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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兴起全民阅读“新力量”

阅读，不止一种方式。近年来，各类读书会在银川乃至全区遍地开花，主题多元、形式各样，爱书人以
阅读之名坐到一起，交流学习，共同成长，成为全民阅读活动中的“新力量”，助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
书的风尚。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读书会，听一听那些与读书有关的精彩故事——

“我是‘大家谈文学公益系列讲座’读书会的超级
粉丝，自读书会开展以来，每场都参加。”读者张淑媛
说，今年 3月，她在读书会上聆听了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书画鉴定研究
中心访问学者杨少青老师讲解“国之瑰宝——故宫博
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作品背后的故事。“读书会现
场气氛热烈，我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张淑媛说。

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2022年起，宁夏
作家协会与银川市新华书店开展了文学志愿服务项
目——文学照亮生活“大家谈文学公益系列讲座”读书
会活动，向社会大众传播优秀作品。

“读书会到目前已举办了 18 期，通过邀请文艺
名家与读者分享读书心得，创新阅读方式，让作家
更接地气有‘存在感’，市民提升文学素质有‘获得

感’。读书会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推进了‘书香
银川’和学习型社会建设。”4 月 20 日，宁夏作家协会
副主席李金瓯说，2022 年 3 月 5 日读书会正式启动，
前 10 期以金庸作品为主线，围绕金庸作品中的家国
情怀、人物形象、琴棋书画、大好河山及现实主义的
文学地位等主题展开讨论。读书会根据每期不同主
题，邀请大学教授、作家、书画家、艺术评论家等专
家学者，以对话座谈、现场互动的形式，与线上线下

的读者交流探讨。截至 2022 年 12 月，“大家谈公益
系列讲座”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数近万人次，点赞
62.4 万次。

今年以来，“大家谈文学公益系列讲座”读书会
已经举办 3 期。“2023 年，除了与宁夏作家协会联合
举办‘大家谈文学公益系列讲座’读书会，书店还与
作协一起打造‘作家会客厅’，由银川书城提供固定
场地，为广大读者和群众开展内容丰富的线下文学
艺术交流活动。”银川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
程伟告诉记者，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均可申请在“作
家会客厅”举办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读书分享
会等活动。“我们将设立一个固定的线下阅读推广
项目‘作家领读’读书会，按季度排出阅读推广书目
时间表，由区内著名作家与广大读者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程伟说。

“大家谈”读书会

大家谈古论今
本报记者 张 涛

一张长桌，一部投影仪，几本近期讨论阅读的名
著，将陈莉莉家三四十平方米的客厅变成了一个书
房。八九位书友，摊开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随着陈莉
莉的领读，大家浸入了这本经典。

“我们的读书会以赏析文学名著为主，参与的书友
们都热爱文学、热爱阅读，平时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
一起阅读和讨论。从 2019年读书会成立至今，已经举
办了 9期 100多次活动，阅读了百余本书籍，包括世界
经典名著和宁夏作家的代表作等。”近日，银川“读写有
光”成人读书会的主持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陈莉莉向记者介绍。

“读写有光”读书会，最早源起于宁夏一家媒体组
织的读书会。齐聚在一起的书友，各个年龄段的都有，
不论年龄、职业、学历、性别……大家都是热爱学习、热
爱读书的“同道中人”。阅读的同时，大家还各自写出
了作品，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第一个
故事，也有人重拾了滞笔多年的日记。

“读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自己宅在家一个人

学习和一群人一起学习相比，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读书会定期组织大家读书的过程中，能够倒逼大家
多读、深读、细读。而且，三人行必有我师，从书友们身
上，我们彼此学到很多。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阅读、
共同成长，相互激励、相互感动。”陈莉莉说，因为疫情
等各种原因，读书会曾经有过短暂的中断，但书友们对
读书的热爱，对大家一起阅读、一起分享的那种学习氛
围的向往，从未改变。

读书这件事如磁石一样，将志趣相投的有缘人吸
引在一起。

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参加读书会的“资深”书友、

“85后”奕欣说，“读写有光”读书会联结了很多优秀的
朋友，来这里的每个人的精神面貌、谈吐举止，都有着
浓浓的书卷气。

陈莉莉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
过，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的读书会何尝不
是如此。”

从《边城》《受戒》到《呼兰河传》，从鲁迅、契诃夫到
钱钟书，从《朔方》《黄河文学》到《六盘山》，从张贤亮、

“三棵树”到“新三棵树”，一期又一期的相约聚首，陈莉
莉带着书友们，每周抽出一个下午，遨游书海，精神与
灵魂得到了滋养，同时汲取了前行的力量，对他们每个
人来说，这个下午就是一个珍贵的节日。

读书会的墙上，悬挂着的作家白描为读书会题
写的“读写有光”4 个字，安静地凝视和等待着每
一位对生活真挚而冷静、低调而谦恭，却一直坚守
着梦想从未放弃成长的书友，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
的光芒。

读写有光

用灵魂唤醒灵魂
本报记者 刘惠媛

“为什么你容易焦虑不安、恐慌易怒？人的生存本
能与生俱来，古老且强大，却可能会出错并导致不良的
行为模式，学习控制你的生存本能，重获平和与安全
感。”近日，鹿角读书会向书友发出读书招募邀请，读书
会将围绕美国作家马克·舍恩和克里斯汀·洛贝格著作
的《你的生存本能正在杀死你》这本书开展读书活动。

“利用周末 3个小时的时间，书友们在一起共读一
本书，共同讨论一个话题，学而思、思而学，这是我们读
书会的特点，截至目前我们举办了 8期读书会。”鹿角
读书会的负责人纳巍说。鹿角读书会是银川市心理卫
生协会打造的线下互动式读书活动，所读书目多聚焦
心理学方面。银川市心理卫生协会负责人纳巍介绍，
协会成立以来，不定期举办读书会，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读书会每期活动都会选取一个主题，由主持人带
领，大家围绕主题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纳巍说，从十几
岁的学生到二三十岁的青年再到中老年书友，每一次

读书会都能让大家受益良多。
为什么起名“鹿角”？纳巍介绍，这是源自李白的

一句诗“林深时见鹿”，希望来到这里的人可以静下心
来好好读书和自己的内心深度交流，认识自我、理解自
我。“鹿角读书会注重个人成长以及自我探索的主题，
每期都会从选读的书目里挑选几章内容进行深读，大
家经过思考、讨论，除了能给自己启示外，也能从书友
们的交流中获取力量。”纳巍说。

纳巍经常担任读书会的领读人，“作为领读人，控

场能力十分重要，始终要意识到这个场域里只是大家
观点的输出和对话，而不是处理情绪和治疗心理创伤
的地方，领读人要尽力让每个人在读书会上都能有所
思有所获。”

纳巍还记得读书会中有个女孩，工作多年依旧不
善言辞，第 3期到第 8期的读书活动，她场场必到。在
这种安全开放、无对抗竞争，又促进互动的环境中，女
孩在书友们的陪伴下，越来越勇敢地展现自己、表达自
己的观点，读书会给她带来很多新的体验以及由内而
外的改变。“当看到书友们从开始不敢发声，到尝试表
达、对话，最后能开放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我特别
感动，心里充满了成就感和满足感。在鹿角读书会，他
们的思想终于开花了。”纳巍说，如今，鹿角读书会与广
大心理学爱好者一起走过了 3个年头，进行了 64次线
下聚会，100余人参与，与 8本心理学著作进行了深度
对话。

鹿角读书会

在阅读中与心灵对话
本报记者 刘惠媛

“一场高品质的读书会就是城市的一次高效能公共传播，
就像城市文化会客厅，提升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宁夏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富宝说。

“近些年来，我在高校举办过一些以‘经典悦读与文学教育
’主题的读书沙龙，反响良好。我们以学生为主体，以带有创新
性与实验性的文学沙龙形式，在对文学经典进行‘悦读’的过程
中，让文学教育回归文学与审美，卸下其身上的‘不可承受之重
’，把阅读、创作、批评与研究融为一体，大大提升了学生的文学
素养与文学创作能力，最终实现完善其人格、升华其境界的培
养目标。”在张富宝看来，阅读也是一种生产力，同样可以创造
很多有形的和无形的价值和财富。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视
觉文化主导的、影像信息泛滥的时代，更需要以文字为中心
的深度阅读。而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尚，一种信仰，
甚至一种全民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的重要意义才能更加凸
显出来。

著名作家陈继明出生于甘肃，11岁时来到宁夏生活。他从
高中时就开始写诗，当时的愿望就是成为作家。伴随着一部部
作品问世，陈继明也被誉为宁夏文学界的“三棵树”之一。2007
年，陈继明南下，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
教授。2022年 12月，陈继明应邀来银川参加“2022云上宁夏文
学周”活动，在银川参加了几场读书会，银川读者对读书会的热情
之高让他深感欣慰。他告诉记者，自己的长篇小说《平安批》自出
版后，国内不少城市的读书会都向他发出过邀请。陈继明认为，
阅读的意义也许不只是读一本书，而是让自己和外部世界接
通，读什么并不比接通重要，接通后可能有两个效果，一是认识
了一个有趣的灵魂，二是自己的灵魂完成一次旅行后，重新回
到自己身上，比以前更多地体验到身为自己的安详和细美。

“以读书会为代表的公共阅读不仅能够契合老百姓对高品
质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可以不断延续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对
热爱读书的人来说，读书会是一场精神盛宴。对城市传播来
说，读书会是城市品牌的窗口。”“80后”诗人、画家陆正平告诉
记者，前些天在灵武市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上，他给近百名中学
生读者分享了自己阅读的经验。“读书需要读好书，自己身边很
多朋友和老师几乎每天都在读书，不少人还通过参加读书会来
提高读书品位，但读书最好还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琢磨，或者
辩证地去领悟读书所带来的感悟。”陆正平告诉记者，自己目前
正在打造一个书院，以后会邀请名家举办读书会活动。

文化会客厅

用阅读滋养城市文化
本报记者 王 刚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散文诗《敲响春天的门》。”近
日，在余晖读书社举办的第6次读书分享会上，主持人田晓慧引
导书友们共同朗读、欣赏经典文学作品的精彩片段。分享会
上，书友们各抒己见，表达着自己对读书、写作的感悟。

余晖读书社是宁夏 3位教师作家邹慧萍、田晓慧、刘占林共
同创办的退休职工共同读书交流的平台。他们认为，读书理念
和读书方法不能一成不变，要顺应时代不断更新。

“选择书籍、品鉴书籍，更多地汲取有用成分，这就是我们
组织‘余晖读书社’的初衷。余晖者，向晚之日光也。日虽向
晚，但亦可霞彩满天，希望这个读书会也能给予参与者美丽与
温馨。”余晖读书会社主要发起人邹慧萍说。

据介绍，读书社每个月安排一人主持读书，不定期举办长
篇小说精彩片段诵读欣赏会、专家分析讲座等。每个季度还会
组织几次采风活动，在乡间、山川、河流里汲取大自然的养分，
寻找写作灵感。回来以后，读书社成员共同编辑采风图片，用
优美文章分享自己的想法，在思想的碰撞中提高文学素养和写
作能力。

“对于一些儿女不在身边的退休人员，余晖读书社除了读
书和写作本身，更多了一层‘陪伴’的意义。”退休教师、作家田
晓慧说。

今年 67岁的读书社成员陈凤兰原是银川市第二十五中学
的一位语文老师，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她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2005年退休以后，她会经常捧着一本喜欢的书度过茶余饭后的
休闲时光。偶尔来了灵感，还会创作一些诗歌、散文作品。可
是，退休后脱离了集体，陈凤兰难免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2022年 8月，老伴离世，远在海外的女儿又不能经常回家，陈凤
兰一度觉得没有归属感，变得越来越孤独，生活找不到任何意义。

“自从参加了读书会，我的人生又变得丰富多彩了。在读
书分享会上，我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不再沉溺
于老伴去世的悲伤，找到人生更广阔的意义，也收获了不少智
慧。”陈凤兰说，一次，读书社的书友们一同驱车前往盐池县哈
巴湖国家自然保护区采风。刚走进景区，陈凤兰就看见一只大
雁飞翔在湖面上空，它扇动翅膀，飞行的轨迹是一条优美的弧
线，和静谧的湖面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和谐的风景画。“那一
刻，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只大雁，尽管形单影只，但有着书友们的
陪伴，我的退休生活变得更加精彩更加美好了。”陈凤兰说，她
把对生活的感悟通过读书、创作凝聚在一首首诗歌里。近日的
读书会上，她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作品《春天的绝句》，让在场
很多有着共同人生经历的书友深受感动。

“读书就是给思想做瑜伽。我们这些老年人有时考虑问题
太过僵硬、处理问题太过教条、生活过得太过刻板，读书能让这
一切变得柔软，变成连续不断的弧线。”田晓慧说，希望能有更
多的退休人员参与读书活动，让书香成为人生“夕阳”时期的那
一抹美丽“余晖”。

余晖读书社

书香伴我度夕阳
本报记者 陈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