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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亚伟

前段时间，我发现一个公众号，里面有林语堂所著《苏东
坡传》的朗读。这本书正是我计划看而没来得及看的，于是
打开链接听了起来。没想到，这一听让我听出了前所未有的
妙处。

以前我都是看书，最喜欢捧一本书靠在床头看。晚上临
睡前看上几页书，觉得梦境都是安逸的。这次试着听书，感
觉既新鲜又轻松。朗读者娓娓道来的声音，像轻快的流水一
样滑过耳边，特别舒服。她的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在我
听来是恰到好处的。她读书的过程中，无论是语速还是感
情，处理得都特别好。我一边听，脑海里浮现出生动鲜活的
人物形象。

听书跟读书的感觉不一样。读书是你一个人在解读这
本书，完全是你的个人体验。而听书呢，因为读书者加入了
自己的解读，你在听的时候就像是跟人交流读书感受一样。
也可以这样说，读书是你一个人的事，而听书就像是你与朋
友头挨头一起看书，顺便还交流一下所思所感。这样的话，
听书收获更为丰富。

记得小时候，我痴迷评书联播。每到时间便在收音机前
听，心情随着故事情节起伏，那叫一个欲罢不能啊。不过那
时听评书有时间限制，只有固定时间可以收听。如今在网络
上听书，想听哪部分打开链接即可，更为自由。听书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受任何限制。

更让人感到幸福的是，网络上到处是朗读者。网络时
代，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展现才华，有朗读天赋的人把自己的
作品上传网络，很多都是免费的。可以听一本书，也可以听
一篇美文，或者一首诗。我们只需贡献一点点流量，就可以
听到那么多美妙的声音。我收藏了一些朗读平台，那里面的
读书作品更多。那些作品多是文学作品，还有一些实用性的
内容，根据需要选择。我钟情的，当然是文学作品。听的时
候，只需轻轻点开，美好的声音立即流淌起来。

这样的幸福，古人是万万享受不到的。古人读书，必须
要使劲“啃”。深夜点灯熬油，熬得两眼昏花，书却看得昏昏
沉沉。而我们听书呢，可以安安静静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听
——我就是这样。

听书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身心完全放松，保持着最舒服
的姿势。我把手机放在一旁，静静聆听。那种感觉真是太惬
意了，可以算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首先是身体的放松，不
必用手捧着书，也不必用眼睛看书上的字，书中的内容就可
以传递到你的耳朵里。其次，这是一种心灵的享受。读书本
身就是心灵的享受，我们从书中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享
受文字传达出的美好，而听书的时候你会更加专注，对获取
的内容还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静卧听书好时光。如今躺在床上听书，成了我的休闲方
式，也成了我享受生活的方式。我听书的内容也越来越丰
富，有大部头的书，还有哲理短文，精炼美文。很多朗读者都
精心编排了自己所读的内容，他们有的加了背景音乐，有的
加了文末歌曲，都是为了让听者有更美好愉悦的享受。

周末到了，我早已选好了听书内容。收拾完毕，躺在床
上，听美好的声音响在耳边，身心舒畅，我不由得感慨道：“我
们生在了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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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山经营独立书店“普通读者”三年半以来的经历，打破
了很多曾经的想象。开店前曾经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萧山、滨江
是网红聚集地，所以书店一定要开得漂亮，让人“打卡”，就能带
来流量；图书库存成本高，毛利率低，卖书是活不下去的，要尽力

“卖咖啡”“卖空间”；如果只有书，就吸引不到顾客，所以必须加
大文创和文化体验性消费的比重，甚至可以招商其他业态的商
户，当“二房东”，做成“书店+”……

回过头看，“普通读者”书店几乎是做着背道而驰的事。尽
管它是钱江世纪城一道漂亮的风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拍照打
卡，但书店除了场地合作之外，营业时间不接受商业化拍摄，尤
其禁止使用环形灯、脚架等干扰阅读的摄影设备；咖啡与茶兼
有，舒适的阅读环境和大量可以随处免费就座的位置让饮品的
翻台率难以提高。换句话说，“普通读者”书店的业态和环境是
全部为书、为阅读服务的。

这是“情怀“吗？不，这是书店的商业逻辑使然。“卖咖啡”
“卖文创”的书店，作为非专业玩家，在供应链成本管控和产品研
发的能力方面不可能比得过专业门店，至于“卖空间”——更像
是伪命题，为了把客人留在店内空间里，各实体书店可谓煞费苦
心，哪有可能从他们手上去收环境和空间的溢价呢？

答案只有书，书的生命力是无限的。虽然数据显示中国实
体书自2019年以来出版品种和销售码洋都在逐年下降，但在这

个大盘中每年仍然有上万个质量甚高的单品可供选择。只有让
好书不断流进来，再把它们卖给合适的读者，不那么好的书则及
时清仓或退货淘汰掉，保持图书空间的整洁有序。这才是一家

“循环系统”正常运转的、健康的书店。很多爱书的老读者意识
到，几乎每次进店，店里的图书展陈都有新的变化，在这里会有
无数自己可能未曾知道的好书等着与读者见面。这种体验是基
于搜索和算法推荐的线上购物所难以比拟的。这就是书的流转
给书店带来的生命力。

“普通读者”书店在店内开放了留言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已写满一整面墙，过往的留言贴不下了，就收进相册里存着，这
样的相册也已经存了几大本。有读者在留言中对我说：“我并不
觉得阅读高于其他爱好，只是我们这类人的身体和大脑，对书籍
纸页文字有强烈的依赖，一段时间分离，便觉饥渴……在无法以
意志调整心情的时候，阅读能让人抽离，沉浸于另一个状态。”

这位读者说，我的书店改变了她的人生，的确，一家好的书
店确实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但我不敢贪天之功，这并非人
的力量，而是流转起来的书，还有书上承载的常看常新的知识的
力量。流转着的书店是活着的书店，把富有生命力的新知分享
传递给走进书店的每一个人。所以，在这次2024年春日读书月
征集对读者的阅读寄语时，我想了片刻，写了最简单的八个字：

“走进书店，发现新知。”

文/潘开宇

放下书本，窗外已是春草纵生，桃李容华。伴着黄鹂
鸣翠柳，微雨燕双飞。读书不觉，春已深。

唐代诗人王贞白的《白鹿洞二首·其一》是我挚爱的诗
作：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
周情孔思正追寻。

作为一名医生，我对“一寸光阴一寸金”有着额外深刻
的体会。医学知识浩瀚无垠，诊疗技术日新月异，唯有精
勤不倦，博览医书，才能提高医术去更好地照亮生命之
路。我喜欢在宁静的夜晚挑灯苦读，精研指南，勤读临床
思维，即使是已读过多遍的教课书，每一次重温，也都会有
意外的收获和体会。尤其重要的是，书海遨游，如同跋涉
千山万水，更让我知道山外有山自身渺小，更懂得要谦逊
谨慎，一生泅渡。

读文学书亦是我工作之余的美好时光。在书本中穿越
尘世的山川河流，荣华繁盛；在文字中历经烟火人间的天
地辽阔，荡涤世事无常。读书在闲暇时娱我性情，烦恼时
让我明晓天下之大，心浮气躁时让我领悟淡泊从容。我最
爱的便是读诗词，相伴诗人静听梧桐疏雨，闲饮桂花清
酒。内心温柔喜乐，正是人间好时节。或是在冬日的夜
晚，一轮清月悄然挂在半空，窗外的墙角，暗香浮动疏影横
斜。屋内，红泥小火炉雪水初沸，新茶将成。那些灵动的
诗词，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句，便从书本散落人间，在我心田
盛开繁茂。

读书不仅陶冶我的性情，还让我从一名普通的文学爱
好者走上了写作之路。从18岁那年，我在《浙江医大》的校
报上发表第一篇铅字文章开始，循着内心的热情和向往，
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我以书会友、
以书交游，有幸结识了一批性情相投的文学朋友，引为知
己。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品读诗词，兴之所致，思随情
动，笔随心走。也喜欢在文字里行走，记录下生活中的美
好和欢喜，那些光阴流转的印记，岁月沉淀的从容。

光阴不觉朝昏过。纵然时光匆匆，世事变迁，我仍会固
守一方心田，一世信仰。以文字为舟辑，抵达心中的彼岸。

我与“萧税书院”结缘，是因为一本《中国税制》。
2018年，我离开大学生村官岗位，进入税务系统，在办税大厅成

为一名窗口人员。虽然本科第二专业是会计，但跟着师傅们学习仍
有些忐忑。

好在单位图书馆的专业藏书丰富，通过翻阅《外国税制概览》《产
业结构税收政策研究》《国际税收基础》《浙江税务年鉴》等专业书籍
和藏品可以充分提升职业技能。学累了，还能看看历史传记、散文。

当时，我尤其对一本《汪曾祺散文》感到着迷。汪老所写的关于
美食的小故事，总是让人会心一笑。再如《明朝那些事儿》《不要和你
妈争辩》，这些都给我忙碌的工作生活，增加了一丝乐趣。

犹记得《白鹿原》里有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触摸着
“萧税书院”的桌椅，感觉它更像一个单位的秘史。它从2011年萧山
税务大楼建造开始成长，从简简单单的书桌到装满书的书架，从零星
的悦读到技能比武的考试场，从200本书增加到2000多本……它散
发着萧山税务成长的光芒，也凝聚着萧山税务干部智慧的结晶。

来到“萧税书院”，本意只是想在里面多看看书，多多感受下文墨
熏陶。但看着单位图书馆，“浙江省职工书屋”那块熠熠生辉的牌子，
总觉得，我需要做点什么。

2019年五四青年节临近，我曾以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在全体
税务干部面前讲述了单位图书馆的建设构想。同时，我也借此机会
做了《白鹿原》的分享。次年，恰巧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我又与大
家交流了我最爱的书籍《汪曾祺散文》，分享了汪老种葡萄、吃葡萄的
故事，让大家也了解我生活中的小确幸。

此后，我们单位有幸与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临浦横一村开展
党建联建。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个个丰盈的柿子，一只只肥美的
鸭子……让我想到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横一村共同富裕的
美好画面不就是书里的真实写照吗？这让人不禁感叹文字的奇妙。

今年，我也满怀对费孝通先生的敬畏，将他的著作《美好社会与
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时代的思考》搬到了视频中，参与省市工会“悦
读不能停”活动，由萧税宣讲员在“中国阅读”微信公众号上向大家介
绍。我们在分享中写道：“作为青年税务干部，我们将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千万工程护航，持续推动税收优惠政策直达快享，让税惠红利
精准滴灌，为共同富裕、美美与共注入税务动能。”

在书院这一方天地里，缕缕书香弥漫，滋润着心田，在乡村灌溉
出和美之花。

我上中学的时候，课外书是稀罕物，尤其是一些文学名著，
简直像珍宝一样。谁如果拥有几本文学名著，就成了众人追捧
的焦点——大家都追着他借书，他走到哪儿被追到哪儿。

那时候，我也是“借书派”的一员。没钱买书，借书来读也
是其乐无穷。“书非借不能读也”，这话非常有道理。借来的书
因为担心别人催着还，要赶紧读。即使没人催，后面等待借
书的人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所以会不分昼夜来读。每次借
到一本书，我便会有如饥似渴的感觉，好像到手的热面包
不赶紧吃就会被别人抢走一般。我扑到书中，忘情地读
着。那时还有课业负担，读课外书的时间只能见缝插
针，我觉得那样很不过瘾，便会晚上挑灯夜读。一
本书借到手，心里蠢蠢欲动：又要熬上大半宿
了！有一次，我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看了
一个通宵。因为太过入迷，不知不觉就完全
沉入书中了，等我回过神来，黑漆漆的夜色
已经变成朦胧的黎明。借书之乐在于读书
永远都有种被催促之感：“快读！快读！”好
像有人拿着鞭子在后面追着你喊一般，让
你不敢懈怠，让你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时间。

还有一点，借来的书是要归还的，所
以读的时候分外用心，恨不得把书中的
内容全都牢牢记下来。从那时候，我还
养成了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我会把自己
感兴趣的内容做个简单抄录，写上几句点
评。待到把书归还后，我还会折返回来，
详细做一个书评，或者写上一篇读后感。
有的书看得似懂非懂，比如一本奥斯特洛
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实在是
看不进去。但因为书是借来的，所以硬着头
皮看，就像啃硬骨头一样。到了后来，到也
看出了几分乐趣，有了几许收获。

当年借书的时候，我经常向张同学借。他
家是知识分子之家，有丰富的藏书。张同学豪
爽大气，很有“大家风范”，让我非常佩服。他的
一些书自己可以做主，每次都会慷慨相借。有一次，他
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上：“欢迎同学们看书的时候随时写批
注。”平日里看别人的书，唯恐把书弄脏，上面一个字也不敢
写。张同学此举着实让我们欢欣鼓舞，大家开始在那本书上

“畅所欲言”。我借到那本书的时候，里面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
大家的所思所感。几乎每一个段落都有人做批注，有的精彩段

落还有很多人展开讨论，大家的批注挤满了
书的空隙。大家思想的火花闪烁在字里行
间，我边读书边欣赏，边欣赏边思考，有时自
己写下批注，其中的乐趣真的是无穷啊。一
本书，被一帮爱书的人读到了这样的程度，
未尝不是对书的善待。

因为借书，我还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
的朋友。我们通过读书交往，情意比一般
同学要深厚许多。毕业后，我们一直书信
往来，大家类似笔友，用心交朋友。高中时
候，我自己咬牙买了几本书，为的是能够

“礼尚往来”，多借到别人几本好书。有一
次，我的一本书被我心仪的一个女
生借去了。我内心颇有些小激
动，甚至幻想她还书的时候会在

书里夹上一个意味深长的
纸条。不过她还书后，我翻
了几遍，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我依旧是幸福的，“书来
书往”的单纯岁月，是人生
中一段纯美记忆。

如今回忆起那些年的
借书之乐，我总会忍不住笑
起来。那样美好的时光，

一生能有几回？

借书之乐借书之乐
文/王国梁

我与我与““ 萧税书院萧税书院 ””
文/张丽

书店的生命力在于书店的生命力在于““流转流转””
文/韩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