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0 期“西图讲坛”
时间:2025年4月23日
地点: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阅读引领未来”读书会（2期）
时间:2025年4月
地点: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阿佳讲故事“读书快乐”主题故事会

时间:2025年4月

•西图之旅（3期）

时间:2025年4月中旬至4月底

地点: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流动图书馆进赛康警务站暨捐书活动
时间:2025年4月23日
地点:赛康警务站

•数字资源进校园阅读推广活动
活动时间:4月
地点: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

如果说每个月份都有一个主题:那四月，定属于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听说马家沟有位青年手里有《浮士德》，走了30里地去借书，看完爱不释手，那位青年捎话

催着他还书。谈起往事，总书记笑着说：“我30里借书，他30里讨书。”
好书，就是这样让人甘愿奔赴。

“让我们的城市有一个书会。”将优质文化资源输送至基层，是拉萨市文旅局的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为此，在拉萨设立“书会”
也被如期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对城市里爱书人的深情回应，是对坚守薄利书店者的有力支持，更是为了让更多人领略书籍如同照
亮前路的明灯，为我们指引方向，带来心灵慰藉。

于是，在精心策划之下，四月的主角成为——书。春风传讯，书籍宛如等待春雨的种子，静候与每一个热爱它的人相遇。
以“手捧春天，悦读拉萨”为口号，拉萨文旅品牌活动之第二届拉萨春日书会将从“书与城市空间”“书与城市历史”

“书与城市中的人”三个维度出发，讲述独属于拉萨的，与读书相连的故事。
在书中，无数的人们与无尽的远方，都与我们有关。

•开幕音乐演出
•“拉萨春日书会”文旅

品牌活动标识发布
•“2025 拉萨特色书店、

图 书 馆 及 公 共 文 化 空 间 地
图”发布

•2025 年首届“拉萨最美
公共文化空间”评选大赛启动

本次市集集结了：
•图书类
•创意文具类
•数智阅读类
•以尼木“三绝”为主的非遗类
•文创类
•饮品美食类
•校园文学团体……
共 30 位摊主在宗角禄康公园和大家

见面。
“书式”拉萨·春日图书市集
时间：4月 19日至 4月 21日 10:30至

17:00
地点：宗角禄康公园

手捧春天 “悦”读拉萨

第二届拉萨春日书会来啦

以西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为纲，用图文、
实物与互动，讲述作家故事，展现西藏文化底
蕴：

书中宝“藏”——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年以
来的“大小五明”体系重要创作者及其作品展览

时间：4月19日至4月21日
地点：宗角禄康公园中心亭

吾要（嘎玛·多吉次仁）书籍设计艺术展
时间：4月19日至4月23日11:30至17:30
地点：西子咖啡（仙足岛店）

“ 溯 源 先 声 流 韵 后
世”——林周县文化丛书发布会

时间：4月23日10:30至
13:00

地点：拉萨市图书馆

嘉宾：
•格桑(格桑小巫) 把生活过

成诗，我们的日子就是艺术本身
时间：4月21日18:00至20:00
地点：阿若康巴·拉萨庄园
•何贝莉 古建寺院作为公共

文化空间
时间：4月22日18:00至20:00
地点：阿若康巴·拉萨庄园
•次仁罗布 文 学 与 历 史 的

边界
时间：4月23日15:30至17:30
地点：阿若康巴·拉萨庄园

•“阅读电话亭”：录制你的读书故事
•“拉萨书店漂流计划”：打卡集章赢盲盒
•“如果书也有MBTI”：测试你的阅读人格
•无障碍阅读体验区：感受不一样的阅读方式
•非遗体验区：体验西藏传统“文房四宝”
•“花与梦”绘本小屋：为孩子们打造的绘本童话世界
时间：4月19日至4月21日
地点：宗角禄康公园中心亭

活动亮点
以书会友，相聚在春日

图书市集:
探寻“书式”拉萨

主题展览:
邂逅书中宝“藏”

系列讲座：
聆听书的回响

互动体验:
解锁阅读新乐趣

新书发布:
打开了解林周的新窗口

其他活动：

6 读书 2025年4月2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胡家容 编辑：次旦央吉 校对：赵耀铁

◎◎ ◎◎

◎◎

◎◎

◎◎

◎◎

“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这是900多
年前苏轼描述的静谧而悠长的读书时刻。

相比于“从前慢”，今天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无一事”很
难，“徐徐”不易，“读尽几卷书”成了奢侈。真的只是时间问
题吗？回想一下，谁还没有过睡前倚在床头刷短视频刷到深
夜的懊恼？未必是没有时间读书，而是有限的时间被更多
样、更时尚、更有快感的文娱方式所争夺。

在这场争夺战中，读书日益碎片化、即时化、实用化，一
些深层次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的阅读很容易受社交生活的牵
引：听说了一本书，就去搜索一本书、“梗概”一本书，然后就
可以谈论一本书，完成这个闭环，也就约等于读了一本书。

你是否也感觉到，阅读会越来越轻易地中途放弃：中小
学教育里对“整本书阅读”的提倡几乎成为共识，而成年人对
完整文本已失去耐心，在这个看电影都要开倍速的时代，很
少再有一本书被你翻得卷了边。

再或者，你是否也有一个庞大的收藏夹？出于变革时代
的本领恐慌和知识恐慌，我们对“新知”充满贪婪的渴求，可
是面对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推荐书单，又习惯了“已收藏”

“码住再说”，那些标注了“想读”而永远未读的书，也标注着
求知欲与求知力之间的落差。

有那么多的途径可以帮我们通往书，但我们离书的距离
未必更近，书的滋味也未必被我们感受到更多。

所以，才有关于“亲自读书”的讨论。想象一下亲自烹
饪、亲自品尝、亲自到访、亲自观赏，你应该体会过那种“亲
自”的快乐。一本纸质书如同一座建筑，捧在手里翻阅，能够
感知不同内容在建筑中的不同方位，感受结构的用心与逻辑
的起伏。随着捏在一手的书页越来越厚，捏在另一手的所剩
不多，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更具象的体认。

所以，才有针对“二手读者”的反省。互联网上便捷可得
的书摘书评、短视频“几分钟读一本书”的轻松拆解，人工智
能对图书精华的贴心提炼……在种种“代劳”中，读书很容易就东鳞西爪，从不
求甚解到不求甚读，渐渐看“粗”了眼。算法影响下，人们也更加热衷于追逐干
货与金句，高度浓缩的知识仙丹或许有，但未经修炼过的脾胃，能否消受得了
呢？

今天的我们，固然回不到“从前慢”了，而且完全可以享受传统阅读和数字
阅读并行不悖带来的更多可能，但无论哪种方式，通往书籍的最后一步总要自
己走，“放手”去读、“沉潜”去读的滋味莫失莫忘。它是沉入文字的海底，被更
健全更广阔的心智包裹时的温暖；是在小径分叉的一个个路口，停下来思索、
琢磨时的充实；也是被一本书深刻而剧烈地打动时，心里要叫出声来的喜悦。
它甚至可以是一种“逆流而上”，是如作家王蒙所说的“攻读”“加码读书”，跟攻
城一样，抱着一种作战的英勇，把全身心紧张起来去读，去跟书较劲儿。

读书本就是漫长的过程，它可能未必那么高效，也不保证每一次阅读都有
愉悦。但就在无数次的出入往返中，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中，读书的意味远
不止获取信息与知识，它与时间同行，印证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古老智
慧，无声无息地涵育着人的素养、情操与胸襟。因此，人们才会说，一个人的书
架上藏着他自己，你读的书决定了你是谁。

人文学者陈平原在谈及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时，重申了古人的“为人之
学”与“为己之学”之分。前者是功利性的，将读书做学问视作敲门砖；后者是
自我教育与自我养成，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在一个科技进步越来越
快，生活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全民阅读很可能是‘为己之学’”“若问今后的文学
教育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以为首先是感动自己、愉悦自己、充实自己”。

今天，无论是传统的纸质阅读，还是新兴的数字阅读，都可以“守住我们的
内核和素养”，回到更完整的文本，回到更持续的时间河流，回到那些真正萦绕
你心间、兜兜转转绕不过去的关切。在生活的潮水与信息的洪流中，多一些这
样的沉潜，安静地打开一本书，专注地听一听你心中的沉念吧。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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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
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让人保持
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
之气。但读书也有门道，若能得其
法，方不致“入宝山而空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
‘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
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挤”和“钻”，就是读书的重要方法。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曾到一社区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
令社区干部顾荣根深感钦佩。“习书
记工作那么忙，还能有时间学习？”
当得知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办公室
还是调研途中，无论是夜宿农家还
是出访期间，一有空就会捧起书本，
翻阅材料，顾荣根大受触动。他拿
出之前争当技术骨干的那股子钻劲
学理论，两个多月后习近平同志再
次来社区召开座谈会时，顾荣根第
一个发言谈体会。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一些
人感叹“没有时间读书”，一些人习
惯于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对大部
头、经典著作等望而却步。我国古
人把读书称为“攻书”，蕴含的正是

“钻深研透”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曾
生动比喻：“忙可以‘挤’，这是个办
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

‘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
去……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读
书需要付出辛劳，不能心浮气躁、浅
尝辄止，利用好点滴时间，拿出“攻
书到底”的劲头，坚持不懈、悉心钻
研，读懂弄通吃透，才能让书本知识
真正为我所有。

善读书，要把握“薄”与“厚”的

关系。1985年冬天，时任厦门市副市
长的习近平同志结识了就读于厦门大
学经济系的张宏樑。一见面，便同他
讨论起《资本论》课程的相关内容，分
享自己的研读体会：“要反复读，用心
读，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
薄的读厚’。”

把书“读厚”，就是要涉猎与书籍
内容相关的各种知识，由点到面，向广
处延展；把书“读薄”，就是要不断过
滤、不断凝练，领悟要义精华，实现去
粗取精。由“薄”而“厚”，再由“厚”而

“薄”，如此循环往复，就能不断增加阅
读的广度与深度。就像树根一样，既
向地心深扎，也向四周土壤蔓延，这棵
树才能蓬勃生长、枝繁叶茂。

善读书，还要做到“知”与“行”的
统一。冯其庸先生在读《史记》时，对
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
次去安徽定远、乌江实地考察，写出了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读《三藏法师
传》时，对玄奘归国的路径存疑，于是
他76岁再登高原，成功找到玄奘取经
东归的入境处。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与实践的结合，一方面是证之于
实践，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得到
知识“干货”，实现去伪存真；另一方面
是用之于实践，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能
力，在实践中有所创造，达到学以致
用、学用相长的目的。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而每一
天都是读书时。选择适合自己的读书
方法，不畏难、不怕苦，日积月累地坚
持，必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实现学
有所得、学有所成。

（据《人民日报》）

读书的门道
张 凡

书籍熨帖人心，是我平生感受
最真切的暖。

童年时光，最缺的就是书籍。
除了翻烂的语文、算术书，在我眼前
几乎找不到其他读物。要说还能看
到的，就是报纸。那时报纸只有大
队干部或是小队长才有，每有遇到，

我就像“饿虎咬到烫芋”，全然顾不
得旁人的眼光，蹲在土墙根下，饥不
择食地看起来。尽管有很多字还不
认识，但油墨的芬芳，连同方块字构
建的美感与端庄，深深吸引着我。
直叫我看得不知所以，日头西斜，看
得蝉鸣停歇，周围一片静寂无声。

后来，看到同
学揣着缺角的小
人书，或是卷了边
的《西游记》，我
喉咙里像被什么
堵住似的，一直吞
咽着唾液。实在
忍不住时，便索性
向 人 借 过 来 看
看。可借书时，免
不了被人一再叮
嘱：“有借有还，再
借不难。”人家还
特意拿着铅笔在
扉页上把这八个
字描得粗粗的 。
哎，有什么办法
呢？谁让自己对

书这般痴迷呢？
书，借回来后，我就一头栽进书

页中去。虽然很多内容看得不大
懂，却也硬着头皮，走马观花看起
来。有时在下课时间看，有时在课
堂上偷偷摸摸看，好几次还差点被
老师没收。要是被没收，很有可能
就拿不回来。一旦那样，书就还不
了，自己就成了不守信用的人。所
幸，我一直没被没收过书，只是偶尔
领受到前方飞来的一截粉笔头的
提醒。

等到读初中、高中，接触的书渐
渐多了起来，但大多是到学校图书
馆借阅的，手头的书仍以课本为
主。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不仅有教
科书、备课用书，我还订阅了不少杂
志，它们成了我日常生活的陪伴。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书的稀缺，对书
的渴望在心底扎了根，我对书有一
种难以割舍的喜爱。无论什么书，
只要有文字，我都视若珍宝，从不肯

随意丢弃，一直精心珍藏着。即便是
小学的语文课本，连同试卷，至今仍存
放在家里。

数十年来，但凡出门归来，我带回
来的大多是书。这些书，有的是自购
的，有的是文友相赠的。闲暇之时，翻
阅这些签赠的书籍，扉页上写着“某某
雅正”等字眼，像是冬日里递来的烤红
薯，字字冒着热气，温暖着我的心窝。

日子久了，我带回的书越来越多，
摆满书橱。很多时候，没来得及整理，
随意摆放，家里变得拥挤。座椅、沙发
扶手，厅头橱柜，甚至连床头，都成了
书的领地。有时连个坐的地方都被书
占据。要是有客人大驾光临，我就临
时把书稍微挪一挪，腾出个位置，让客
人坐下，有时我还自嘲说“书中自有待
客椅”。

不过，平日里，大多是我一个人独
守房间，日夜与书为伴。坐在书堆中，
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仿佛与作者剪
灯夜谈，消磨着寂寞时光。书的温暖、
文字的温情，也随之而来。虽然这么
如饥似渴地读书，并没有从书中获得

“黄金屋”，也未曾遇见“颜如玉”，没有
得到“千钟粟”，但我怡然自得。我一
直认同“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善，天
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这句至理名
言，并将之书写装裱后悬挂在墙壁上。

如今站在书堆中，满屋弥漫着书
香，总会想起那个曾经攥着旧课本的
野孩子。或许正是当年的如饥似渴，
才成就了今日的沉醉痴迷。虽未读尽
架上所有的书，但偶尔抽出一册，便如
同与故人重逢，心中满是温暖。每每
沉浸在字里行间，那些文字就散发出
浓浓的暖意，细细地熨帖着这颗在俗
尘中历经沧桑的心。

书暖心窝，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
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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