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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明

今天，第八届浙江书展盛大开幕。
届届书展，名社汇聚、名家咸集，好书
纷呈、缥缃琳琅，面对这样的饕餮盛
宴，宁波人是有福的。

有谁说自己没有读过书？恐怕没
有。有多少人视读书为生活必需？恐怕
不多。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年人均读书
量 （纸质书） 尽管年年有增长，但绝对
数令人汗颜和惶恐。从物质富裕到精神
富有，读书无疑是其中关键变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阅读是人类获
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
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
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他自年轻
时起就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典 范 ， 他 对 读 书 的 要 求 是 ： 惜 时 如
金 ， 孜 孜 不 倦 ； 心 无 旁 骛 ， 静 谧 自
怡 ； 突 出 主 干 ， 择 其 精 要 ； 又 博 又
专，愈博愈专。

手机时代，阅读载体变化，数字化
阅读是必然趋势。数字化阅读也是阅
读，大家无师自通、趋之若鹜，优点显
而易见。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标题
化、随机化、碎片化的快餐式阅读，纸
质阅读更能带来知识增长和思想训练。

道理十分简单：要想获得价值的增量，
就必须付出专注的成本。你不能老是指
望有几分钟让你明白、几张图让你了
解、几条微信推送就让你掌握知识这样
容易的事。

关于读书的佳句和妙喻，古往今
来，可谓层出不穷。在我看来，明朝于
谦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最容易引起读书人情感共鸣。

“情”在何处？
只有日日夜夜相处，才能滋养缥缃

因缘。有人说，一天不学，自己知道；
两天不学，旁人知道；三天不学，大家
都知道了。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
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
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
子；到了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
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脚
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是这样
说的：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
数年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诵读。有
人把书视为亲友、挚友、诤友，天天肌
肤相亲，如琢如磨，书香心香缱绻，缥
缃因缘不断，在潜移默化之中，学以益
知、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达到传承知识、涵养文化、赓续精神之
目的。

只有线上线下相长，才能感知书情
书色。线上相交，图的是方便、快捷、
实惠；线下相交，方能近距离、全过程
享受无与伦比的书情书色。以我自己
的经历和体会，每每逛展淘书，斩获
颇丰，赴浙江书展这样的书香盛宴，
还能邂逅名家。好书需要经常去找，
宁 波 新 华 书 店 集 团 下 属 的 数 十 家 门
店，旧貌换新颜，各具风姿、雅韵袭
人。当你在书店里面瞄着找着，在众
多佳丽当中，突遇一位心仪之知音，
那 种 感 受 ， 不 是 网 上 淘 淘 可 以 替 代
的。月湖边上的枫林晚书店，开在颇
有年代感的老宅子里，据 《甬城老字
号》 介绍，宅子原主人是 1896 年开张
的“宁波一言堂书庄”老板刘延寿，枫
林晚书店的进驻，激活了这座老宅，续
上了百年前的书缘。这样的书店，是一
个可读可赏的好去处。

只有感性知性相悦，才能做到如胶
似漆。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次阅读
就是一趟心灵之旅。对于心仪之物，只
有调动一切功能禀赋和积极因素，全身
心地去拥抱和感知，才能最大限度地释
放多巴胺、激发愉悦感。就读书而言，
最佳状态就是眼、口、耳、手、脑并
用。用眼和用脑是最基本的，不用解

释。用口，就是碰到金句佳语，善于用
嘴巴琅琅出声，加深大脑记忆。用耳，
就是必要时配上相应的背景音乐，以达
情景交融之效。用手很重要，最初级的
就是涂涂画画，往下就是做旁注、眉
批、校闻、订误等，再往下就是写专门
的读书札记和独到体会，这是深度阅读
的最好方式。

只有心灵时空相通，才能进入神交
境界。读书等于是和有思想、有才华、
有志趣的能人、高人、神人交流，读书
过程就是和作者的神聊过程。这种交流
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什么时候想聊就什
么时候聊，不必事先打招呼，翻开书面
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
且可以经常去、随时去。什么时候不想
聊了，就停下来，“他们”脾气极好，
不会有任何不悦。神交的结果是丰富多
元的：读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
替；读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
秀；读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
非……

读书使我们的一生不再是一生，读
书使我们拥有的不再只是一种生活——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幸福生活方式。让
我们做一回贪吃的“饕餮”，尽情享受
浙江书展这场精神大餐、文化盛宴吧。

尽享数字化时代的书香本色

卢玉春

连日来，宁波城市书意浓浓，街
头、火车站、地铁专列、公交车、出租
车上，处处洋溢着“阅读引领 精神共
富”为主题的书展氛围。

今年浙江书展，主展馆设在宁波国
际会展中心，面积约1.8万平方米，设有
主题馆、中版集团馆、浙版馆、数字阅读
馆、阅读场景馆、名社好书馆、少儿阅读
馆、特色书店馆等14个专题馆和3个展
区，全国各地的36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
超3万种出版物在此精彩亮相。

这是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精神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逛书展，淘图
书，过书瘾；与名家名人零距离泛舟书
海、面对面畅谈文化，可谓其乐融融。

如今，倘若用最简短的文字，向外
地朋友介绍宁波，恐怕还得是这八个
字：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前者，讲宁
波文化，历史悠久；后者，说宁波经
济，特色明显。凭这两点，就有人说，

能工作和生活在宁波，是幸运的。
书作为媒介载体，在人类文明历史

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试想一
下，如果当下宁波，只有饭店，没有书
店，只有娱乐城，没有书城，那我们这
个城市，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宁波，从城市的角度，谈到书，
话题自然离不开那已有 400多年历史的

“文化金名片”——天一阁。它是我国
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现藏
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
卷。

对宁波来说，历经岁月风雨的天一
阁，不仅是一座建于明代的藏书阁，还
代表着几百年来宁波人对文化、对文明
的不断追求，这种“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社会风尚代代相传。

进入新时代，宁波乘势而上、因势
而为，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
民生工程推进，着力打造“书香之城”

“阅读之城”：2019年10月，《宁波市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布，宁波成为全省
第一个立法推动全民阅读的城市。同
年，宁波书展升格为浙江书展，由原来
的宁波地方文化阅读品牌，提升为浙江
省文化阅读品牌；2020 年，经浙江省
委宣传部批复同意，宁波永久承办以

“书相伴，心自远”为永久主题的浙江
书展。

浙江书展，落户宁波，既有省里
的信任和重托，更有宁波的坚持和努
力。近年来，“书香宁波”建设如火
如荼，载体丰富，成绩斐然：基础建
设 方 面 ， 宁 波 以 书 香 小 镇 、 城 市 书
房 、 农 家 书 屋 、 职 工 书 屋 建 设 为 抓
手，构建了“十五分钟阅读圈”公共
服务平台，逐步形成了多维度的全民
阅读公共空间。活动组织方面，每年
精心开展覆盖全年、全民、全域的阅
读系列活动；在“宁波读书月”“世界
读书日”“书香宁波日”等时间节点，
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会、书香市集、
换书大会等活动；特别是结合浙江书

展等重大活动，广邀名家大咖来甬分
享著述，努力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
围……

浙江书展，落户宁波，受益最多的
当然还是宁波市民。俗话说，近水楼台
先得月。在“家门口”逛书展，不仅方
便，而且实惠。据介绍，今年书展期
间，全场图书5.5折至7.5折销售，同时
推出 400万元惠民消费券，全场图书最
低折扣达3.5折，惠民力度空前。

在多元化的阅读时代，为什么我们
还要举办线下书展？前不久，记者采访
时，宁波新华书店负责人作了较贴切的
回答。他参与了多届浙江书展的筹备，
在他看来，书展比卖书更重要，为大众
搭建了一个读书的“场景”，营造的是
城市阅读的氛围。

个人坚持阅读，提升的是自己；而
人人热爱阅读，就能垫高一座城市。一
座城市，一旦称得上“书香之城”，充
溢整个城市的书香气息，又会熏陶和滋
养生活在其中的市民，让阅读成为市民
普遍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第八届浙江书展，展期三天，其中
两天正好赶上周末。去逛逛书展吧，或
者能淘到心仪的图书、见到久仰的名
家，过一个特有文化味的周末。

“城”有诗书气自华

陈依元

不久前游千年瓷都景德镇，去白居
易《琵琶行》中写到的浮梁。“……商人
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
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一位
老先生在车上熟练地背出了这首长诗，
令团友大为惊叹；另一位非文学专业的
老师，可以完整背诵出《岳阳楼记》《滕
王阁序》《出师表》 等名篇，也令人佩
服。问两人缘由，都说是“常读常吟”。

“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浙江
要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离不开物质富
裕与精神富裕，后者离不开读书这一重
要途径。第八届浙江书展，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90个县 （市、区） 设立 100
余个分会场，除了新华书店门店、高

校、图书馆、民营书店、城市书房，还
覆盖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意在
把读书引向农村，倡导“全民阅读”，
更是“点睛之笔”。读书的价值，可以
从名人读书经历与古往今来的名句中得
到启迪。

毛主席是读书大家。他藏书十万，
连床上也堆满了书，办公室就是书房。
他说，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认为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
不可以一日不读”。逝世前不久，他还读
了 《容斋随笔》，真正是“活到老读到
老”。他的读书心得是：把书“读活”，
融会贯通，善联系实践读“无字之书”；
读书贵有恒；书宜反复读，仅《共产党
宣言》就读了百多遍；广收博览，马列
经典、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无所不

读；系统钻研，如哲学与经济学；勤动
笔墨，常做批注；学思结合，做到“眼
到心到笔到”；学问相随，做到“每事
问”；“学诲”不离，对自己学而不厌，
对 别 人 诲 而 不 倦 ； 善 于 “ 挤 ” 与

“钻”，等等。他是读书人的榜样。
读书，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大的

爱好”。他善读书喜用典。“之江新语”
中有《多读书，修政德》一文；在致首
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中他说：“阅读是
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
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
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他认
为，兴趣是激励读书的最好老师，要以
韦编三绝、悬梁刺股的精神，凿壁借
光、囊萤映雪的劲头去读书；16 岁
时，他就带着满满一箱书到梁家河插

队，上山放羊抽空看，晚上在窑洞煤油
灯下读……读书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日积月累，积淀为治国理政的大智慧。
他不愧是读书人的楷模。

《老子》云“胸藏文墨怀若谷”，苏
轼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都是赞颂读
书的千古名句。饱读诗书令人知书达
理、谦虚谨慎，肚中有学问，就会拓
展、提升精神境界，人的气质自然光彩
照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
令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让人目光远
大，志存高远；读书帮人种下成功的种
子，助人孕育创新的硕果。书香致远，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019年 10月，《宁波市全民阅读促
进条例》 正式实施，推进了“书香宁
波”建设。读书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
种收获，更是一种快乐。每个人应努力
让读书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爱读
书、多读书、读好书，借浙江书展的东
风，努力建设书香社会，助力文化强国
建设。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吴启钱

宁波是我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
商业气息固然浓厚，但书香更具独特魅
力。正如一位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中所
写：宁波“钱味”甚浓，但书香更增其
韵味。

自古以来，宁波就是文化名城，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读书传统，使它
充满浓郁书香。北宋时期，鄞县县令王
安石创办县学，开启四明学风，培养了
众多优秀人才。南宋时期，大儒王应麟
编写蒙学经典 《三字经》，传诵至今。
到了明朝，随着藏书楼的兴起，宁波涌
现一批杰出的藏书家和学者。作为最具
代表性的藏书楼，天一阁因其丰富的藏
书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时至今日仍是宁
波文化地标。

现代宁波，书香愈发芬芳。鄞州区
图书馆通过“图书馆+”模式，与政府
机构、社会组织、公益团体等合作打造
城市书房“堇书房”，遍布城乡，为市
民提供了高品质的阅读服务。各种主题
书店、独立书店、书室书吧，在宁波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多阅
读选择。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宁波不
乏热爱读书写作的人。像自小就立志

“以写书为业”的“80 后”作家徐海

蛟，迄今已出版 《在纸一方》《山河都
记得》《不朽的落魄》 等 13 本书，“吸
粉”无数。热爱读书写作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通过各自的创作，不仅展现了宁波独
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和人文精神，更推动
了甬城全民阅读活动的蓬勃开展。

开展丰富多样的读书活动，是吸引
更多人参与读书的有效途径。像已经连
续举办了十三届的王应麟读书节，以丰
富的活动、创新的形式、典雅的时尚，
成为特色鲜明的群众文化品牌，为盛行
诗书传家的宁波大地再添书香。今天的
宁波，无论是在繁华的城市街头、拥挤
的地铁车厢，还是在宁静的乡村角落，
都能看到读书人的身影。

第八届浙江书展，不仅有梁晓声、
东西、乔叶、阿来、王旭烽等几十位文
学大咖莅临现场，还有 3万多种出版物
精彩亮相，为市民创造了一个与书相
遇、品味阅读魅力的美好时刻，续写着

“书与宁波”的故事。
甬味最浓是书香。书籍承载了这座

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书香润染着现代
都市的发展与变迁。宁波的书香，不仅
芬芳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更在不断
地传承与创新中，为更多的人带来了阅
读的快乐和收获。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
市里，让我们一起品味书香、感受文化
的魅力。

甬味书香正芬芳

都是读书都是读书
任山崴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