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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玖承、胡婉婷兄妹俩

在家中书桌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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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内，学生们在交

流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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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拂过新叶，春光洒进书房。叶嘉莹先

生的案头，放着一摞有关古诗词的书稿。她执

教近八十载的授课音频，近年来正陆续发表，

每处文字她都亲自审读。

叶嘉莹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南开大

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一生致力

于古诗词研究，被誉为“诗词的女儿”。

如今已入期颐之年的叶嘉莹，仍坚持投身

古诗词研究和推广。她说：“我是一生一世都

以教书为工作、为事业的人，所以我的心目之

中，只是要把古人诗词里面那些美好的理性、

感情，传给年轻人。”

在现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古诗词？叶嘉

莹说，诗歌的价值在于滋养精神和文化。“古典

诗词凝聚中华文化的理念、志趣、气度、神韵。

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往往是用生命谱写诗篇、用

生活实践诗篇，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

来，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

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力。”

回首百岁人生，叶嘉莹觉得，能与古诗词

交朋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白昼谈诗夜讲

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嘉莹所作的这句诗，

也是她从事诗教事业的写照。

“我希望朋友们也能够把你们读诗时的感

受、想法跟我谈一谈。”不久前，叶嘉莹为“诗不

远人话迦陵”活动录制了抖音短视频，邀请人

们分享读诗心得，收到了从全球多地传来的互

动视频。叶嘉莹说：“看到有这么多人都喜欢

中国古典诗词，我真是感动，更要感谢大家。”

“在我看来，诗词不是知识，不是学问，而

是一种感发人心的力量，可以让我们的精神不

死。”叶嘉莹说，“年轻人如果能够多读些古典

诗词，进入诗词里的感情境界之中，应该会获

得不少超越现实种种问题的有效力量。”

（本报记者武少民）

叶嘉莹先生：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上午 10 点，走进录音棚，李佳颖第一件事

就是戴上耳机，沉浸在海量音频中。几部小说

同时更新，一天 3 集，配音选角、监棚审听，是

喜 马 拉 雅 有 声 阅 读 制 作 人 李 佳 颖 的 工 作 节

奏。近期海外版电视剧《三体》播出，她担纲制

作的《三体》广播剧又一次迎来收听热，她和团

队正在开发更有沉浸感的全景声版本。

李佳颖大学时就爱好配音，工作后制作了

《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等数部播放量破千

万、破亿的有声剧作品。在她看来，“10 年前，

‘听书’只是传统阅读的补充形式。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听书、听剧、听课、听相声、听播

客……‘听’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用声

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刘慈欣曾这样形容《三体》广播剧，“最好

的科幻，是能够用最真实的细节，把人类带到

想象力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声音可能是

科幻最好的载体之一。”

便捷、沉浸、陪伴，李佳颖用 3 个词来形容

有声阅读。“有声阅读降低了全民阅读门槛，可

以伴随运动、家务、通勤等场景，让阅读更容易

发生。”更重要的是，“音频不仅能构建一个丰

满而富有细节的想象空间，还是提供情绪价值

的伙伴。”李佳颖说。

为什么爱上有声阅读？不同人有不同答

案。许多听众在平台上留言，“《三体》广播剧陪我

度过了整个青春期”“不仅能增长见识，更是精神

的慰藉”“仿佛一个个小小的岛屿连成一片”。

“用声音滋养精神的土壤，收获内心丰盛

的力量。”李佳颖很庆幸，搭乘这艘光速飞船，

在前往遥远星际的途中，将让更多人见到星辰

浩瀚，宇宙无垠。

（本报记者陈圆圆，李汶泽参与采写）

有声阅读制作人李佳颖：

“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下午 3 点，江苏省昆山市科博中心，一场

由昆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举办的阅读活动正

在进行。“2002 年，我来到昆山打工，工地路边

的旧书摊，让我平淡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王计

兵与读者分享。

今年 55 岁的王计兵是一名外卖员，也是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送外卖期间，他写下了几

千首诗，并在 2023 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赶时

间的人》，被称为“外卖诗人”。

早些年，王计兵在辽宁沈阳一处建筑工地

做工，每天晚上到旧书摊看书。在沂河做捞砂

的重体力活时，王计兵坦言，“晚上的读书和写

作，让我可以忘记白天的劳累。”阅读之余练习

创作，他把文字写在本子上，又工工整整地誊

在稿纸上拿去投稿，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了 10

多篇小说。

2002 年，王计兵和妻子来到昆山工作，从

拾荒开始，到做小买卖、拥有店铺，生活越来越

安定，“但阅读和写作没停下来，因为在书中，

我能找到精神寄托。”

2018 年，王计兵送起了外卖。一个个取

餐 送 餐 的 日 夜 ，都 成 为 灵 感 迸 发 的 诗 意 时

光。“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与下一

站 ”—— 这 首《赶 时 间 的 人》，就 是 他 在 来 回

奔 波 三 次 、终 于 把 外 卖 送 到 顾 客 手 中 后 写

下的。

“我的外卖箱里总会放一本书，在等外卖

的间隙或者订单空闲的时候看，现在主要在手

机上阅读。”如今，王计兵已创作 5000 多首诗

歌，出版 3 本诗集，还在进行非虚构写作。他

说：“阅读给我的人生带来‘加速度’，为忙碌的

生活锚定方向感。”

（本报记者王伟健）

“外卖诗人”王计兵：

“外卖箱里总会放一本书”

下午 5 点，五年级学生胡玖承放学回到家，

迫不及待地坐到书桌前，翻开一本《茶馆·龙须

沟》。“今年我家有了专门读书的地方，我和妹妹

都很开心。”胡玖承说。

胡玖承和堂妹胡婉婷生活在一座位于长江

江心的岛屿——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两人

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哥哥喜欢看课外书，也带

着妹妹一起看。家里有本《西游记》，书角都翻

烂了。”胡玖承的爷爷说，“孩子们知道我们条件

有限，很少提要求。好在木兰和志愿者经常来

看他们，还送来了两张新书桌。”

老人口中的木兰，是百里洲岛上书店创始

人陈木兰。这些年来，岛上书店为居民提供免

费阅读空间，定期举办读书会等活动。但岛上

交通不便，活动很难覆盖到偏远的村子。陈木

兰和志愿者们调研发现，村里一些小朋友不光

缺少课外读物，有的甚至没有一张专用的书桌。

去年底，岛上书店发起“一平米阅读空间”

项目，成立“乡村伴读·悦读枝江”志愿服务队，

联合镇上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志愿服务，

为孩子们送去书桌、台灯、书本，布置阅读空间。

捐赠的桌椅根据各家尺寸定制，书籍则是在

了解小朋友的兴趣爱好后精心挑选的，其中不少

来自人民日报社“乡村伴读计划”公益项目的捐

赠。“胡玖承喜欢文学，我们就选择了一批人文类

书籍。”陈木兰说，团队计划用 3 年时间，帮岛上

100个孩子打造阅读空间，让阅读服务不断延伸。

“小小的阅读空间，是爱与梦的起点。”陈木

兰说，“希望孩子们知道，人生有书籍陪伴，前行

路上就总有一盏灯在发光。”

（本报记者强郁文）

小学生胡玖承、胡婉婷兄妹：

“我家有了专门读书的地方”

天色已暗，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庙明伦堂亮

起灯光。研讨室内，汲泉兴趣小组《周易正义》读

书会的兴趣导师与十几名学子正在热切讨论。

汲泉兴趣小组于 2009年成立，阅读对象涵盖

《尚书》《说文解字》等中国经典。“与历史、与先贤、

与未来对话，书院形成了师生共同切磋琢磨、研

读经典的浓厚氛围。”岳麓书院党委副书记谢丰

介绍，“汲泉”一名就取自书院汲泉亭，意为学习要

像汲取泉水一样源源不断、融会贯通。

今晚师生们读的是《周易·蒙卦》的 4句原文及

注疏。每句各由一名同学领读，作出阐释、提出问

题，再由指导老师、岳麓书院副院长陈仁仁教授答

疑解惑，“蒙卦讲述的正是事物的初期阶

段，处于蒙昧状态，如何正确获得启蒙。

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从其中

关于教与学、蒙与明的辩证关

系中获益良多。”

“读了一个多学期，

刚读到第四卦。”博士研

究生严木远是《周易正

义》读书会召集人，他觉

得读书不在贪多求全，

而是要逐字逐句，力争

掌握做学问的方法。

这样的读书会，在岳麓书院每周都有好几

场，已经延续了 10 多年。“读书会与课堂教学不

同，师生会在平等状态下进行思想碰撞。”陈仁

仁觉得，读书会培养的不仅是疏通字词的功夫，

更锤炼问题意识和学术思维。

在书院里读经典是什么感受？“沉淀自身，

修养心性”“学习历史，感受古人为人、为学的力

量”“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读书，更重要的是试

图寻找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和古籍相处”……

将近晚上 10点，热烈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原定

的时间，师生们读到精妙处，不由得

会心一笑……

（本报记者孙超）

湖南大学师生：

“与历史、与先贤、与未来对话”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希 望

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氛围。”

阅读是什么？是一页一卷，

传承千年文脉；是出行忙碌，随身

携带的星辰大海；是广袤山乡，指

引孩子们成长的灯塔；也是静谧

时光，陪伴无数个日夜的诗和远

方……第二十九个世界读书日，

我们关注多种多样的阅读时间，

这些鲜活的场景展现着当下人们

阅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从

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读者视角，

感受文明的印记，见证时代进步

的力量。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