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2日上午，几位读者在
市图书馆视障阅览室聆听音
频、阅读新增盲文图书，这是

“为爱献声·光明行”网络微公
益活动现场。据了解，为点亮
视障人士的世界，进一步丰富
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2022年，
滁州市教体局牵头主办了“为
爱献声·光明行”网络微公益活
动。第一季活动在线上收到爱
心人士精心录制的有声读物作
品 300 余件，内容涵盖童话、诗
歌、散文、故事、名著选段、科普
知识等。本次活动是第三季。

活动结束后，记者见到了
滁州市盲人协会副会长张可
可，他是一位励志达人。他的
视力残疾一级，完全看不见，然

而他表达流畅，逻辑清晰，上网
无障碍，精心地经营着自己的
事业，找到了生活的光彩。很
多市民问他，“你是如何做到
的？”他自豪地说：“我虽然失去
了视觉，但通过阅读，能够让心
灵得到滋养，获得无穷的力量
和勇气。每当遇到困难和挑
战，我总能在书中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或是从中获得慰藉
和鼓励。”他喜欢《鲁滨逊漂流
记》，佩服鲁滨逊面对残酷的现
实，不低头，不屈服，勇于挑战
命运的性格和勇气。

张可可是滁州市图书馆的
常客，他觉得“图书馆给盲人读
者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馆
藏不少盲文图书资源，帮助免
费订阅了盲文期刊杂志。”但是
目前盲文图书的资源明显不
足，目前国内只有一家出版盲
文图书的机构。而且他们出行
不便，很多时候去图书馆借阅，
貌似“远水解不了近渴”。因
此，他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
盲文出版机构，出版更多的盲
文书籍，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
人士加入“为爱献声·光明行”
网络微公益活动。

他们坚信，随着社会文明
的不断进步，大家携起手来，在
书山的风景道上，守望相助，一
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问：在写作的道路上，书籍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平时读得多还是写得多？

方玉峰：首先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我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最多算是一个虔
诚的写作者。我想，毋庸置疑，书籍在每
个人的写作道路上肯定是充当非常重要
几乎无可替代的角色。如果一个作家或
者写作者，没有相当的阅读作支撑，不去
大量地阅读，那他怎么能够写出好的作
品来？就像蜜蜂采蜜一样，如果不汲取
更多的花朵花粉，它怎么能够酿成鲜美
的蜂蜜来。道理是一样的。

这几年我写得已经不多了，每年坚
持创作三到四个中短篇，十几篇散文随
笔，五万字左右的量。当然发表的也相
对很少。但是即便这样，我的阅读量却
没有减少，除了文学作品外，我喜欢阅读
社科类的书籍，尤其是美学、哲学方面的
书籍，这些可以拓宽视野，加深认知，提
高自己的审美以及价值判断，对自己创
作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问：碰到读不懂的书，比如文字晦
涩，接触新的领域时，您一般如何解决？

方玉峰：实际上，到我这个年龄，已
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障碍了，除非是
外文版的书籍，那我也不会去读，我不想
在这方面浪费宝贵的时间。尽管我强调

阅读的多元性，但是我想能够引起你阅
读兴趣的往往是那些吸引你的书籍，或
者对你有帮助的书，除此以外谁也不会
去自寻烦恼，因为时间毕竟有限。但也
并非说是没有遇到过阅读障碍的书，比
如《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等等，
阅读这些书籍，我想不仅仅是兴趣所致，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营养的汲
取，中国的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
象，尤其是《诗经》，那种充斥着古代劳动
人民智慧的诗歌真的会让你为之拍案叫
绝。但当初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如果不
借助于工具书，不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
军事、稼穑以及婚姻背景等等，你根本无
法理解其中的意义，那么阅读的意趣也
会大大减弱。

3、问：有没有一本书或者一类书引
发你创作的冲动？

方玉峰：我身边有一套肖洛霍夫写
的《静静的顿河》，这套书伴随了我将近
二十年之久，至今我对它的阅读兴趣不
减。这本书对我的潜移默化无疑是巨大
的，它让我对人、人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
识。有时当我看完其中一段精彩的章
节，我就会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我恨不能
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来，但这无疑是
有着很大的难度的，或者根本不可能。

我不敢妄称作家，
但我必须对我的文字负责

•读书访谈•

1、问：阅读习惯是什么样的？阅读
的频率如何？

李学鹏：我的阅读习惯是从7岁开始
养成的。我记得那时无意间看到了一个
电视动画片叫《成语动画廊》，这个节目
用一个个小故事讲述成语典故的由来，
激发了我对于文学和历史的巨大兴趣，
所以放学回家路上就钻到图书城看书，
漫无目的地看自己能认读的书。在书里
发现问题后就想着找书里的内容来解
答，后来年纪增长，关注到一些社会热点
事件也喜欢从书里找答案，这养成了我
思考和阅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曾国藩说，书一本没读完不可以读
下一本。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读书，
因为我一直是带着问题去读书的，所以
我的阅读都是参照式阅读，时常同时读
好几本书。我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几乎
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因为这是我的最
大兴趣，也是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寄托所
在了。我一年大概阅读几百本书，对于
需要精读的书是一定会做读书笔记的，
这样才能进行融通思考，和作者对话。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做读书笔记也能
帮助自己记住书的内容。多年以后，年

纪增长，翻阅以前的读书笔记，也是一种
检阅自己成长的过程。

2、问：一般如何获取书籍？
李学鹏：我读高中之前就有购书的

习惯，那时购书主要在新华书店和本地
的席殊书店。高中的尾巴上，我开始在
贝塔斯曼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平台网购
书，我应该是中国第一批网购图书的顾
客。上大学和工作后，我喜欢逛二手书
店，特别是南京的汉口路唯楚书店和学
人书店这两家。总能在里面淘到宝贝，
还能遇到很多有共同阅读经历的书友，
聊上几句，遇到志同道合的还会加联络
方式，成为能够思想交流的朋友。当然，
我也有各种电子阅读器，出差时会带上，
方便在旅途中阅读，但是日常我还是顽
固地坚持纸质阅读。

滁州的图书馆是我近些年最爱去的
地方，无论藏书和设施、服务都是非常棒
的。一座有人文底蕴的城市一定要有一
个好图书馆，我想滁州在这一点上是配
得上欧阳修、王阳明的精神气质的。滁
州的图书馆为滁州这座千年古城，注入
了无尽的书香文气，让我流连忘返。

一个以读书和旅行
为爱好的文艺男中年

方玉峰

李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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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
阅读阶段，也是一个最坏的阅
读阶段。一方面我们拥有浩瀚
无尽的图书资源，能轻松买到
纸质书，也能很方便地在手机
阅读；另一方面在生活的快节
奏里，留给阅读的时间很少。
更何况电子阅读的体验正在碎
片化、冷漠化，“奇文共欣赏，疑
义相与析”的场景渐行渐远，阅
读者渐渐变成了在暗夜里摸索
的孤“读”者和屏幕的围困者。

“带动身边的人放下手机，多
读书”，是滁州市朗读者爱心公益
协会成立的初衷；“会亭城读书
人”，是亭城读书会的追求……他
们在努力突破屏幕之“围”、自
我之“困”。

4 月 20 日下午，“中华传统
吟诵趣谈”读书日主题讲座在
市图书馆举行。活动中，主讲
老师与诸位朗读者协会会员分
别用吟诵和朗读的方式，阐释

了中华诗词的情韵与声韵。他
们认为，声音里是有能量和情
感的，它传递的不仅是话语的
内容，还有更深层的人文关怀。

朗读者协会除了线上的有
声朗读分享之外，还经常去社
区为居民提供面对面的朗读，
以及相应的心理咨询和疏导课

程。在惠风和畅的春日，在月
光皎洁的夏夜……他们会出现
在活动舞台，将阅读转换成可
欣赏的方式，让“精神食粮”走
进更多市民的生活。把手机放
下来，让文字活起来。冯维民
就是这样一位“朗读者”，他是
一位退休人员，加入朗读者协
会后自学普通话的发音理论和
表达技巧，他觉得“在一起共同
学习交流，发挥余热，能让晚年
生活更加丰满。”

朗读者协会从2017年最初
的几位志同道合之人，到如今
已是千人群体，负责外联的会
长周彩云说：“我们的群体正在
壮大，用声音阅读交流的方式
也在努力摸索。”

4月20日下午，亭城读书会
30多人相聚在紫藤花下，在花香
与墨香中一起阅读。选择这种
诗意的读书环境对他们而言并
不是第一次，读书会负责人陈曙
光说：“活动场地都是根据书本
内容选择的，我们在琅琊寺读了

《次第花开》，在醉翁亭读了苏
轼，在太仆寺读了王阳明。”

亭城读书会每月共读一本
好书，读完后进行小组研读，共
同探讨。他们认为研讨是思想
的沟通，是语言的交流，也是思
维的撞击，能让个体突破自我局
限，获得新的认知。“亭城读书会
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有
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读书的乐
趣。这种交流不仅可以拓宽我
的阅读视野，还可以让我从不同
的角度思考和理解书中的内
容。”这是书友陈岳林在读书会
得到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好书共读”，2020年以“长
三角阅读马拉松”为契机，召集
热爱读书的书友们创办的亭城
读书会，目前会员已近 300 人。

“在读书会一起读书，让一颗奔
波躁碌的心安静下来，读书、思
考，方能更好地实践。”书友陈
俊芳和李慎在读书会一起读书
的过程中，“看到每一本书的精
彩，也看到了生命的精彩”。

2024 年龙年开学第一天，
在距离滁州1000多公里的湖南
省邵阳市隆回县草原学校操场
上，举行了一场非常有仪式感
的开学典礼。学生们观看展
览，学习“龙”在不同时期、不同
器物中的多元形象，及其作为
中华民族象征所具有的美好寓
意、精神底蕴和文化内涵。这
场展览的资源来自滁州市图书
馆的捐赠，而促成此次捐赠的
是在那里支教的滁州小伙韦
一笑。韦老师在过年期间参
观了滁州市图书馆组织的“龙
腾书海 春满文苑”系列活动
展，感觉内容很丰富，于是心
生想法，“要是让草原学校的
学生也能看到就好了”。于是
他鼓足勇气，找到了图书馆活
动部的吕思润。吕思润得知
草原学校文化资源相对匮乏，
在展览结束后，自付运费将展
板 寄 到 了 隆 回 县 草 原 学 校 。
她说：“作为一个乡村儿童阅

读推广志愿者，自 2020 年开始
接触乡村儿童阅读工作以来，
我深刻地认识到阅读对于孩子
们成长的重要性。”

“春天怎么来\花开了，春
天就跑出来\春天怎么来\草绿
了，春天就从绿里蹦出来\春天
怎么来\我开心了，春天就从我

的心里飞出来！”这是草原学校
学生段明慧近日刚写的诗。当
记者惊讶这位小学生的创造力
和表达力时，韦老师说：“我们
已经创作了 300 多首诗歌，编
成四本诗集。去年帮助学生在
诗歌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她
不仅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
酬，也得到了外界的肯定，特别
开心！”

学校老师努力为山里的留
守儿童打开一个表达情感的窗
口 ，希 望 这 些 孩 子 能 从 成 长

“孤”境中走出来。看着孩子们
的诗，老师的付出似乎起到作
用了。“但是如何获取更多的书
籍资源、坐下来带孩子一起诵
读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韦
老师曾自费购买了一批诗歌书
籍，但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希
望开拓更多连接城市和乡村文
化资源的共享渠道。

据滁州市图书馆活动部主
任汪芳介绍，自2019年起，市图

书馆每年持续开展阅读推广进
乡村系列活动，组织文化志愿
者前往定远县张桥镇中心学
校、朱湾镇复兴小学，来安县半
塔镇中心学校、雷官镇中心学
校，凤阳县小金庄中心幼儿园
等乡村学校，进行书籍捐赠、手
工制作、阅读讲座、书画培训、
阅读分享等，从不同层面满足
乡村留守儿童的阅读需求，同
时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综合
素 质 。 截 至 2024 年 3 月 ，约
3000 名乡村留守儿童参与活
动，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各类阅
读活动，还主动分享阅读心得，
相互学习交流。

下一步，滁州市图书馆将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大图书
资源投入，同时创新阅读形式、
丰富活动内容，加强与学校、社
区等机构的合作，也期待更多
的志愿者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
中来，共同为乡村留守儿童的
成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亭城四月
书香三味

□全媒体记者 陈姝妤 朱丽丽 郑安杰

人间四月，最是书香能致远；书山可望，
温润心灵破困境——

几多书友捧书围坐，放下手机，
好书共读；诸多爱心人士跨越山水
教书育人，关爱山村留守儿童；
众多志愿者为爱献“声”，携
手视障群体向光而行
……亭城书香几许，
是最美的人间四
月；书山风景几
何，是读不
完的人生
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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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读过的书，都会变成我们内心的力量和外在的气质；那些书
中的人物，会在我们深陷困境时轻声呼唤，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世界
读书日”虽然每年只有一天，但它的意义在于启迪世人养成阅读习
惯，让每一天的读书生活都成为人间四月的美好风景，让每一个人的
读书体味汇聚成全民阅读的满园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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