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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有真
学问的人，没
有不读书的；
学富五车、满
腹经纶的人，
必定是热爱读
书的人。至于
读书的重要，
读书的意义，
历代先贤对后
人都有耳提面
命 的 教 导 。
我们以书为
师，宛如与先
贤对话，与哲
人低语，听智
者讲道，忘记
一切荣辱得
失，心中只有
灿烂的阳光。

有人说，
以书为友，当
你痛苦时，它
能给你抚慰；
当你困惑时，
它能帮你解
惑；当你迷茫
时，它能给你
指路；当你消
极时，它能使
你振奋。诚
哉斯言。

读 文 学
著作，会与作
者同呼吸，感
受文字的魅
力，在潜移默
化中提升文
学修养；读励
志书籍，聆听
哲人教诲，明
白做人的道
理，在日复一
日里增长处
世智慧；读各
种经典，亲近
高尚人士，从
中得到熏陶，
获得启迪，修
养自己的心
性气质。

读 书 如
悟知音，有些
话一直埋在
心里不便说
出，书中替自
己说了；读书
如遇谏友，有
些事情自己
看不透、不明
白，书替你点
了 一 盏 灯 。
知识不足则
多虑，读前人的优秀书籍，借鉴智慧和经
验，自然心开意解，知道如何应对处理。
多读一本好书，就像多了一位益友，多了
一份力量。

没有书的心灵如同一座荒丘，既无生
机又没活力；而拥有书籍，热爱阅读，就是
给心灵补给养分，使其水草丰茂，繁花似
锦。16世纪英国哲学家兰西斯·培根告诉
我们，读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书，会有不
同的收益和提高：“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
人灵秀，数学使人精密，哲学使人深刻，伦
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有学
皆有性格，看不同的书能给人带来不同的
东西，多方涉猎，能让人博学多闻”。

读书让求知的人感受智慧的光泽，从
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深知，继而通古今，
晓四方，洞观世事沧桑，彻悟人生道理，这
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读书是很多人的爱好，他们在长期的
阅读生涯中，不但不感到吃苦受累，恰恰
相反，而是感到快乐，是一种享受，因为读
一部好书，如饮仙露琼浆，其情节内容，书
中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具有动
人心魄的神奇魔力，可以使人“神摇意夺、
恍惚凝想，”以至于“快着掀髯，愤者扼腕，
悲者掩泣，羡者色飞。”读这样的书，自己
就完全和书中的情节内容融为一起，和书
中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以书中人物的
忧乐而忧乐，这难道不是一种千金难买的
精神享受吗？这种享受远不是那种肉山
酒海高级宴席的物质享受可比的，这是多
么的快意人生！

读书就是求知。一个人先天条件再
好，后天不学，也会成为一事无成的凡夫
俗子。唯有读书，才能使人走得更远。

一个真正爱读书的人，并不在意穿金
戴银，不在意豪车洋房，不在意美丽的容
颜，也并非借读书飞黄腾达，而是修身养
性，深悟做人之道，成为远俗之人。经年
累月浸润书香，内心世界丰盈，举手投足，
谈吐交友，从容处世，自有温文尔雅、高贵
不俗的气质。读书心地向善，明辨是非美
丑，知道该如何做人。

对于读书人，只要有书就不寂寞，有
书万事足矣。

许多人为做学问而读书，这也无可厚
非。但是，最好还是颠倒过来，由读书而
自然生成学问。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
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才能“不做
一句空”。这就是说，学问应该是读书读
出来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书读多了，
就会有比较、有分析、有鉴别，有自己的看
法、想法，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见解，这才
是真正有点意思的学问。

阅读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的事情，如明
朝于谦《观书》所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
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
无一点尘”。

眼
前
直
下
三
千
字
，胸
次
全
无
一
点
尘

孟
祥
坤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哲学海洋中遨游到晚年
时，幡然醒悟，写下了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人，
应当诗意地栖居”。我们在品味这句话的时候，
或许会用中国先哲的“返璞归真”去解构，如同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人类知识有两大主
干，它们也许来自于某种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
知的根基，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前者，对象
被给予我们，而通过后者，对象则被我们思维。

在城市建设中，同样存在着感性和知性的两
个主干。通过某种方式的超越和提升，达到两者
的完美统一。《孟子·滕文公上》言：“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完美概括了当前城市
大比例人群面临的生存困境：钱袋子越来越鼓，
脑袋越来越空。吃饱了，穿暖了，却少了文教和
思辨过程。

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能让城市形象日新月
异，那么，文化的软实力建设，就是涵养城市风貌
的关键。

就在几天前，威海作家李富胜在任城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朱湘华微信中，读到运河书屋的
报道和视频，称赞有加：“怦然心动，任城筑书屋，
倡导全民读书，风声水起，令人感动”，特意写来
了诗词《任城书香》：“一屋书香醉任城，运河微澜
听浆声。崇文尚学千古是，诵文咏诗大道行。润
物无声潜入心，寓教于乐养灵性。风声雨声读书
声，醉美任城荡春风。”

作为2021年任城区十项民生实事项目之
一，“运河书屋”的建设与实施，是任城区推动“书
香任城”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点民生
事项。

截至目前，任城区已建成10处运河书屋，年
底前将建成20处。计划到2022年，实现建成50
处的目标，让市民拥有“家门口的图书馆、阅览
室”，将文化基因的触角扎根进城市的角角落落，
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化、信息
化、标准化。

7月27日，《文化周末》记者走进仙营街道仙
营路运河书屋，空调冷气和书香气，瞬间褪去一
身的燥热。管理员陈佳昕正在整理书柜，她告诉
记者，从运河书屋开放到现在，平均每天接待市
民三百多人。这里占地230平米，有11500册图
书，给附近市民提供了绝佳的诗意栖息之地。

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
“文化强区”建设，任城区投资建设“运河书屋”，
打造“15分钟阅读圈”，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推动

“书香任城”文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运河书
屋，作为一种智能化的图书馆，融合了纸质资源
与数字资源，阅读服务与便民服务，是传统阅读
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

运河书屋能够很好的参与解决公共阅读服
务“最后一公里”，让公共阅读融入市民生活，增
强图书馆的社会认知程度，打开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阅读服务的通道。同时，还可以承担社区联结
社会的纽带功能，丰富社区文化内涵，提升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品位，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

方式。运河书屋还是文创产品展示的重要载体，
通过创意与交流促进创业就业。

据了解，运河书屋建设被列为2021年任城
区十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是在今年年初正式启
动的。为将“运河书屋”打造成特色品牌、精品工
程，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管理、共建共
享”的原则，采用“统一审核、统一标识、统一配
置、统一监管”的模式。

以实现管理规范、服务质量良好、公众满意
度高为目标，结合外地城市书房发展的成功经
验，任城区在全国率先引进国有资本，进入运河
书屋的建设运行，保障运河书屋的可持续发展。

依托新华书店专业性国有书企运营管理优
势，结合运河书屋广泛的网点布局，实现资源共
享、深度融合，为任城打造崭新的知识共享、信息
交流、互动阅读的人文空间，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为建设“富强美丽文明幸福新任城”
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

《文化周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来运河书屋
的，多是家长带孩子阅读，也有小学、中学、大学
生来自习或写作业。很多家长对记者说，进了书
屋，平时叽叽喳喳的小朋友也变得乖巧了。

阜桥街道粉莲街运河书屋的志愿者周红，向
记者讲述了一个让她记忆犹新的故事。前段日
子，一位八十多岁的耳背老人来到书屋后，就开
始大声讲话，周红赶紧提醒老人。没想到，老人
不但不听，反而大声对周红说三道四。周红把老
人请到一旁，说：“这是看书学习的地方，看看大
家都这么安静，您这样大声讲话，会影响到其他
人的。”老人默默点了点头。再后来，每次老人来
到书屋，都会轻声细语。

粉莲街是任城区知名的网红小吃街，平时来
这里休闲娱乐的人，常常为了美食排起长队。粉
莲街的这间运河书屋，颇有闹中取静之感。周红
做过7月20日的读者流量统计，当天来书屋的有
一百多人，学生占比大概有6成。白天来的读者
各个社区的都有，过了下午饭点，基本以粉莲街
社区的居民为主。

运营的可持续性，是记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公益项目如何满足自身的“造血”，是更好、更持
久地服务市民的关键。运河书屋的做法是，将公
益与文化两创相结合。

“我相信，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大街小巷的‘运
河书屋’，一定会以满满的文化正能量，滋养我们
整座城市。”任城区委书记于胜涛满怀期待地说。

据了解，为将“运河书屋”打造成特色品牌、
精品工程，任城区建立可复制运营标准，所有“运
河书屋”均采取统一形象标识、统一服务标准、统
一资源配送、统一技术支持的“四统一”模式。在
提供免费图书借阅，实现城区所有“运河书屋”和
市区两级图书馆通借通还，为居民就近提供优质
阅读环境等基本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场所利用率，定期举办居民喜爱的文化活动，成
为开展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任城区运河书屋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
与，集图书借阅、学习交流、文化体验、城市会客、
志愿服务等为一体，融合了阅读服务与便民服
务，具有新时代文明实践、学习强国线下体验、四
点半课堂、城市驿站等功能，成为传统阅读阵地
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

为丰富社区文化内涵，运河书屋还承担着社
区联结社会的纽带功能，能将图书阅读机构、专
业社团、文化社团的活动结合起来，使运河书屋
具有完整的服务链系统。建立长期有效的志愿
者服务机制，吸引公益机构和社会人员加入维护
书房的志愿者队伍，让书屋成为区域内具有标志
性的文化场所。

24小时开放，建在居民小区和学校门口的运
河书屋，化解了专业图书馆服务时间和服务半径
的限制，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文化阵地。“15分钟阅
读圈”，将文化服务真正送到家门口，不仅方便市
民共享阅读，增强市民文化获得感，更提升了城
市文化品质，让全民阅读触手可及。

“坚持‘把书房建在城市最繁华、离老百姓最
近的地方’，并保证服务半径不相重叠，相邻书房
之间的距离原则上不小于1.5公里，让人们拥有

‘家门口的图书馆、阅览室’。”朱湘华介绍说，近
年来，任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2021
年建设运营“运河书屋”，推动全民阅读，一系列
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彰显了任城区加快推进

“文化强区”建设的决心，以及全力打造“文化任
城”“书香任城”品牌的信心。

朱湘华告诉《文化周末》记者，运河书屋有几

大特点。一是公益性，书屋的建设是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公益的、免费
的。二是便捷性，运河书屋选址全部是在居民小
区和学校门口，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便利，建设
市民身边的图书馆、阅览室。所有的运河书屋都
具备24小时服务功能，目标是“用一盏灯，暖一
座城”。三是功能性，运河书屋兼具4点半课堂、
城市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志愿者之家、

“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市民会客厅等强大的
社会功能。

“未来，运河书屋不仅是一座小型图书馆，更
多的要承担普惠性和社会公益性责任，部分旗舰
店将实现24小时全天运营，为渴望阅读学习和
暂时困难的人提供一处安静的‘庇护所’，用一处
灯光温暖这座城市。”

运河书屋：一缕书香之于城市文化的叩问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