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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易孤独
好书是排遣情绪的良方

下午三点，前门大街旁边的一家书
店里，70岁的罗文章正和几位老朋友
在店里闲逛。原本大家是相约来前门
大街游玩，看到这里有书店，正巧读书
又是老人们共同的爱好，就进来看看。

说起阅读的好处，几位老人打开了
话匣子。“那可太多了，首先是成本低，
如果是去图书馆借书，一年下来也不用
花什么钱。”除此之外，读书也显得“很
有文化范，很时尚”。

这次民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推
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罗文章
也十分关注。政策中提到，要扩大老年
读物的供给，加大对老年读物的支持力
度等等。对于什么样的读物才算是“老
年读物”，老人们怎么看？

“像我就喜欢看一些古今中外的经
典名著。”“当年的一些老电影，他们改
编的是哪本原著，我也想再读读。”“平
时帮着子女带小孩，跟着一起看儿童的
绘本，觉得挺有意思，希望能有一些专
门给老人设计的绘本。”还有老人提到，
现在社会发展得那么快，出现了很多的
新事物，如果有一本书，能用浅显易懂

的方式把这些新事物讲清楚就好
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达成最多
共识的，还是老年读物要贴近老人
的需求。老人上了年纪，如果家人
不在身边，难免会产生一些孤独和
烦闷之情，慢慢地就会把自己封闭
起来，不愿意与人交流。而读书，
就像是能解开这种闭锁情绪的一
把钥匙。如果一本书能够帮助老
人排遣情绪，找回乐观积极的心
态，那就是一本好书。

“其实说是老年读物，也不应该只
限于给老人看。”罗文章认为，即使是同
一本书，不同年龄层的人因为视角不
同，读起来也会有不同的感触。“最近我
看的一本书，是薛晓萍老师写的《霜叶
红于二月花》，就很符合我心目中老年
读物的标准，里面记录了很多老人的故
事和回忆。”这样的书，老人读起来会很
有感触，子女读起来也能更理解老人的
想法，书就能成为连接老人和孩子的桥
梁。读了书之后，两辈人沟通起来就会
更顺畅，家庭也会更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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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阅读”不只是加大字号
近日，民政部等14部门发布文件，要求推进老年阅读工作，其中包括扩大

老年读物供给、丰富读书活动、制定《大字本图书通用技术要求》等举措。记
者了解到，早在文件推出之前，就有民间团体和出版社做出过相应的尝试。
无论是书本自身还是阅读活动，都能做出一些“适老化改造”，更加符合老人
的需求。

罗文章和庞元编辑口中的薛
晓萍，今年68岁，曾经在养老院
做过很多公益活动。有一次老人
和她说，“你们在的时候我们玩得
挺好，活动一结束，我们显得更孤
独了。”为此，薛晓萍思来想去，最
终决定给老人留下几本书，带着
他们一起阅读，这样即使她不在，
老人们也能从书里得到安慰。因
为这件事，薛晓萍认识到了老年

阅读的意义和价值。2006
年，她成立了“银龄书

院”，专注于推广
老年阅读，一干
就是将近 20
年。

在 薛
晓萍看来，
想要推广
老 年 阅
读 ，出 版
好书只是
一方面，为
老人组织阅
读活动更加

重 要 。 这 些
年，她组织了不

知多少次的精品诵
读会、好书分享会，还

编排了很多部图书情景
剧。这次推进老年阅读新政策里
提到的多种措施，和她一直以来
所做的工作不谋而合。

现在，银龄书院的活动已
经形成了常态化，每周一到周
五都有，形式涵盖了线上线
下。相比于线上的活动，薛晓
萍认为线下的活动更容易受老
人欢迎。“就拿我们编排的图书
情景剧来说，老人们演起来可
投入可开心了。主要还是因为
老人们有社交的需求，也希望
有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这
种线下的活动就能给他们这样
的机会。”

但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薛
晓萍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其中最
大的问题在于“找场地”。银龄书
院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每次举
办活动都需要租用场地。而在联

系过程中，对方一听是租来让老
人活动的，好多次都不愿意租。

“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人家怕老人
参加活动磕了碰了要担责任。甚
至我们成功租下来的一些场地，
办活动之前，人家还得让我们签
免责协议，按手印。”薛晓萍也希
望，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空间，能对
想要办活动的老人更加包容一
些，体谅一下老人们的社交需求。

“目前我们能想到的解决办
法，还是以街道或社区为主体，让
他们在自己的辖区里举办阅读活
动。”这样一来，活动场地也解决
了，安全问题也有人监督了。但
既然是阅读活动，究竟是谁来
办？薛晓萍认为，与其去请外来
的专家，不如在社区内部培养自
己的领读人，这也是新政策提到
的措施之一。“领读人最好是我们
老年人，因为能更懂老年人自己
的需求。像我们书院的赵香琴老
师，今年70岁，她退休后曾经患
上过焦虑症，但通过阅读，现在恢
复得也很好，也做起了领读人和
故事传承人。还有罗文章老师和
他的老伴陆庆宏老师，也都在推
广阅读这方面发光发热。”

罗文章也是银龄书院的一名
成员，家住马连洼街道的他，每天
都会把薛晓萍制作的诗词早安卡
转发到自己街道的微信群中，还
会附上朗读和名词注释，目前已
经坚持了将近300天。有时候街
道要举办亲子阅读活动，罗文章
还会现场给小朋友们分享读书体
会。在罗文章看来，他就像是扎
根在社区的一名领读人。因为在
银龄书院演过图书情景剧，罗文
章还把这一套活动模式用“二传
手”的方式传到了自己的街道社
区，和老伴一同当上了编剧导演，
在街道里组织邻居一起排练、演
出。

在罗文章看来，由普通居民
来当领读人，能和其他人走得更
近。“有个话叫打通‘最后一公
里’，有了社区领读人，相当于把
阅读的‘最后几百米’给打通了。”

（北京晚报）

罗文章推荐的书是中国书籍出版
社专门面向老年读者出版的，封面左上
角的“大字本有声书”字样，也让人眼前
一亮。翻开书本，能明显看到正文的字
号比一般书上的要大一些，每篇故事的
开头还附了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就能
直接听这篇故事的有声版。

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设计？这本
书的策划编辑庞元告诉记者，早年她在
参加一次读书会活动时，结识了本书作
者薛晓萍，并了解到后者有长期在养老
院做义工的经历，还记录下了很多老人
讲述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老人
的心声，也很适合老人阅读。如果出版
成书，主要的受众就是老年读者，那我
们能否在设计上做一些适老的改动？”

市面上的书，一般用的是五号字，
对于视力下降的老人，读起来会有一些
困难。考虑到这一点，庞元把这本书的
字号增大到了小四号，行距也扩大了一
些，版式上显得疏朗了许多。“一开始我
们也不确定小四号字是否适合，于是在
排版后先打印了大字版的稿纸，带去养
老院让老人试读，老人说字号大小合
适，我们就定下了这版。”

而增加有声书功能，是考虑到即便
字号放大了，但有些老人看久了文字还
是会感到视力疲劳，因此想加入一个有
声朗读功能。但在设计方面，初定的方
案是全书附一个统一的二维码，扫码之
后会跳转到平台呈现目录，再由老人选
择想要听哪一篇。但后来觉得这样的
查找方式太麻烦，如果老人只想听其中
的一篇，找来找去还容易找不到。于
是，最终成书的版本把每篇故事单独生

成了一个二维码放在开头，想听
哪篇，一扫码就能听。

对于书籍的适老化设计，能做的还
不止这些。目前出版行业单色正文印
刷常用的纸张有很多种。这本书采用
的是印刷清晰度和质感最好的纯质
纸。“但书毕竟是有重量的，有的老人手
部力量不足，会不会拿起来比较累？对
于这个问题，后续我们也会尝试使用更
轻一些的纸张，看看效果如何。”

现在新书装订之后普遍会塑封，以
起到保护的作用。但这种塑封的新书
想要拆封，别说老年人，就连年轻人有
时都会遇到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四处寻找，发现一家印厂有独特的
设计，在塑封膜上可以留一个小洞，这
样即使是老人也能很轻易地打开了。
我们会把这项技术用在新书上，尤其是
面向老人的书，会全部做这样的方便设
计。”

大字有声书
书籍也能适老化改造

资料图资料图（（光明日报光明日报））

不光出好书
还得办老年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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