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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溪湖美书馆、高新区图书馆、南昌

县莲花书屋、经开区书房……这些美美的

城市书房由公园一角某处闲置的小楼，或

是某个楼盘的售楼部改建而成。别看它

们规模不大，却因为一个个有特色、有创

意、有格调、有影响力的读书会而远近闻

名。

2022 年 1 月 31 日，除夕，因为疫情的

原因，很多外地人留在南昌过年。高新区

图书馆策划了一个特别的读书会，“每一

天，无数人在这里翻阅/您读过多少本书，

又与多少书友擦肩而过/盘点这一年来您

读过的书/这份厚重的阅读履历/就是您

除夕入馆最特别的名片……”图书馆发出

书香的邀约，把读者们请到馆里，畅谈一

年来读过的书，在书香里写“福”字、送福

袋、包饺子。

艾溪湖美书馆实行“一日馆长制”，他

们 请 作 家 、艺 术 家 、普 通 读 者 来 担 任 馆

长。馆长的职责是主持一堂读书会。读

书会的信息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读

者们要早早预约。“附近社区的居民有地

利之便，成了‘铁杆粉丝’。也有不少读者

从红角洲、九龙湖赶过来。”3 月 6 日下

午，著名导演张曼君带着青春版赣剧《红

楼梦》的主创团队，把围读会开进了美书

馆。闻讯而来的读者把美书馆的二楼挤

得满满当当，大家惊喜地体验了一场不一

样的读书会。年轻的读者说，第一次接触

赣剧，演员一开腔我们就醉了。不只年轻

人，用这种形式打开红楼经典，几乎是在

场所有人的“第一次”。

除了上述四个城市书房，经开区的黄

家湖等三个社区也联合专业社会力量打

造了“社区书房”，把读书会直接开进了社

区。这些读书活动把阅读推广的触角直

接连通每家每

户。据运营团

队 负 责 人 介 绍 ，

几年下来，他们做

了大大小小的读书会七百余场。在他们

看来，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生活更是

一种阅读的方式，或者说，生活是可以拿

来阅读、品味的。在当下的浮躁和快节奏

中，人们需要沉浸到书的世界里，才能慢

下来、静下来，去体会人生，去品读人生。

读 书 会 是 公 益 的 ，书 友 们 免 费 加

入 。 但 是 ，运 营 团 队 始 终 坚 持 预 约 制 。

“读书是没有门槛的，但是，读书会必须

有门槛。设置门槛就是对读书人提出行

为举止的要求。就像参加音乐会，你要

走进一个美丽的空间，走入一种美好的

氛 围 ，你 必 须 约 束 自 己 ，让 自 己 变 得 文

明、高贵起来。”

南 昌 市 青 山

南 路 343 号 ，一 幢 徽

式四合院。这里是方氏

五兄弟的家。在这座别致的四合

院里，五兄弟陪伴着母亲生活了大半个世

纪。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这

个书香馥郁、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走出了

十二位画家。

家族里的第四代陆续出生、成长。怎么

把诗书传家的文化家风延续到这一代人身

上呢？方云和夫人甘萍、侄女方园商量办一

个读书会——利用聚族而居的便利，通过亲

缘关系，营造一种读书氛围，涵养一种家风。

于是，2015 年 11 月，“四方家读书会”正

式开张了。最开始，每次由小姑姑方园、大姑

父苏米商定一本书让孩子们读，大人也跟着

读。半个月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交流读书

心得，爷爷奶奶辈的参加，叔叔姑姑辈的也参

加，大家都非常认真。太奶奶也会坐在一旁，

满心欢喜地看着。分别任职于南昌大学和江

西师范大学的甘萍、方园和苏米是这个家族

的“明星主持”，他们会在老一辈的深刻持

重、年轻一代的时尚潮流和孩子们的天真童

趣中自由切换，让这个家庭读书会有益且有

趣。

慢慢地，形式不断创新。他们又在读书

会中开设了“四方家小小讲堂”，每次围绕一

个开放的主题，让孩子们当主讲。年长一些

的孩子自己查找资料、消化资料，做 PPT、写

演讲稿；年纪小的孩子则在父母的帮助下完

成。每次读书会上，“学术讨论”之后，还有

“同题笔会”。方云、甘萍夫妇俩每次都会根

据话题，设计一些家族同乐的游戏环节。

从红色经典到国学启蒙，从人工智能

到社会伦理，从世界奇迹到极限运动，从二

十四节气的故事到星空里面的世界，从古

代皇帝的工作到古代文人袖中的风雅——

折扇……读书会的话题越来越广。有一年

中秋，五年级的方翊方同学为读书会选了一

个主题：中国服饰文化。她带着弟弟妹妹读

书、查找资料，精心准备 PPT。家族的赏月

晚会上，每个孩子都穿着自己准备的古代的

或是少数民族的服饰亮相。

有时候，读书会也走出四合院。春天，

一家四代人齐整整地去郊外踏青，去观察草

木的萌芽、河水的变化，去感受古诗词里的

意境，去体会曲水流觞的文人雅趣。

2020年春天，宅家抗疫的日子。方家的

四合院里，琴书为友，圣贤为师，一家人从容

地作画，从容地读书，从容地过日子。那段时

间的“四方家读书会”上，大家围绕疫情谈生

命、谈自然、谈健康、谈公益、谈共情、谈家国。

生活在南昌，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家

园？于是，读书会某一期的主题就定为“南

昌城的前世今生”。孩子们的小叔叔方天川

查找了数不清的资料，对“豫章”作了一番考

据：“‘豫章’其名起源于郡治南昌城内松阳

门附近一棵大樟树。从秦汉一直到唐，这棵

樟树一直是南昌城的象征……”他还通过一

组难得一见的清末古画，经过不断的考证，

为孩子们还原了晚清南昌的城市风貌。小

叔叔的分享让孩子们崇拜不已，他们对自己

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了更

多的热爱。更让他们受益的是叔叔做学问

的态度和方法。而这番研究也成就了方天

川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

3 月 27 日，又一期“四方家读书会”如期

开讲。这次读书会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史。

全家人一起看了共青团中央为建党百年拍

摄的微电影《重逢》。这个故事让全家人感

动。知乎上的问题“这一代年轻人还有不计

生死的血性吗？”大家从《重逢》中找到了答

案。然后，通过孩子们做的思维导图，大家

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

深植家学之根，以培家风之正，这是当初

创办读书会的初衷。6 年来，甘萍借鉴一句

话总结读书会的“功效”：“幼儿养性，童蒙养

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老年养乐。”方家第

四代 8 个孩子，最大的上高二，最小的两岁

半。除了两岁半的小弟弟，其他孩子都上过

读书会的讲台，包括才上二年级的方兴叶小

朋友。“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

跳”，这是当下困扰很多家庭的问题。而方家

似乎没有这种烦恼，“孩子们有很强的学习自

主性。读书会的熏陶让他们养成了很好的学

习习惯，也掌握了很好的学习方法。”甘萍说：

“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

做人的道理，他们有了自己的理想，有了自己

的光芒，他们在慢慢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记得有一次读书会的主题是“此

心光明，亦复何言”，孩子们分别从王阳明、乔

布斯和三国故事里探讨内心光明的力量。甘

萍说，孩子们的成长让她备感欣慰。

四方家的读书会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朋

友们带着孩子纷纷加入进来。而方云、甘萍

夫妻俩最想做的，是让这种家风“漫溢”出

去，“不啻微芒，造炬成阳”。

去年，在建党百年之际，四方家邀请南师

附小的十几个孩子到家里做客，参加“四方家

读书会”。这场主题为“邦家之光”的读书会

上，方云和甘萍跟孩子们一起诵读红色家书，

鉴赏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学习党的百年历史，

让孩子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今年

元旦，江西师范大学举办“经典的力量——方

云艺术展”，四方家把读书会开进大学校园，

让大学生们在沉浸式的艺术氛围里，诵读、感

受《可爱的中国》等一大批优秀的红色、古色、

绿色文化经典。甘萍说，希望把家庭读书会

的门打开来，把读书会的模式复制出去，让更

多的人受益。

读书会读书会读书会，，，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聚在一起读书是什么感觉

□ 本报记者 李滇敏

您一定发现了，在我们身

边，主题多元、形式各异的读书

会正在遍地开花。它们藏身于

书店、图书馆、社区、学校、邻里

甚至家庭……以书之名把一群

一群的人聚集在一起，阅读、交

流、共同成长。

早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

祖先就深谙群读之乐，曲水流

觞、松下雅聚……千百年来，以

读聚友、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

绵延不断。而当代读书会的兴

盛 、繁 荣 ，却 与 全 民 阅 读 的 推

广、与全社会对阅读的重视密

不可分。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

的《2020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

告》显示，2020 年我国成年国民

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知晓率

达 72.7% ，其

中 ，本 地 读 书

会 知 晓 率 高 达

26.7%。读书会

正 成 为 阅 读 推

广 的 重 要 手

段。

在南昌，各种围绕孩子举办的读书会

不胜枚举，而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省图

书馆的“兰兰姐姐故事会”。

“兰兰姐姐故事会”是省图书馆少儿部

创立之初创办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孩子走

进图书馆、读书。19 年过去了，“兰兰姐姐

故事会”成为省图书馆的品牌活动。一批

一批的孩子在兰兰姐姐的故事中爱上了阅

读。“故事会”最初一个人讲，后来组建了一

个团队来运营，再后来，家长们争着当“故

事爸爸”“故事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上

台，推荐图书，发表心得。肖美兰是“兰兰姐

姐故事会”的创始人，在她看来，所有的阅读

都基于兴趣，她们所做的，就是要营造一种

读书的氛围，播撒阅读的种子，点燃阅读的

兴趣。19年来，肖美兰感觉到无论是社会、

学校还是家庭，对孩子的阅读越来越重视。

但是，阅读是需要引导、需要氛围的。

亲子读书会也是各大书店的主打。4
月 15 日，江西新华文化广场的微信公众号

上推出了一则直播预告：4 月 27 号，专家将

在线上与家长们聊“如何陪孩子读完整本

的书”。新华文化广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是他们线上读书会“陪伴计划”的第五期

直播，前四期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如何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等。

“读者很踊跃，反响非常好。书友们天天催

着‘上新’。”新华文化广场的读书会有一大

批“铁杆粉丝”。疫情之下，书店不能营业，

但是读书会不能停，，于是书友们的聚会就于是书友们的聚会就

转移到了线上转移到了线上。。

当下，少儿读书会数量众多。不仅书

店、图书馆在办，一些孩子、家长也组织起

来，创办读书会。师大附中的陈方圆同学

做过一件特别“牛”的事情：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他在妈妈和老师的帮助下办了一个

读书会。每周一期，几个伙伴聚在一起聊

读书。最初只有几个人，后来，班上 30 多

个同学加入，其他班的同学也加入进来。

“每周一个主题，比如读刘墉、读王一梅、读

宇宙、读古代神话等等，非常有意思。”小

学毕业后，同学们分开了，“到现在，

读书会的‘铁杆’们还常联系，聊的

都是读书的话题。”

布卡童年童书馆的创始人谢

莹 一 直 致 力 于 儿 童 读 书 会 的 推

广，在她看来，读书会的作用是家

庭阅读、亲子阅读替代不了的。读

书会能帮家长和孩子挑选出适合孩

子的好书，能科学地安排孩子的阅读

量、优化亲子共读的过程等，最重要

的是，它能营造一种同龄人共读的氛

围。在这种氛围中，孩子们可以找

到一种平等的“阅读输出”话语平

台，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读书心

得。这种读书氛围不仅能够激励

孩子读书，还能锻炼他们多方面

的能力。

播撒种子 点燃兴趣

星火读者驿站是由《星火》杂志的骨

干读者组成的纯文学读书群体，有数千人

之众。平时，他们在“驿长村”等微信群里

聊读书。每个月由“值日生”负责组织读书

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新发现的好

文章或者好书在群里分享、讨论。“大家互

相影响，形成了一种‘比着读’的氛围。”

有空的时候，驿站的书友们会把读书

会移到线下。他们给自己线下的读书会

找了美丽的由头，取了好听的名字：江西

的乡村生长着无数千年古樟，他们要一一

拜访，于是，他们到樟树下去读诗、去采

风，这是他们的“香樟笔会”；他们要亲近

乡土，体验农事，于是合租了一块田，春天

种上稻子，秋天收割诗行，他们称之为“稻

田写诗”；过年的时候，书友们也要聚在一

起，读书、品尝自己打下的粮食，于是有了

一年一度的“文学年”……

文学青年们的读书会多少有些行为

艺术的感觉。然而，这种诗意的行为艺术

却有着超乎想象的吸引力——他们的队

伍越来越庞大，以至于他们微信上的读书

群不断扩张蔓延。

他们在樟树下，在稻田边、在村庄里、

在草洲上读书、朗诵、讨论，吸引了不少路

人。旁观者看着看着就加入进来，还自告

奋勇地来上一段。于是，他们有了更大胆

的想法——寻找爱文学的无限的少数人。

2019 年 1 月的某一天，他们登上了南

昌始发的“井冈山”号列车，在火车上举办

了一场文学照亮旅途的火车读书会。没

有专业的朗读者，没有化妆，没有舞台灯

光。他们现场向旅客们赠送《星火》杂志，

然后几位作者为旅客们朗诵自己的作品。

旅客们先是安静地听着，慢慢地，按捺不

住，聚拢过来，主动要求朗诵一首……诗

人陈离被这场列车上的读诗会深深触动，

他说：“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艺术即人类

情感的交流’这一有些古老的文学观念。”

2020 年 6 月，他们在赣州的古城墙上

举办了一场街头读书沙龙。一群人点起

蜡烛、弹起吉他，读诗。城墙上散步的老

者、观光的游人都加入进来，有的献唱山

歌 ，有 的 背 诵 上 世 纪 80 年 代 的 朦 胧 诗 。

今年，他们又来到婺源。在思口镇延村，

读者驿站的书友们登上村里的古戏台朗

诵。村民围过来，游客围过来，一群放学

的孩子也围了过来。孩子们说，听不懂。

于是，作者就给他们讲解这首诗的创作过

程，孩子们懂了，也登上戏台朗诵起来。

78 岁的俞春爱婆婆翻到一首题为《草垛》

的诗，用婺源方言念了一遍，又用普通话

朗诵了一遍……

与大多数读书会流行的形式不同，星

火读者驿站的读书活动会在丰富、陶冶自

己的同时，把读书的种子撒到乡村、街道，

他们在容易被读书忽略的地方找到了更

多的同道。在给旅客、给路人、给乡村老

妪讲某篇文章、某首诗歌时，他们觉得自

己是在传递一种文学审美，他们在努力让

文学“出圈”。

…………

读书会是一种文明的引领

让文学“出圈”

春秋时期，孔子与弟子聚在一起学

习、讨论，被视为读书会的雏形。如此算

来，读书会的历史可谓久远矣。

在很多文学作品里，我们常看到这

样的情景：村头的大樟树下，全村人围着

村中识文断字的长者，听他讲三国，讲水

浒，讲包公……在作家们的描述中，这种

乡村版的读书会在贫瘠的阅读土壤上为

他们种下了读书的种子和写作的梦想。

当下，读书会的意义何在？曾经以

为，读书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在自己的

书房，读自己喜爱的书，是一件极美妙的

事情。但是，读有所得之后能与人分享，

此群读之乐一也；与书友同读一本书，却

得到了不一样的感悟，深度交流，所得又

丰富许多，此群读之乐二也；更多的时

候，因一场读书会，邂逅一些好书，此群

读之乐三也……当然不止于此——

爱 书 人 聚 在 一 起 ，阅 读 、碰 撞 、探

讨 …… 他 们 通 过 这 种

因 阅 读 而 形 成 的“ 空

间”，把越来越多的人变

成自己的同道，源源不

断地为城市文化建设增

添着书香。读书会的意

义或许更在于此吧。

半月一期，每期一个主题；四代人参与，最

小辈的孩子是主角。一个家庭读书会延续了

6年多，举办了 100多期——

四方家的读书会
□ 本报记者 李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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