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从化区打造的城乡
一体阅读品牌“馆校合作”项
目，也叫“构建文教联动阅读体
系 提升城乡青少年精神素养”
案例，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办公厅等部委联合发布的 51
个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典型案例名单。对此“馆校
合作”项目，从化图书馆馆长邱
跃深有体会。

邱跃认为，读者有其书，书
有其读者，就是我们常说的“为
人找书、为书找人”，归根到底
是让书与人相融合。从化图书
馆 在 1998 年 跟 广 少 图 合 办 分
馆，市一级的图书资源下沉。
从 2000 年开始，少儿图书借阅
量就开始超过成人，到 2009 年
时 已 占 到 全 馆 外 借 总 量 的 7
成。当时这 7 成的量基本是城
区青少年到馆贡献的，而占在
校学生近半数的乡村贡献率几
乎为零。

从 2009 年开始，“走出去，
寻 找 乡 村 中 最 旺 盛 的 阅 读 需
求”成为从化图书馆全体同仁
的共识，采编、外借、辅导、技
术部门业务骨干全程参与。到
2021 年，全区所有在校学生都

成为我们的读者，“我们用‘馆
校合作’的杠杆，撬动了乡村阅
读的新局面”。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
有机体。过去的十年，正是依
托广州‘图书馆之城’这个旺盛
的生命体，从化图书馆迎来了
飞速发展。特别是 2013 年广州
地区实现通借通还后，系统的
安全、稳定，借还书的便捷，市、
区资源的无缝对接，成为我们
推 广 馆 校 合 作 最 好 的 宣 传 推
手。”邱跃介绍，截至 2022 年底，
从化区内所有中小学图书馆均
加入了我们的馆校合作体系。

数据显示，从化区在校学
生 10 万余人，从化图书馆少儿
办证量达到 12 万；从化区常住
人口办证率超过 24%；有将近
40 万册学校图书按标准加工进
入“图书馆之城”服务体系，学
校自有图书的外借比重超过区
馆配送图书，学校分馆的运行
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超过2021年全国平均水平壹壹
阅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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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山的小说《父亲进城》
被改编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
月》，开创了军事题材小说与影
视剧新的叙述模式，那就是以父
亲母亲的故事讲述革命时期的
峥嵘岁月，将小人物的个人史、
家族史与革命的宏大叙事结合
起来，既为“个人”找到了历史
中的位置，也为普通人接触“革
命史”提供了具体可感的生活经
验与情感。在新作《芳华颂》
中，石钟山将目光从激情燃烧的
岁月转向和平时期，讲述的是

“子一代”的故事，小说以农家
子弟董红梅的参军与人生经历
为主线，触及了新时期部队生活
的人生经验与核心问题。

董红梅的经历颇富传奇性，
她的父亲在战争结束后因伤残

离世，母亲在她三岁时又神秘失
踪，她与姐姐相依为命，生活在
贫困的山村，后来她在父亲战友
胡叔的帮助下，穿上军装成为部
队的一员，但在部队中，她却被
误认为“高干子弟”，并因这一
身份而遇上受嘉奖、提干、进京
等各种好事，阴差阳错之中，她
走上了人生巅峰。但是她并未
忘本，小说的最后她戳破了别人
的误解和误会造成的肥皂泡，选
择了适合自己的养猪事业，与昔
日战友马平阳有情人终成眷属，
并且捐出自己的肝脏救助姐姐。

董红梅的人生颇具戏剧性，
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特定年代
的特定经验——所谓“芳华”，不
只是董红梅个人的青春年华，而
是对一代人青春岁月的回顾与
纪念。在小说中，还描述了高干
子弟马平阳、农家子弟李来权各
自的人生经历与道路，他们与董
红梅的经历，共同构成了对一个
时代的回忆与书写。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上，
不少部队作家触及高干子弟与
农家子弟的差异，最著名的是李
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及其改
编的同名电影，其中农家子弟梁

三喜的“欠条”和高干子弟赵蒙
生的转变，构成了那个年代最具
时代性的戏剧冲突，足以打动人
心。但在《芳华颂》中，作者并
未强化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社会
分化及其悲剧性，而是以一种近
乎喜剧性的方式不断将故事的
逻辑推向极端。小说中的董红
梅一步步走来，不仅超越了李来
权，而且超越了马平阳，可以在
一个更高处俯视，这是此前同类
题材小说所没有涉及的新经
验。董红梅不是一心想要向上
爬的人，也不是追求人生“成
功”的人，而是仍然保持着淳朴
自然的本性与积极向上的奋斗
精神，她的人生际遇充满了误解
与偶然性因素，但唯其如此，作
者借助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故
事，展示了对特定年代社会氛围
的反思，也展现了社会上形形色
色的众生相，构成了小说中颇具
喜剧性的戏剧转折。

但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董
红梅、马平阳、李来权等人奋斗
的经历，也深刻描摹出了那个年
代积极奋进的时代精神，他们每
一个人都在奋斗，都在积极追求
上进，社会也为他们的奋斗提供

了无限广阔的空间，甚至超越了
他们的想象。虽然小说中董红
梅的经历略微有些夸张，她的

“逆袭”人生看似不可能，但也
有效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
氛围，就像路遥的《人生》《平凡
的世界》一样，小说中的主人公
虽然人生起点较低，但他们积极
上进的奋斗精神，却可以鼓起很
多人面对人生的勇气。在小说
中可以看到，尽管社会上存在诸
多不公，但唯有奋斗精神是可以
依赖的，而在奋斗中能够保持自
己的本性，不被社会上的庸俗观
念同化，才是最为珍贵的。

与《激情燃烧的岁月》相似，
《芳华颂》也展现了军人的无私
奉献精神以及诸多人间情义，战
友情、父子情、姐妹情，作者在
对这些情感的细致摹写中，将

“小人物”的生活、经验与情感
与对宏大时代的思考融合在一
起，也突出了情义的价值与重要
性。但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不
同的是，作者抓住了新时期和平
年代的特征，展现了新时期军人
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在这个意义
上，这既是对革命历史的延续，
也是面向未来的故事。

子初说：“生活好似一扇紧闭
的大门，只有奋力挤进去，才可能
窥见那些灵魂的密室和那些丰饶
的景象。人在旅途，看的不仅是
风景，更重要的是遇到了哪些人，
听到了哪些故事，悟出了哪些人
生哲理。”在她的《奇遇之旅》一
书里，奇遇是实实在在的；只是，
这些“奇遇经验”如何能够渗入到
自我的人生中，从而丰富自我、完
善自我，才更是她所属意的。

令人称“奇”的是，在20世纪
末那个通信不如今天发达、交流
不如今天便捷、网络不如今天普
及，甚至签证难办、人们囊中羞涩
的年代，小女子子初就已经独自
一人出门远行，恣意洒脱地游历
于世界的东西南北中。她当然也
精心盘算身上的盘缠，也警惕遇
人不淑，也防备不可预测的危险，
当然也会产生孤独感，但这一切
最终还是被她因对这个纷繁而又
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充满求真
的渴望而弃之不顾。于是，她可
以为省下一点出租车费用，在危
机四伏的夜间独自一人从郊外
的观光点步行回到城里的饭店，
一路上“我浑身的神经绷得紧紧
的，汗毛竖立，仿佛脑袋后面也
生出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原野里的野
兔一样警觉，稍有动静就会拔腿
开跑……”

她的行程也可以常常节外生
枝。譬如只因在游至埃及时读到
余秋雨《千年一叹》中提到卢克索
和阿斯旺这两个小城分布着埃
及最大最重要的神庙，便冒着赶
不上飞机、找不着夜宿饭店的风
险，要去赴一场突发奇想的诱人
的神庙之约。她说：“此时我的
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说干什
么就得马上行动，不容拖泥带
水、瞻前顾后……”“别人或许觉
得这样是吃苦受累，可我自己却
浑然不觉，乐在其中，每日心情
无比畅快和快乐”。

世界之大，何处可以令人情
有独钟？这或许是很可以看出一
个人的品性和情怀的。子初“奇
遇之旅”的游踪，极少是缤纷繁华
的现代都市，更鲜见五光十色的
人造胜景。身临那一处处、一座
座鬼斧神工、让现代人不可思议
的世界文化历史遗址，她也激动，
也陶醉，当然也没忘了立此存照，
发一番思古之幽情。然而，这并
不是她来到这里的全部。子初是
怀揣着成长岁月的时光梦想，怀
揣着对希冀的热切而来的。在
《埃及奇遇》篇，她说，“我一直感
到，仿佛有一条神秘的纽带将我
和埃及连在一起。我始终都知
道，终有一天我会踏上埃及的土
地……”；在《俄罗斯——美丽的
国度》篇，她说，“俄罗斯的文学
和艺术对我的青春成长和世界观
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于诞生了这些文学艺术巨匠的
俄罗斯，自然地就在我心中滋生了
一种向往，随着岁月和时间的推
演，这种向往也慢慢在心中发酵，
变成一种情结”。就这样，子初走
进了它们的前世今生，也走进了自
我生命的内心深处。

别有意味的是，走着走着，子
初的身份也多重起来：北京人—
中国人—海外华人，进而还嫁作
了“洋人妇”，这完全属于作者个
人经验的“奇遇”，随之带来了
《奇遇之旅》的多重视域。

虹影早年写诗，后写小说，
创作力旺盛。她的长篇小说《月
光武士》一如既往地大胆书写男
女情感，由她本人自编自导成电
影《月光武士》，以第三人称叙
事，讲述十二岁少年窦小明作出
螳臂当车式的壮举，为别人口中
极端貌美的中日混血“大粉子”
（重庆方言，即大美女）、自己心
中的月光女神的遭遇鸣不平。

与《饥饿的女儿》相比，《月
光武士》突出的变化是拓展了海
外华人新移民的书写题材。和
《饥饿的女儿》不同，《月光武士》

再未言及生理的饥饿感觉，而着
力叙述“月光武士”的精神力量，
且有意采取倒叙手法增加悬念。

“月光武士”故事来自日本
民谣，“小小年纪，却很勇敢，黑
夜里，月光下，一身红衣，骑着枣
红马，闯荡世界，见不平事，就拔
剑相助。”这童话故事温暖了一
个又一个人物，对月光武士的期
许，正是人们对于恒久的爱与保
护的持久向往。每个人都渴望
被保护、被关爱，渴望月光武士
永远守护自己。秦佳惠也曾被
钢哥的关心体贴感化，将之当作

月光武士，后来却彻底失望。直
至最后，小说最核心的思想才带
出来，“女性要成为自己的月光
武士”，秦佳惠终于被这句话点
燃了生命的焰火。层层的翻转
叙事，让人印象深刻，似乎前面
所有的叙述，都是为了这一句
话。

从“我是谁”到“谁是月光武
士”，虹影前后作品的穿透力潜
滋暗长，从身份不明的焦灼到雌
雄同体式的力量感呈现，能量递
增。《月光武士》不再是只思考女
性，而是兼顾男女叙事视角，充

分理解两性生存的艰难，在各种
关系中重新思考个体生存，找到
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每个人
都要成为自己的月光武士，这或
许就是重新认识女性写作的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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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史的次序，在浩如
烟海的古代画论中，披沙淘金，
分类整理，梳理历代典籍文献
中的绘画理论和发展脉络，还
原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历史面
貌，佐以对具体画家画作的分
析，叙论结合，是一部简明而生
动的古代画论史。

《中国画论史》
葛路

李伯重、韦森、赖建诚、葛剑
雄、盛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
院人文讲座精华集结，文字精练
流畅，讲解透彻，包罗万象。

《商学院的人文课》
海闻

忠实记录司法改革背景下
的律师刑辩日常，包括获得案
源、接待客户、会见当事人、阅
卷、确定辩护方案、调查取证、
制作阅卷笔录、起草刑辩法律
文书、出庭辩护等常规工作，对
热点案件及社会问题如何发表
评论，以及同行之间的竞争与
合作、与客户的沟通与交流等
人生百态，多角度、全方位记录
刑辩律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刑辩日记》
李永红

这是诗人、小说家巫昂的七
个短篇小说故事集。日本乡村
的神秘传说与离奇死亡；长沙街
头的美味小吃与摸不透的人心；
南京大宅里的浮华与残忍的分
尸案……受人所托去各地查案，
真相易得，却难以让人接受。

《兴趣小组》
巫昂

“自然酒并不是新事物，葡
萄酒本就是自然酒，但是不知
为何，现在自然酒却变得弥足
珍贵，令人扼腕！”如今，葡萄酒
已日益远离“自然”，葡萄园里
大量使用农药，酒窖中过度使
用二氧化硫与添加剂，特定的
风味和色泽都能轻易实现……
但仍有一小群人，相信“好酒须
自成”，他们遵从自然的法则耕
作、酿酒，排除万难，将大自然
的活力与最纯粹的风土灌注瓶
中。作者是自然酒的热忱推广
者，法国第一位荣获葡萄酒大
师（MW）头衔的女性。

《自然酒》
伊莎贝尔·莱杰荣[法]

2022年，广东成年居民平均纸质读物阅读量
为6.22本，电子读物阅读量为5.66本

““老广老广””不只喜欢不只喜欢““揾钱揾钱””，，
还喜欢读书！4月 23日是第

28 个“ 世 界 读 书
日”。最近，围绕
“读书”这个话题，
专业机构发布了系
列报告。从阅读量
到阅读方式，从成
年人阅读到未成年
人阅读，从公共图
书馆建设到服务效
能，报告用详尽的
数据呈现出一份广
东人阅读图谱。与
此同时，阅读推广
人、名家大咖还通
过相关活动分享阅
读心得，助力开展
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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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广东人不仅喜欢
“揾钱”，还喜欢读书。

《2022 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
报告》显示，2022年，广东成年居
民的综合阅读率为94.79%，人年
均纸质读物阅读量为 6.22 本，电
子读物阅读量为 5.66 本，均超过
2021年全国平均水平。

平均到每天，广东成年居民
花 42.64 分钟阅读纸质书，而电
子读物的阅读时长达到 124.1 分
钟。相比 5 年前，纸质读物的人
年均阅读量增加 1.32 本，电子阅
读日均时长增加了20.3分钟。

公共图书馆的一组数据则从
另一方面佐证广东人喜欢读书。

《2022 年广东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报告》显示，2022 年，
广东走进公共图书馆的读者合
计 8547.9 万人次，同比 2021 年
增长 9.0%；全年公共图书馆借
出图书总计 8592.2 万册次，同
比 2021 年增长 0.7%。

根据《2022 广州市居民阅读
调查报告》，2022年，广州成年居
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5.17
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63本；未成
年居民的表现则更为亮眼，不仅

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图书阅
读量更是达到11.83 本，有 90.6%
的 0—8 周岁儿童家庭尤为重视
亲子阅读。可以说，阅读已日益
成为广州市民充电提升、休闲娱
乐的重要选择。

智媒时代，选择视频阅读、有
声阅读的广东成年居民不断增
加。《2022 广东省全民阅读指数
报告》显示，2022年，广东成年居
民视频阅读率为39.55%，听书率
达到33.33%，居民每天花在视频

阅读上的时间已超过听书时间。
去年的疫情期间，居民宅家时

间增多，阅读成为休闲、充电的重要
方式。数据显示，近四成广东受访
者反馈疫情期间增加了电子书阅
读。其中，较多读者关注养生保健、

烹饪美食、心灵励志类内容阅读。
2022 年，有 0—8 岁子女居

民家庭的日均亲子阅读时长为
31.32 分钟，比 2021 年全国平均
水平多出 5.18 分钟。其中，珠三
角地区家庭日均亲子阅读时长略
高于其他地区。

数据显示，73.48%的受访家
长表示会和孩子共同阅读纸质绘
本或书籍；47.84%的受访家长会
口述故事；也有42.51%的受访家

长通过播放有声阅读音频，培养
孩子阅读兴趣。

对比 5 年前，广东省全民阅
读平均指数提高了将近4分。整
体而言，2022 年，广东全民阅读
呈现出这些新趋势：视频阅读成
潮流，推动知识内容创作；阅读空
间升级，文化服务深入城市肌理；
主题阅读活动多样，满足群体需
求；湾区共读深化，促进粤港澳文
化交融。

视频阅读、有声阅读成为潮流贰贰
阅读趋势

广东人阅读量的提高，离不
开公共图书馆等阅读硬件的提
升。

《2022 年广东公共图书馆事
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省150
个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共有建筑
面积（只 计 总 馆）173.14 万平方
米，同比 2021 年增长 6.1%；全省
每万人拥有面积136.8平方米，较
2021年增长8.1平方米。

2022 年，全省县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纸质文献总藏量达到1.36
亿 册/件 ，同 比 2021 年 增 长
14.5%，人均纸质文献藏量为1.08
册/件，较 2021 年增长 0.14 册/
件；电子文献总藏量为1.35亿册/
件，同比 2021 年增长 63.5%，人
均电子文献藏量为1.07册/件，较
2021年增长0.41册/件。

近年来，广州的“图书馆之
城”建设尤为突出。2022 年 7月
印发的《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

设五年行动计划（2022-2026）》提
出，全方位擘画广州市“图书馆之
城”建设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旨在
全面建设“图书馆之城”“智慧图
书馆之城”“阅读之城”，形成国
内一流、国际领先的城市公共图
书馆服务体系。

《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
年度报告2022》显示，2022年，全
市 公 共 图 书 馆 馆 藏 总 量 为
3243.39 万 册/件 ，人 均 藏 量 为
1.69 册/件，年新增藏量为194.34
万册/件，同比分别增长 5.62%、
3.05%、10.18%；全市公共图书馆
（分馆）建筑面积为 57.47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4.72%；全市公共图

书馆注册读者量为 511.33 万人，
注册读者率达26.55%，也就是说
超过四分之一的广州市常住人口
为公共图书馆注册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自 2021
年 起 已 实 现 图 书 馆 覆 盖 率
100%，所有镇街均设立有实现通
借通还且对所有公众免费开放的
公共图书馆（分馆）。截至 2022
年底，广州市实现通借通还的公
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
图书馆共有 788个，较 2021年增
加 94 个。其中实现通借通还且
面向所有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共图
书馆（分馆）346 个，比 2021年增
加25个。

从“图书馆之城”到“阅读之城”叁叁
阅读硬件

阅读推广人语

从化图书馆馆长邱跃：

让书与人相融合

挤进去，
才能窥见灵魂的密室

□陆卓宁 新阅 □李云雷

为“个人”找到历史中的位置

微观 □凌逾

从“饥饿的女儿”到“月光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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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图书馆广州图书馆 邓勃邓勃 摄摄

在乡村图书馆里阅读的孩子
邓勃邓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