的灯，城市的光。这是一个有温

度的地方，这些新型公共阅读空间，不仅
服务时间在延长，而且覆盖地域在延伸，
温暖在这里汇聚，传递给更多的人。

2018 年，宁波市首家乡镇书吧——
海岛书吧在象山鹤浦镇开门迎客。书吧
海岛风情浓郁，渔网、海螺、鱼形吊灯装
饰其间，并特别设置渔业书籍区域和“海
上书屋”流动图书架。如今象山已建成具
有当地特色的城市书房、海岛书吧共 9
家，书香远飘天涯海角。

“高颜值的阅读环境，品质化的阅读
服务，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嵌入老百姓
日常生活，让阅读无处不在；超长时间，
不间断开放，让阅读服务成为一种日
常。”宁波市文化馆副馆长、浙江省公共
文化服务现代化专家宋臻概括了宁波新
型公共阅读空间受欢迎的原因。

三是人文日新。
如果说一个个高颜值的阅读空间像

我们这座城市金色的插页，那么蕴含其中
的创意设计和文化活动，就像是翻开宁波
这部具有千年历史作品的序言和正文。

最是书香能致远。走进开在院士公
园里的宋韵·堇书房，就好像走进一幅宋
画。“在这里，有草木、有书籍、有四季，扑
面而来便是千年宋韵的浮生繁华，‘八小
时以外’我常常来此打卡，感受一下弥漫
在此间的海丝宋韵、明州宋风和宋式美
学。”在南部商务区上班的唐女士已是宋
韵·堇书房的常客。

千年宋韵，海丝万里；罗城复兴，人
文其昌。

白墙黑瓦、古色古香，镇明路上，由

海曙区级文保单位镇明岭庙改建而成的
“岭读”城市书房，是海曙区第一家由文保
建筑改建的城市书房，这个清代坛庙建筑
里书香满溢、活动不断，很快就成为网红

“打卡点”，成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化阵
地。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核心区，海
曙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当前，我
们正在尝试将城市书房引入文保建筑，让
书房既有‘书香味’又有‘历史味’。”海曙区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四是理念焕新。
借助社会力量，共享共建共赢，让阅读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新型公共阅读空
间创新发展的宁波路径。

新型空间在形态、规模、功能、主体上
均可以多样化。既可高大上、美而靓，也可
精而特、嵌入式；建设运营主体既可以是政
府，也可以是社会力量。

比如，作为新时代城市书房的创新发
展模式的代表作之一，“悦·读馆”由宁波市
总工会、宁波图书馆、新华书店和宁波出版
社合作共建，场馆面积有 1800 多平方米，
内含宁波图书馆的“五一分馆”、新华书店
的“五一店”和宁波出版社的“城市书房”，
各方共享场地，有各类图书 5 万余册。

“筑香书馆”“朝夕书房”建设，则采取社
会化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运营方式，
提供了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
事业、打造公共阅读空间品牌的新思路。

而“堇书房”的运作模式，则体现了共
享共建共赢理念的实践和探索，以“政府+
图书馆+社会组织+社区+商业”合作形式，
推出 12 家文化气质独特、书香氛围浓郁、
服务功能完善的“堇”系列城市书房，迅速
在宁波走红。

透过这一个个升级版的公共阅读空
间，我们看见了宁波人对阅读启智的坚信，
对文化传承的坚定，对精神生活的坚持和
对审美价值的认同。

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新”在哪儿？

朝夕书房。

海岛书吧。

宋韵·堇书房。 （资料图片 受访单位提供）

新华书店·山外。

记者 余建文 黄银凤 廖慧兰

昨日下午，在第八届浙江书展举
办的 2023 阅读未来 （浙江） 论坛上，
梁晓声、东西、乔叶三位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以“新时代全民阅读，需
要怎样的文学作品”话题开篇，畅谈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该怎么摆放
阅 读 的 位 置 ， 阅 读 与 作 家 创 作 的 关
系，以及如何用阅读放松身心、构建
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广大书迷开展了
一场“心灵对话”。

阅读就像人要喝水，是
一种日常习惯

梁晓声：阅读这件事是多样化的，
不能简化为只是读小说。我们作家写小
说、讲故事，就好比在搭一座桥梁，造
一条路，引导人们有兴趣去读书，这是
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古话说，腹有诗
书气自华。我自己的体会是，阅读的时
候身心状态最好。读书越多，人的内在
气质改变越明显。

东西：人都是有好奇心的，通过阅
读，我们得以了解、“窥探”别人的生
活和故事，满足对远方世界的想象。
我 觉 得 ， 阅 读 是 一 件 不 需 要 提 醒 的
事 ， 就 像 人 要 喝 水 ， 是 一 种 日 常 习
惯。阅读对创作者特别重要，学会认
知这个世界，认同、理解别人，与别
人共情。读书有个特别重要的好处，

就是改变自己。阅读越多，看待人、
对待事就不会陷入“非黑即白”的情
境，而是会更包容、更有善意地处理
各种矛盾。

乔叶：我们职业写作的人，其实更
多时间是花在阅读上。我觉得，读书是
一种生活的理想状态。以前传统农业社
会推崇“耕读传家”，放在现代社会也

是 如 此 。 为 了 生 活 努 力 打 拼 ， 也 是
“耕”，是物质层面的追求，而“读”是
保证我们精神层面的生活质量，同样不
可或缺。现在很多人说要忙的事情太
多，抽不出时间来阅读。这其实是一种
选择，你如果认为阅读重要，那么它在
你生活中的位次就会往前排。所以，阅
读重要与否，还是要问问自己的内心。

在我看来，精神的“饭”、物质的“饭”
都很重要。

文学作品影视化是一种再创作

近几年来，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
越多越来。与影视联姻，对作家创作有何
影响？

梁晓声：我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刚
出版时，销量不过十几万套。后来，改编
的同名电视剧开播后，这套书重印了好几
次，被更多人知道。曾经有人说，越是经
典的文学作品，越是不能被改编为影视
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现在，很多优秀
的文学作品都被影视化了。尤其是经典的
作品，影视化之后，加入了表演、音乐、
背景等元素，变成了新的独立作品，也是
一种再创作。

东西：这几年，我一直有种“创新焦
虑”，这次新创作的小说《回响》，实际上
是一种探索，寻找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

“嫁接”。我想把小说写得更好看。《回
响》 是推理小说，但在讲述破案的同时，
又用纯文学表现人性的
复杂，从多角度看待人
生。影视化对文学作品
的 传 播 会 是 极 大 的 推
动。但也要看到，作家
要写出好的作品，需要
沉 淀 ， 要 体 验 生 活 ，

“宅”在家里搞出好作品
的有，但不会很多。

梁晓声、东西、乔叶对话“全民阅读”——

“阅读，不需要别人提醒”

2023阅读未来 （浙江） 论坛现场。 （唐严 摄）

扫码上甬
派，看更多书
展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