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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读书是一种本

能，也是一份必须，而生命中拥有几位读友，则

是一件快意人生的事。

“读友”，就是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我有

几位有趣的读友。其中一位擅写杂文，酷爱读

书，逛北京的琉璃厂是他的强项，他经常把读到

的好书推荐给我。几十年前，我在琉璃厂买下

一套《清稗类钞》，一共十三本，中华书局的版

本，就是他推荐给我的。这套书让我受益匪浅，

我从中看到了清代的文化艺术、世俗人情和各

种传奇。虽然这是一套杂书，但是营养丰富，我

非常感谢这位读友。另外一位读友是一位著名

作家，在一次采风活动中，他跟我聊起赵汝珍写

的《古玩指南》，说非常有趣，有各种鲜为人知的

收藏知识。回北京后，我马上兴冲冲地买了回

来，从此这本书成为我的枕边书，我在阅读中得

到诸多体会和欣喜。当我感谢这位读友时，他

冲我会心一笑，说道：“那我们就去吃一顿老北

京涮羊肉吧！”

生活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比如球友，

与你在挥洒汗水中体会生命的愉悦；比如“驴

友”，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同享受无边的风景……

读友则比较特殊，可以让你在寂寞中感受一丝

温馨，在孤独中享受一种慰藉。

作为一个读书人、写书人，生活在北京是一

件幸运的事。北京的高校多，图书馆多，书店

多，爱读书的人也多。北京的实体书店数量在

全国名列前茅，平均每万人就拥有零点八家书

店。也因此，北京的阅读活动众多，内容丰富，

形式活泼。类似的活动我参加过多次，还以作

家的身份谈读书和创作与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关

系。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里，我常常感到一

座古城的面貌因读书而焕然一新。

这两年，北京兴起了网上读书会，这是网络

时代读书人的雅集形式。不久前，我的一位读

友发起了网时读书会，我也由此体验了一把新

生事物。过了一段时间，网时读书会的朋友们

出了一本新书，主题是“美与光明”，我禁不住为

他们写了一首小诗，有这样两句：“美与光明共

书香，不违春色染人间。”我的这

位读友不仅团结了一批作家诗人，

而且和图书馆密切合作，举办了多

次征文活动，最近正在进行的征文

主题是“最美长安街”。我为这次活

动写下了抛砖引玉的一篇散文，他非

常开心，见面时送了我一套《苏东坡新

传》，深懂我心。

这些热爱阅读的朋友，有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有少年心性。他们仍像刚刚打开阅

读大门的中学生一样，兴趣浓厚，广泛阅读，买

书、藏书、荐书，热情似火。一位诗人曾说过：

十八岁时每个人都是诗人，但如果到了八十岁

还在写诗，才是真正的诗人。这句话也适用于

我的诸多读友。大家都已是退休的老同志，大

多六七十岁，有的近八十岁，但是依然秉持少

年心性，保持昂奋进取的人生状态。读书是

精神成长的助步器、思想成熟的推

进器，生命中拥有一批热爱读

书 的 朋 友 ，是 一 件 精 神 乐

事 。 和 这 些 朋 友 聚 会 ，

除 了 品 茶 叙 旧 ，还 能

谈 一 谈 最 近 读 到 的

好书，谈一谈这些

书 带 来 的 人 生 启

迪和知识结构的

更 新 ，岂 不 快

哉 ！ 而 在 北 京

这 样 文 化 氛 围

浓 厚 的 城 市 ，尤

其 容 易 觅 得 三

五志同道合的读

友，这正是我喜爱

北京的一个原因。

我为生命中拥有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读友

而自豪，也希望爱读书的

你能够收获几位读友，共同赏

书品人生。

高洪波

在北京—

人生交契半因书

在西安一带的方言里，把“书”字、“树”字

都念作“福”。在我看来，读书就如同栽树，目

的都是为了成材，而这，是人生的福，也是社

会的福。用书、用阅读，让自己长成一棵大

树，为自己为社会积福。

六十多年前一到西安，我便住在了离西

安著名的钟楼书店不到三百米的地方。每天

晚饭后，全家步行到书店，进去翻翻书，靠着

书架或者坐在地上看上几页，再走回家，一天

一趟。我还在书店旁的平安市场买下了生平

第一个书架，喜滋滋地扛了

回来。

一个多甲子

过 去 ，钟 楼 书 店

再 次 邀 我 这 位

老 书 友 去 那

里 给 中 学 生

讲我的读书

法，真有点

心 潮 澎

湃 。 我 的

读 书 法 可

称 为“5J 读

书 法 ”，是

“ 即 、集 、辑 、

积、激”五个同音

字的合称。即读，

随 时 随 地 挤 时 间 阅

读；集读，集中时间和精力

阅读；辑读，分类归辑地读；积读，阅

读要层积迭累，形成系统；激读，边读边与作

者对话甚至辩论，激发自己的思想火花。孩

子们听得很认真，飞快地往小本上记着。现

在的钟楼书店跟当年已大不一样，共四层的

大楼里有新书速览，有分类书廊，有小讲课

厅，有好几个阅读室，与当年我们靠着书架、

坐在地上读书真不可同日而语。

钟楼书店以其国营老店独有的庄重，雄

踞西安城的中心；民营书店则如雨后春笋般，

在西安城的大街小巷拔节而起。我曾多次造

访那些书店，作讲座，录节目，参加对谈。

我的文集《云儒文汇》出版后，好几家书

店邀请我去办首发式，最后落在了一个叫蓝

海风书店的文化综合体。那里，楼上有油画

展，楼下有工艺美术体验馆，晚上还有时尚音

乐会。首发式上，融媒体参与，“云上”点击达

几百万。这让我感叹，当今的书店，正在由经

销纸质图书变得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感、体验

感，已升级为功能多样的文化综合体，向内融

进了市民文化生活之中，对外则成为一座城

市的文化窗口和地标。

在西安这座城，我读了一辈子书，跑了一

辈子书店，自然结交了不少读书、写书、爱书

的人。“读书”这共同的频率，让我们一见如

故。有位叫王扣劳的朋友，本在秦岭山里的

商洛务农，怀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憧憬，出来闯

西安，专给学校的食堂贩供蔬菜，以便贴近知

识和书籍。最初他爱上了书画收藏，后来发

现书籍给予自己的人生营养更为丰厚，于是

将打拼二十年的积蓄投进了书籍收藏。如

今，他对西安作家路遥、陈忠实等人的原稿、

图书版本、信札的收藏已经小有名气，而自己

仍是个“卖菜翁”。

今年立春前后，年轻的朋友来家中，要给

我 做 云 上 收 藏 馆 ，请 我 授 权 。 他 带 来 了 我

1961 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短文《形散神不

散》的原件等许多文稿资料。看着一个甲子

以前这些珍贵的报刊，无异于重读了一遍自

己的人生。朋友告诉我，现在年轻人喜欢收

藏电子版资料，电子藏品更丰富，收藏更便

捷，正走红着呢。这对我的阅读和藏书经验

是一个新的突破。

前 些 天 春 气 动 了 ，西 安 城 一 片 蓝 天 白

云。我领着小孙女登城墙放风筝。我问她：

“老师要你形容一部非常好的书，你怎么说？”

她答：“像砖头一样又厚又重的书！”我笑了。

站在古老的城墙上，望着厚重的墙砖，不禁想

到：那西安这座城是由多少本书砌成的呢？

肖云儒

在西安—

古城读书有新风

1993 年春节刚过，我辞别家乡天津，南下深

圳闯荡。很多朋友劝阻我，更有朋友直言不讳：

深圳连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你去那儿干吗？

是啊，一个读书人离开了书，就如同鱼儿离

了水。老前辈朱其华先生在我辞行时对我说：

“多带一些书去吧，实在没书可读时，可以救救

饥渴。”

遵照老前辈的叮嘱，我把行囊精简再精简，

却精挑细选了数百本图书，装了满满三十个纸

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历尽千辛万苦，我和我

的书终于到达深圳。

这三十个书箱曾随着我在这座城市里四处

搬家。有次，为把它们搬上五楼，我累得腰都直

不起来。我却觉得这些付出很值得，因为有了

这些书，我才感到在异乡也有了一个家——书

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记得当时的深圳，最大的书店是解放路新

华书店，面积不过二百三十平方米，店内常常拥

挤不堪，“书香难觅”曾一度在深圳的大小媒体

上引发热议。彼时彼刻，谁会想到，二十多年

后，深圳会发展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这是一次化蛹成蝶般的华丽蜕变，是一座

新兴城市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努力熔铸精神家

园的一次实践。我不仅亲眼见证了这场有声有

色的活剧，而且以一介书生的身份，亲身参与了

其间的一些进程，留下了既属于自己也属于这

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1996 年，我南下深圳的第四年，深圳书城

建成开业，第七届全国书市同时开幕。在当日

的《深圳商报》头版上，刊发了我写的评论《喜看

鹏城溢书香》；2000 年，深圳举办首个读书月，

我以读书月组委会成员的身份参与筹备活动，

并写下激情满怀的《11 月，深圳与读书相约》；

2005 年，我执笔《深圳读书月宣言》，我在文中

这样写道：“让我们的市民因读书而身心亮丽，

让我们的城市因书香而充满诗意，让我们在这

座书香浓郁的城市里，诗意地栖居！”

书香是慢慢凝聚起来的，书香社会是日积

月累积淀出来的，而书香城市更是几代人“咬定

青山不放松”、上下齐心营造而成的。就深圳而

言，这一进程还处于进行时，是一项永不“竣工”

的、持续不断的工程。

现在，不会再有人说深圳“书香匮乏”了。

如今的深圳，已拥有大大小小上千座图书馆，遍

布全城的大书城、小书吧引领着阅读的风尚，深

圳的人均购书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各大城市前

列，人均读书量同样名列前茅……今天的深圳

人可以自豪地说，在这里，热爱阅读是受人尊重

的；而一座热爱阅读的城市，又怎能不受世人尊

重呢？

当我还是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时，也曾

有过打道回府的念头。令我打消这一念头的，

是在采访中偶然目睹的一幕：那是在红荔路的

深圳图书馆里，人头攒动，挤挤挨挨，连过道上

都坐满了埋头读书的年轻人。

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而眼中场景已焕然

一 新 。 如 今 ，那 座 老 图 书 馆 已 改 做 少 儿 图 书

馆。真为现在深圳的孩子们庆幸，他们已拥有

了一座“书香之城”。

侯 军

在深圳—

满城书香蕴芳华

对一座城的眷恋可以有许多理由，或许是因为故乡亲情，

或许是缘于美景美食，或许是那里曾给予过特别的精神滋

养。对于热爱阅读的人们来说，那些曾淘到过心头好的书店，

那个最常坐的图书馆角落，那些一起谈书论人生的好友……

已和一座城融为一体，成为眷恋怀想的内在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全社会

营造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今天是第二十七

个世界读书日，让我们走近四座城市，听作家讲述那里的书香

故事，一起感受人与书、人与城的相知与相拥。

——编 者

出门采风或旅行，但凡涉及某地的历史

人文掌故和传说，都会让我萌生去找相关图

书来看的想法。“按景索骥”，是为更深的了

解，也是为印证所见所闻。于我而言，“走万

里路”，更想要去“读万卷书”。

前些年流行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

去 看 看 。”每 个 人 心 中 都 有 自 己 的“诗 和 远

方”，但若光是去看看，脑子空荡荡，恐怕也是

收获寥寥。记得某个深夜，三五个朋友站在

孤山脚下，望向西湖。明月在上，看着我们。

当中一人念起：“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

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得益于白居易

这首《正月十五日夜月》，这般景致，就不仅留

在了眼里，也记在了心里。

作为一个新杭州人，我常常借由文字来

体会杭州这座城。景物常与故人、旧事形成

一种有意味的关联。譬如，站在钱塘江畔，看

潮水奔涌，会想起钱镠，挥斥方遒，降潮立功，

转而走到岸边的樱花树下，花瓣荡至肩上时，

忽然会心，难怪如此勇武的人也能写出“陌上

花开，可缓缓归矣”这般温柔的词句；从清波

门经“柳浪闻莺”踱至清照亭，染上李清照的

点点滴滴意绪，寻思她为何常常以水载愁，却

不愿面对咫尺之近的西湖吐露半个字……山

水亭台，街巷老墙，风一吹草一动便带来了故

人的心跳和叹息，人一驻足一沉吟便将眼前

景物推到了纸上。甚至站在公交车站牌前，

一个个站名读过去，有时也会有读一本书目

的错觉：三天竺、感应桥、古荡、留下、闲林

……有一日，我在一个公交车站候车，见站牌

上写着“立马回头”四字，以为是个警示路标，

细看原来就是这个站点名。

江 南 雨 水 多 ，杭 州 人 对 于“ 晴 耕 雨 读 ”

的 传 统 大 概 是 很 有 默 契 的 。 周 遭 天 青 色 ，

远处山影淡，人在书中游，在杭州的图书馆

以及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吧，随处可以看到

这么诗意的画面。这些画面与其说是风景，

不如说是日常，嵌入烟火百姓家。我特别喜

欢逛一些充满个性的书店，有的二十四小时

灯火通明，有的主打“每周只推两本书”，有

的店中有可爱猫咪待客……不大的空间里

处处透露出主人的个性爱好，逛这些书店就

好比跟爱书之人见面、倾谈。最为杭州人熟

悉的是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晓风书屋，二十

余 家 连 锁 店 开 在 商 业 区 、社 区 、景 区 、博 物

馆、校园乃至医院里。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张

照片：在一家医院的晓风书屋里，一个挂着

吊瓶的小女孩坐在窗边，听妈妈读书上的故

事。一个人的诸般情绪，或许能在书中得到

些许安放，并在他人书写的虚实之间对生命

有所感悟。

这些年，我喜欢和朋友登宝石山。离山

顶保俶塔不远的山腰上，有一间面朝西湖的

书吧。二十多年来，这里迎送过许多作家、艺

术 家 ，举 办 了 很 多 场 读 书 会 、朗 诵 会 、观 影

会。大多时候，我会独自选一个晴朗的午后，

在二楼一个靠窗的位置，读读书，望望风景。

山风吹过，门楣上的海报轻叩木门。书籍是

送给心灵的礼物，我心安理得地一次又一次

接过它的馈赠……

黄咏梅

在杭州—

读此青山读此城

在书香里与一座城相拥

图片自上至下依次为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

店、西安大雁塔下的读书人、书店里的读书人、杭

州街头的书店、深圳图书馆速写。 罗雪村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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