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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阅 读

书与人的相遇，那些有趣的故事
□韩玲、张月

陆阳致力于地方文史
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多部
作品。他研究地方文化，不
是为了满足生存所需，而纯
粹是出于兴趣爱好。他的
工作很忙，主要利用业余
时间完成写作。其间的苦
与乐，他用一句话概括：

“文章之事，苦不堪言，妙
不可言。”

去年以来，陆阳主要完
成了两部专著：一是与他人合著
的《异 军 突 起 ：锡 商 1956—
2000》，一是独立完成的《天上村
前：中国近代科教之乡》。前者反
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县乡镇企
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乡镇企业对
区域经济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
后者整理了村前这个普通村落从
近代以来，涌现出的一大批致力
于科教救国、科教兴邦的先贤事
迹。写作的过程，他用“痛苦”二
字形容。跑图书馆、档案馆，在故
纸堆中搜罗点滴，是痛苦的；对琐
碎的资料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整
理，是痛苦的；努力从中发现问
题、厘清思路、剖析真相，是痛苦
的。但同时，这样的写作，陆阳又
觉得是美妙而温馨的。当从故纸
堆中找出线索时，当厘清某个人
的生平经历、发现某一事件的历
史真相时，那份愉悦感，难以用文
字来描述。

作家推荐：旧时江南地区不
少村落都有“猛将庙”。“猛将”是
何方神圣？江南地区又何以有供
奉“猛将”的习俗？赵世瑜的《猛
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揭示了这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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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出了本新书《星
星与猫》的刘小备，一直通
过自己特有的视角和细腻
的笔触，来关注人与世界、
人与时代的关系。《星星与
猫》就描述了城市更新时
代背景下人们的情感生
活。在书中，她为读者展
现了一处名为“容巷”的老
地方，这是一条即将被拆
迁的巷子，古朴且埋藏着

许多人的回忆。刘小备通过生活在
容巷中的人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
烟火气的故事，即使以后没有了小
巷，记忆里绵长的味道，也将是照亮
未来的暖灯。

与刘小备早些年激烈的自我表
达不同，这本书多了关注视角和思
考。今后，她仍会继续创作两方面
的作品：一是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和
故事；二是当下生活里人与人之间
的温暖关系。

关于创作，她的建议是，除了勤
奋，没有更好的办法。“如今，因为阅
读载体和平台的改变，有了新媒体
写作的概念，但改变的只是写作的
节奏，需要优质内容产出的内核是
不会改变的。”刘小备说。在她看
来，除功利性阅读外，所有阅读的起
点都是为了让自己愉悦，所以，阅读
首先得是快乐的，其次才是在更漫
长、更深层次的阅读中找到共鸣，寻
找知己，进而思考真理，“所以，倒也
不必拘泥于一定要读什么，而是先
看看自己喜欢读什么，喜欢读什么
就去读什么。”

作家推荐：《沉默的大多数》《我
与地坛》《月亮和六便士》《云雀叫了
一整天》《文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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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船，以每小时
14海里的航速，远离你。可是
我，以每小时100海里的速
度，向你靠近。我的爱，我多想
像时而出没的发出尖利叫声
的海豚，喊出你的名字，让静
谧的海面，多一点喧嚣，让潮
湿的盐粒，多一点甜蜜……”
无锡本土诗人作家里拉的一
首《航速》，在《诗刊》上一经
发表，就大受好评，正职是船

舶设计师的他，用业余时间写作。大
学时期只是零星随性地随手写，后来
他博览群书，阅读各种古典书籍，不
断充盈自身。尤其去江阴工作后，遇
到了庞培等一群志同道合的作家朋
友，不仅打开了他的阅读视野，更激
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这几年，发表的
诗歌作品越来越多，定向约稿也越来
越多。白天工作颇为繁琐的他，每天
晚上依然都会坚持用两个小时来进行
阅读和创作，在他看来，写作靠的不仅
是灵感，持续稳定、注意力高度集中的
输出更关键。之后，他会尝试进行船舶
题材的文学创作，“这是我熟悉的领
域，同时在海洋文学上的汉语形象还
未确立，我希望能不断挖掘，引领读者
领略海洋的美学、古老、神秘。”

作家推荐：葡萄牙诗人、作家佩
索阿，以迷人的“异名书写”筑造了一
个富饶神秘的文学宇宙。据不完全统
计，佩索阿使用过的“异名”至少有一
百多个，其中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
文学评论家，甚至还有占星家、心理学
家、记者等。这些“异名”不同于通常意
义上的“假名”或“笔名”，而是代表了
一个个拥有不同人格、职业、社会关系
和思想观念的个体。在佩索阿的不同
作品中，他们甚至会彼此通信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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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夕清住在老街巷
中，常会遇到阿尔兹海默
病患者找不到回家的路，
他们脖子上挂着或口袋里
装着家人为其制作的卡
片，上面标有姓名、家庭住
址和亲属的联系方式。“我
也有一张这样的卡片，是
我不知道的人为我制作
的。”阮夕清说，在信息过
量的生活中，大量的短效
信息海涌至旧的记忆卡
中，挤走了一部分原有信

息，这是一个个人在不断失忆，却又
无察的年代，群体对生命最初的记
忆符号，变得疏离、隔膜、消解，最终
完全丧失，被新的重心所替代。

在阮夕清的心中，这个他不知
道的人，所带给他的提示，或许是
反其道而行，用对生活的回溯，用
当下的观照，去揭开生命体验、情
感和思考烙印上的蛛网；这个他不
知道的人，始终在他身边停留，他
迷路的那一刻，会出现一下，他百
无聊赖时，也会出现一下。“我想，
我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把他的面
目描绘清楚，我想知道他的样子，
他或许会有那只松鼠的眼睛，始终
在看着我，我多怕他的失望，虽然
我不止一次感受到了他失望的眼
神，他失望的或许不是我的欠缺才
华，而是欠缺对生命认知实现的持
续。”阮夕清说。

作家推荐：《从八岁来》，用优
美和充满想象力的语言、一个接一
个似乎就是我的故事，复活诗意的
童年。同时也是一本真正的优秀作
文选，作文题目是迷藏、我喜欢的
人、可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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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城中，不仅有这些爱书人，更有为我们带来精神食粮的作家们，4·23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四位本土青年作家，来分享他们的创作故事、
阅读心得……

季丰

“书屋不是冰冷的空间，不需要
豪华的装修，但要让读者走进去感
到舒适自在。”香山书屋创始人季丰
说，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
人为本，城市人文气息的提升，更应
以人为本。“要舍得把最好的位置提
供给居民的文化生活，方便市民进
入、融入，一个有温度、有阳光、有梦
想的文化空间才能吸引人。”在季丰
看来，城市文化空间的温度是城市生
活品质的体现。文化空间的打造不仅
仅是硬件建设，更应体现在内容供给
上。他所运营的香山书屋获得了

“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荣誉，
全国仅15个项目获评，也是全省的
唯一。“香山书屋不仅仅是人们获取
文化的场所，更是每个阅读者传播自
己文化感受的地方。”

季丰致力于推广“全民阅读”模
式，先后建设8个社区阅读驿站和
城市阳光书房，24小时全天候免费
开放。为方便群众借阅，书屋启动了
漂流书箱项目，增加了微信自助借
阅、扫码开箱等功能，让阅读更加透
明、自由、便捷。

为探索科学有效的书屋运行模
式，2017年，“志愿者公益管理系
统”上线，每次公益活动都由管理系
统在网上发布相关信息，包括活动
报名、签到、签退、拍照上传、体会分
享等，都会形成文档记录下来，存入

“时间银行”。时至今日，志愿者近
20位，累计服务时长32万多小时。
目前，书屋已成为一个“枢纽型”公
益组织，读者把书屋当成了心灵的
休憩之地，不仅在书屋阅读，还输出
自己的阅读理念。在天津、浙江、湖
南等地，有近2000个户外“书香漂
流”站，每天有3500余名新阶层人
士活跃在各地公益阅读平台，为读
书爱好者提供服务帮助。“书香漂
流”站也成为新阶层人士服务社会
的重要平台。

韦宇红

四年前，苏州的一场大型古籍拍卖
会，吸引了多地图书馆古籍部的代表以及
民间收藏者前去寻宝。拍卖会长达10个
小时，当无锡乡邦文献海内孤本《西庄遗
稿》（清乾隆刻本）出现时，眼疾手快的无
锡藏书人韦宇红以不菲的价格成功拍得。
没过几天，她竟带着这本书来到无锡市图
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将其无偿捐赠。那之
后，韦宇红又接连捐出了自己的藏书。

韦宇红祖籍丹阳，出生于无锡一个书
香之家，从小在锡惠山麓长大，对历史很
感兴趣，热衷古籍收藏。韦宇红说，她收藏
的古籍没多少，“也就几千种无锡地方文
献，几千种参考书吧。”看似轻描淡写的一
句话，已着实令人惊讶。无论捐书，还是收
藏乡邦文献，都是韦宇红对家乡的爱。
2016年，韦宇红读到著名藏书家韦力所
著《书魂寻踪》，书中提到整个中国范围
内，古迹消失得太快，引起了她的共鸣。正
是那段时间，她花5000多元从上海博古
斋拍得了一部明末王永积的《锡山景物
略》，书中提到了无锡百余处古迹。她打算
把这些古迹寻个遍，看看哪些还在，保存
状况如何。渐渐地，韦宇红带动了一群访
古爱好者，并组建起“江南人文古迹寻访
群”，目前已有两百多名群友，聊古迹，谈
古籍，韦宇红正在影响更多人守护遗产，
传承文明。

梁一舟

梁一舟的工作台上摆着剪刀、美工刀、
镊子、糨糊、订书线，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她
自制的工具。她正在修复一本清代古籍，
虫蛀不算严重，但每处虫蛀都要修补，哪怕
只有一粒小米那么大。只见她小心翼翼地
拆去原书的装订线和纸钉，查看破损、粘连
情况……她的工作快不来，遇到破损严重
的，往往一天只能补一两页。梁一舟的工
作，就是修复破损的古籍，尽量延长其寿
命，让它们重现光彩。无锡市图书馆是长
三角地区的古籍“富矿”，自2012年进入无
锡市图书馆以来，梁一舟一共修复了约两
百册古籍，平均一年20册。

1989年出生的梁一舟是无锡姑娘，热
爱书籍的她从小常跑图书馆，高考填志愿
时，她立志要学习跟图书相关的专业，并如
愿考取金陵科技学院，成为该校第一批古
籍修复专业的本科生，后来又成为无锡市
图书馆引进的第一位古籍修复专门人才。
虽然整天跟古籍打交道，但梁一舟一点不
古板，留着披肩长发，蹬着高跟鞋，化着淡
妆，只是姑娘们喜欢的美甲，她从来不碰，
因为工作需要，她必须保持指甲的干净与
整洁。古籍修复，极其考验耐心与古文功
底，要坐得住冷板凳。如今，梁一舟的身旁
又多了一位古籍修复人员，她希望有更多
人能投身这一行业，和她一起修补“时光”，
守护“岁月”。

作家谈

书店，是城市人
文 景 观 的 灵 魂 写
照。除了鳞次栉比
的摩天大楼，对于城
市而言，更不能缺少
的便是那如星火般
散落各个角落的文
化载体。

它虽然静谧，却
足以潜移默化改变
甚至塑造一座城市
的气质，而这种气
质，会成为一座城市
最有味道的部分。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走近这个城
市中关于阅读的这
些人，感受他们与阅
读的相处故事。

刘石峰

鲁迅笔下的百草园，有碧绿的
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
树、紫红的桑葚……而无锡的百
草园书店是独立书店的标杆，陪
伴了无数的读书人。走进运河畔
的这家书店，满屋的人文和历史
书籍，还有不少无锡本地文化书
籍，静心翻阅便可窥见书店品味；
古朴墙面上，一张张照片生动记
录书店的精彩活动，引人驻足；精
心栽种的鲜花绿植，原木风的氛
围……不仅仅是有静谧的空间，
还通过多样化的线下活动和线上
互动，搭建阅读平台，传播传统文
化、地方文化。

店主刘石峰是在父亲开的书
店里长大的，而今，他坚守着父亲
和自己的梦想。他也明显感觉到，
读书人和阅读氛围的变化——以
前读者到书店就是买书，书店是一
个消费空间。而现在，来到书店的
人们，是为了实现精神上的愉悦，
参加一场文学沙龙，喝茶、会友、聊
天或是一个人静静地阅读。读者
需求的变化，对书店的环境、服务
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前，书店或
许需要一种沉淀感，有一种积书盈
房的状态，书友们以淘书为乐。现
在，读者到书店更多需要的是沉浸
式的体验，书店也要做出改变：在
线上，书店要通过新媒体，营造粉
丝的归属感；线下，书店得有书有
茶有故事。”刘石峰说，受疫情影
响，读者最期待的线下活动很多无
法举办，但对百草园书店来说，也
许以不变应万变，才是面对冲击最
好的方法。“‘以书会友’是我们一
直秉持的态度，也是书店的核心理
念。守住初心，坚守阅读最本真的
内容，就是最值得的。”刘石峰表
示，未来百草园书店将开拓更多领
域，以书店为平台，引入更多项目、
产品，丰富书店内容。

书店人

修书人 藏书人

爱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