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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盲文期刊的编辑。常常有友人疑惑地

问我：“一个盲人，如何享受阅读的乐趣？”每每

此时，我便想起那位全国自强模范、贵州省贵阳

市白云区第三中学的盲人教师刘芳。她说：“爱

读书的人，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之路。”

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的路东，一座大楼

静静矗立，七个蓝色大字“中国盲文图书馆”镶

嵌其上。这不仅是盲人的文化圣地，更是许多

人心灵的港湾。每日，众多盲人或独自拄着盲

杖，或在亲朋的陪伴下来到这里。他们或许完

全看不见大楼的巍峨，但在心底，这里就是他们

温暖的家。

盲文出版物，是盲人触摸世界的窗口，也是

他们汲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其制作工艺复

杂、周期长、成本高，所以品种数量有限。那些

外表厚重、宽大的盲文书，实则内芯脆弱，稍有

不慎便会受潮、变形，影响摸读。因此，盲人很

少能个人购买、存储大量图书，大多依赖图书馆

借阅。

走进中国盲文图书馆，书卷气合着科技感

向我扑面而来。盲文读物、有声读物、无障碍电

影、听书机、盲用电脑……各种无障碍格式出版

物和阅读辅具琳琅陈列。这里不仅为全国一千

七百多万视力残疾人免费借阅、邮寄图书，更有

技能培训、口述影像、棋牌等，让文化体验更多元。

在这片阅读的海洋中，我认识了一位小小

的航行者，十岁的“借阅之星”李骏航。小骏航

虽罹患视神经胶质瘤，视力微弱，却对阅读怀有

蓬勃的热情。自一年级起，他便开始学习盲文，

一个学期后就能熟练摸读和书写。去年一年，

他就读了八十多本书。阅读启示小骏航发掘自

己的天赋，学习了手风琴和葫芦丝，还加入了学

校的合唱团。在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上，他的

声音和身影成为圣火采集、开幕式演出现场的

一道动人风景。

然而，盲人阅读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以前，

盲文书稀缺，加之许多后天失明的人无法摸读

盲文，要想读书就得求人，让亲友帮着读，自己

听。这得看亲友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读。如

此既不方便，也消减了阅读的乐趣。好在，直到

读屏软件出现，克服了盲文纸质读物制作周期

长、容易变形、造价昂贵等缺点，还鼓励更多的

盲人学用电脑，与信息时代同步。但是，毕竟不

是所有人都能配备电脑。一个小巧便携、内存

大、功能多、价格便宜的设备，成了迫切的需求。

智能听书机应运而生，价格仅为电脑的十

分之一。听书机将“语音合成”技术应用在这个

更被需要的领域中。阅读时，盲人可根据语音

导航，设置逐字、逐句或逐段读，并按个人喜好

选择发音人、语速、语调等风格。研发人员将心

比心，特意增加了收音机、定时闹钟、文件管理

等功能，协助他们应对生活中的诸多不便。

手机，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现代通信

工具，也没有落下阅读障碍者。无障碍应用软

件，帮助盲人畅读海量电子书，更及时获取最新

的信息、最前沿的文献。

周南是我所在盲文期刊的忠实读者，也是

一位新作者。他曾因为视力障碍而失去了上高

中、考大学的机会，只能学习针灸按摩。但他仍

然渴求知识：“以前只能摸盲文，现在有了电子

阅读，读什么书都可以，想读就读！”编辑他的稿

件时，我能感受到他丰富的阅读积累，以及字里

行间的精气神儿。

正如张海迪所言：“一本书就像一棵树，种

在心灵的土地上，即使经历岁月风雨，生命的绿

叶也永不凋零……”在全民阅读时代，现代信息

技术提供了便捷的服务，让阅读障碍者也能够

分享阅读的喜悦。我们要做的，正是点亮更多

人的“心灯”，让阅读的光芒普照每一个角落。

盲文期刊编辑—

点亮更多人心中的灯
刘爱姝

“于字句间见世界。”身为北京大学的一名

保安员，我也有机会享受校园图书馆的便利，接

触到更丰富的书籍。

常常，当清晨第一缕柔和的阳光洒落在窗

棂，我已坚守在岗位上。师生们陆续而至，有序

刷脸入园。我需要时刻警惕，关注着每一位进出

人员。有时，我还是校园导航，为迷路的人带路……

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北大的同学们抱着

书本穿梭于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寻找知识的

宝藏。他们兴奋地讨论学问，令我羡慕极了。

终于有一天，学校为保安员也开通了图书

馆阅览权限。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想是每个中

国学子都向往的地方，我这个“门外汉”也不例

外。初见北大图书馆时，便被它巍峨的外观所

震撼。古朴的建筑，沉稳的气息，仿佛每一块

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百年的历史。

我攥着借书卡，激动地步入馆内。首先映

入 眼 帘 的 便 是 那 高 高 的 穹 顶 ，透 出 蓝 色 的 天

空。将视线下移，琳琅满目的书籍，或整齐地排

列在书架上，或随意地散落在角落的小桌上，静

待有缘人的到来。我漫步其间，感受着书香扑

鼻，仿佛置身于另一方世界。图书馆的布置简

洁而不失雅致，暖黄色的灯光洒在书页上，学生

们专注地坐在窗边，偶尔轻轻翻动书页……

我也觅得我的座位——三层左侧的桌子。

那里光线柔和，安静得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

手中的书，带我遨游古今，领略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这里，渺小的我与千百年的智慧相遇。

在工作岗位上，我时常会遇到一些挑战和

困难。有时，是处理突发的安全情况；有时，是

面对一些师生因不理解而产生的质疑和抱怨。

有一次，一位校友入校，由于某些原因并未成功

预约，被挡在校门外，情绪有些失控。面对这样

的情况，我深知不能用强硬的态度激化矛盾。

这时想到书里曾读到的“戒急用忍”，我耐心地

向校友解释校园规定，帮他一道想办法。校友

渐渐平复了情绪，顺利解决了问题。后来，每一

次值守、每一次检查、每一次调解，我都尝试把

书中的收获实践在工作中。

在图书馆，我更喜欢驻足书架旁，随手翻

阅。管理学的书启发思维，对我的工作颇有裨

益。哲学的图书，则引导了我对内心的审视。比

如我读到庄子，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

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庄子那逍遥自在的身影

……此刻的我，全然与世隔绝。窗外偶有喧闹声

传来，更显出图书馆的静谧。

如读《上学记》，何兆武先生之亲身经历，令

人 动 容 。 他 在 贫 困 之 中 ，仍 心 怀 对 知 识 的 渴

望。书中说道：“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

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意

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读此，我深感敬

佩。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用自己

的选择和行动，赋予人生以意义。

图书馆里，许多书我并不能读懂，但它们为

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缝隙。通过阅读，我逐

渐能理解人生的复杂与多样，也开始用包容的

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合上书，我又要回

到工作岗位上，守护起校园安宁。那些与书为

伴的时刻，将成为我人生中反复咂摸、细细品味

的美好回忆。

校园保安员—

于字句间见世界
马子杰

树后还是树，山上还有山。

迷蒙云雾间，山路十八弯。

这路送我走出了大山，如今又送我回到了

大山。每周至少有两三天，我从湖北恩施市区出

发，坐三个小时大巴回到老家新塘乡，再耐心等

候一天只有一趟的“村巴”，坐上半个小时，就回到

木栗园村了。这里，有我的“家玥乡村图书馆”。

读一本课外书，对儿时的我来说，是一件特

别“奢侈”的事。村里当然没有图书馆，连书店

都没有。有一次，我听说一位表叔家藏着让我

心驰神往的武侠小说，便兴高采烈地去借。没

想到，他怎么都不肯。现在想想，在当时的交通

条件下，表叔不知要翻山越岭走多久才能从市

里买回这些“宝贝”，怎肯轻易借给我这样的“熊

孩子”？当时我可不管这么多。他走到哪，我就

跟到哪。一直走了好几里山路，表叔终于被我

的诚心打动。

那是我读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里写的是

一位大侠落难为商贾，发家之后行侠仗义、造福

一方的故事。它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梦想：我

也要做这样的大侠。

在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闯荡多年后，2016
年，我回到恩施，靠做婚礼司仪和开一家小店扎

下了根。人离老家更近了，为家乡做点事的愿

望也更强烈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

做点什么呢？我苦思冥想。

我注意到，现在的山里娃，和我小时候大不

一样了。那时，我们一个村小组有七八个孩子，

一放学就在山野间疯跑，爬树、摸鱼、打弹弓样

样精通，有着城里娃都羡慕的快乐童年。而现

在，大批青壮年都去大城市打工了，村里剩下一

些留守儿童。恩施山大人稀，有的村小组只剩

下一两个孩子，几乎找不到同龄人一起玩耍，只

好“宅”在家看电视、刷手机。

必须得把孩子们从无聊中拉出来！我一下

子想到，老屋空着也是空着，何不改造成图书馆？

说干就干！我拿出二十多万元积蓄，将老屋修缮

一新，添置了许多书架。吊脚楼的阳台，摆上了

沙发、桌椅。图书从哪儿来？我尝试着在网上发

布了请求捐书的公告。没想到，四面八方的网

友、慈善机构都把爱心汇集到这里。我收到的书

越来越多，很快积累到八千多本，而且大多是儿

童读物。

图书馆建好了，我把钥匙交给附近的邻居，

自己又回城工作了。可过几天再回来时，我才

知道，根本没有孩子来看书。是不知道这儿有

家图书馆吗？我到附近有孩子的乡亲家，挨家

挨户喊。可孩子来了一两次后，又不来了。

和孩子、家长一番交流，我才意识到，图书

馆只有书、没有人不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陪伴

和引导。我把这个难题发到网上，很快有热心

网友支招：开办“读书会”、多搞活动呀，把孩子

们吸引过来。可我一个人，一边在市区上班，一

边跑村里，实在忙不过来啊！

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再次深深感动了

我。他们不远千里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发挥

各自所长，把读书会办得有声有色。他们陪孩

子读书，教孩子们写诗、跳舞、弹吉他……这些

“大哥哥”“大姐姐”，让图书馆像磁石一样吸引

着十里八乡的小朋友。

最近的一次读书会，是以茶为主题的。大

家费了一番心思设计流程：先是带领孩子一起

品读关于茶的古诗、美文，然后到茶园里，采摘

最珍贵的“明前茶”，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感受采

茶的辛劳，再去茶叶厂观摩茶叶加工，最后一起

吃碗香喷喷的茶叶炒鸡蛋。志愿者们的陪伴，

弥补了许多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遗憾。

读书会一直坚持举办。原本有些内向自卑

的山里娃，变得大方开朗；几个有点粗鲁的孩子，

慢慢变得文雅；有的孩子还学会了弹吉他、组建

了小乐队，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

2024 年春节，我为木栗园村组织了有史以

来第一场“村晚”。不少一年忙到头、终于回到

家的父母，看到自家孩子在舞台上自信地朗诵、

唱歌时，都激动极了。一位家长说：“我很少见

孩子这么高兴地笑，想不到读书这么有用！”

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生在山里，却不应

被大山阻隔住追梦的脚步、被大山局限了生命

的体验。有个小朋友在作文《我的梦想》中写

道：“我不怕黑，但怕一个人待着，有点孤单。”大

山里的夜晚是寂静和孤单的，但黑夜与孤单并

没有吞噬他小小的心灵。读书让他的梦想十分

丰盈，他想当军人、警察，也想当消防员和教师。

他说：“我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我

的小小图书馆，能成为一盏灯，照亮孩子们前行

的路，让他们心里有梦、眼里有光、一路坦途。

（本报记者田豆豆采访整理）

乡村图书馆策划人—

读书让梦想更丰盈
谭家玥

我与上海图书馆之间，有许多故事。这些

故事不仅见证了我的学艺之路，也是文献修复

事业的微小缩影。

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

天 ，领 导 推 荐 我 参 加 一 个 文 献 修 复 技 术 培 训

班。尽管我对此一窍不通，完全是门外汉，但我

热爱书籍，渴望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艺，于是欣

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培训班是由原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海图

书馆举办的，参加的学员来自各地图书馆。在

班上，我遇见了一位对我此后事业影响至深的

老师——赵嘉福先生。他是一位精通古籍修复

又擅长刻碑技艺的传奇人物，担任培训班的主

讲老师。从那时起，我与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

拓片装裱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与赵嘉福先

生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后，领导建议我

们继续跟随赵老师学习技艺。当时，上海图书

馆有两名职工参加了这次培训，我和一位比我

大七岁的男同志，后来我称他为“师兄”。

上课前，赵老师把我们叫到跟前，严肃地

说：“历史文献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容不得

任何闪失。你们跟我学习，不容出错。刻碑时

只能成功，不许刻错。没有‘万一’两个字，一旦

刻错就不要再跟我学了。”老师的叮嘱听着严

厉。只能成功、没有“万一”，这一教诲深深地烙

印在我的心中。

刚学艺时，我二十二岁。赵老师曾表示，女

同志学习刻碑可能较吃力，因为女生力气相对

较小。刻碑是和石头打交道，时不时要搬运石

头，这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当时，我对赵老师的

看法不认同，内心不服气。我认为女生同样能

胜任，而且更细心。至于力气嘛，我在读中学

时，一直是班里女生中掰手腕比赛的冠军。我

确信自己同样能搬运石头。我在心里暗想。

好在，赵老师对学生的教导都一视同仁，对

我并没有降低要求。有一件事，至今还经常被

师兄提起。那是我们刚开始学习做拓碑时，总

觉得室内纸张干得太慢，效率不高，于是决定把

石碑搬到室外。我俩一起搬起石碑，还下了三

四级台阶，放在外面有太阳的地方。那块石碑

高四十五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厚六厘米。师

兄诧异于我有如此大的力气。我观察自己的

手，看上去修长，手掌却宽大厚实、肌肉发达。

或许，我天生就适合干这行吧！

现在回想起赵老师的话语，我才明白其真

正用意。赵老师并非重男轻女，而是考虑到女

性从事刻碑工作的艰辛与不便。比如在刻碑的

过程中，小石子四处飞溅，脸与石碑的距离近，

石粉会溅到脸上，有时还可能崩到眼睛里。我

特地跑去南京路一家有名的眼镜店配眼镜，要

求镜片用最大尺寸。其实我视力很好，只是配

了一副平光镜，每次刻碑时都戴上。有一天，我

偶然发现镜片上全都是小石子击出的一个个小

坑，心里真有点后怕。可惜那副眼镜已经找不

到了，如果还在的话，可以作为一份珍贵的纪念

品了。

2023 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年度大展“大

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我肩负起

了展品修复项目的主持工作。除了保留原裱修

复外，展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残缺破损严重，受潮

霉蚀，纸张老化，急需重新装裱修复。而且这些

展品尺幅较大，最大的原件高二点三米、宽一点

三米，修复后裱件高达三点六五米、宽一点五

米，工作量浩大。那些日子，拓片铺满了整张裱

桌，团队成员有序地清洗、揭旧、托纸、覆背、上

板……十人围绕裱桌修复，那场景堪称壮观，同

事们忍不住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此次对馆藏拓片立轴进行的大规模修复，

每一件展品都要层层把关。对补缺、全色等难

度较大的步骤，我自己操作。鉴于拓片大多是

黑白色，为了提升展陈的美感，我决定自我加

压，为每一件展品都重新设计品式及镶料配色，

使其重现昔日风采，实现款式美、色彩美、工艺

美、功能美的完美结合。终于，我们齐心协力、

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展览

时 ，独 特 的 装 潢 成 为 一 大 亮 点 ，受 到 观 众 的

好评。

刚入行时，我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而赵

老师则是那位悉心雕刻的艺术家，一点一滴教

导着我。在赵老师的无私传授和上海图书馆的

培养下，我在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

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我已经从业三十五年

了，在图书馆里日复一日地学习和探索。近年

来，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成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成为一名国家级古籍修复

技艺传习导师，承担着培养新人的重任。

我与上海图书馆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

更有对我们这份事业的无尽热爱。我愿意用一

生来守护、传承和研究非遗，努力让古籍修复、

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这两门几近濒危的古老技

艺发扬光大，绽放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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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老技艺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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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游弋，翰墨留香。珍藏卷帙

之地，即可称图书馆。书卷多情似故

人。步入此间，指尖轻翻书页，可寻章

摘句，广增见闻；可穿越时空，与先贤

共叙，启迪心智；可触摸当下，感受时

代脉搏……

世界读书日，一个属于阅读的节

日。我们致敬孜孜的阅读者，也礼赞

那些为保存和传承知识而不懈努力的

工作者。愿每一道知识的光亮都被珍

惜，愿每一份努力与热爱都被珍视。

让我们在书海中相遇相知，共赴一场

充满书香的邀约。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