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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白，你会想到什么？是“仰
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
迈，还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的洒脱，抑或是“绣口一吐就是半
个盛唐”的诗才？尽管他一生怀才不
遇，却写就了许多千古流传的浪漫诗
篇。认识李白、读李白，应从孩童时期
就开始，4月16日，区社科联、区图书
馆联合钓鱼城街道社区教育学校，在合
川区万启教育儿童学习空间举办了一
场“盛世今朝 书话李白”4 23 世界读
书日亲子阅读体验活动。

“这次活动共有 24 组家庭参与，
活动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
诗话李白，孩子们通过《李花怒放一
树白》《梦笔生花》《金龟换酒》《骑鲸
而去》等有趣的故事串联起了诗仙的
人生经历，并把李白各阶段的诗歌创
作与生平联系在了一起，让孩子们重
新发现更生动的李白、更鲜活的唐
诗；第二个部分是书写李白，老师指
导孩子们用软笔和硬笔两种方式书
写“李白”两字和李白的诗歌《赠汪
伦》，孩子们笔尖流动的不只是笔画，
更 是 横 撇 中 的 历 史 、文 字 里 的 诗

情。”钓鱼城街道社区教育学校负责
人黄建国告诉记者。

其实，万启教育儿童学习空间已经
不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创意阅读活动
了。作为区图书馆分馆、“书香合川”全
民阅读系列推荐活动全民阅读推广示
范单位，这里经常契合各个节令举办缤
纷多彩的活动，元宵节的亲子阅读分享
会、清明节的“节气课”、劳动节的农耕
文化主题活动等，不仅让孩子们爱上阅
读，还学会了实践。

漫步在学习空间，门前盛放的月
季和挺拔的翠竹、桌上古朴的茶具和
古琴、阅读区精致的仿古木桌和蒲垫、
墙壁上的“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对联，无不彰显出悠悠古韵。而书架
上，文学名著、儿童绘本、期刊杂志、益
智图书应有尽有，能满足儿童和家长
双方的需求。黄建国说：“目前，这里
共有 1000 余册藏书，一部分为图书馆
赠书，一部分为我们社区教育学校自
行购买，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读者们的
无私分享，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构
成了这样一个书香空间。”在这样静谧
美好的场所阅读，绝对是一件美事，晴

天坐在落地窗前，享受阳光洒在书页
上的美好，雨天临窗听雨，让雨声成为
最好的阅读背景音。

自 2020 年 12 月正式对外开放以
来，万启教育儿童学习空间已经接待
了数千位读者，举办了十余场活动，目
前还开设了成人古琴、书法、儿童书
法、儿童魔方、儿童语言艺术、国画等
课程，让市民在阅读之余，还能通过音

乐、书法、益智游戏、艺术活动陶冶自
己的情操。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
书。”阅读永无止境，诗书能润童心。黄
建国表示，接下来，他们将在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当天举办一场亲子阅读体
验活动，邀请孩子和家长们一起徜徉在
诗书世界里，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一直敞
开大门，迎接每一位爱阅读的市民。

社区习字画 诗书润童心

纵身入书海 满室留韶光

“韶光脉脉春如海，讽咏芸编兴不穷。”古人常以芸香防蠹虫蛀书，故而又把书籍称为芸编。时值暮春，最宜惜取仅存不多的春
光，手捧芸编、讽诵吟咏，在书籍之中感悟生命的美好，让知识滋养我们的灵魂。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
记者打探到合川几个适合读书的好去处，采访了几位热爱阅读的人，让我们一起纵身书海、指沾书香。

○记者 王灿 实习记者 刘冰凌 文/图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的存在让文化有更
多生长的可能，也让文化有安躺沉淀的空间。每一座
城市的图书馆，都像是市民灵魂的栖息地，承载着城
市的文化与记忆，合川区图书馆也是这样一个地方。

走进区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干净整洁的座
椅、智能化的电子阅读器以及分类详尽的功能区、藏
馆，无不展示着合川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如今
发展灿烂的文明。图书馆工作人员陈起告诉记者：

“合川区图书馆拥有60年建馆历史，是原四川省第一
批公共图书馆之一，现有各类藏书42万册，其中古籍
书8000余册、报刊15769件、视听文献25071套、少儿
文献50220册、电子图书109510种。馆内还配有电子
书瀑布流、朗读亭、自助借还机、电子报刊阅读机、电
子书下载机、书法机、少儿阅读机、盲人阅读机、助视
器等硬件服务设施。”

阳光明媚的午后，区图书馆悠闲而安静，不少学
生、老人在此阅读学习。在报刊阅读区，记者发现了一位鹤发苍颜却精神
抖擞的老人，他正戴着眼镜，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份《参考消息》，手边还摆
着一个泛黄的本子，摘抄新闻要点。

“我年纪大了，听力又不好，看不了电视，平时就喜欢看报纸，所以每天下
午都会坐公交来图书馆读书看报，这里明亮又清净，很适合阅读。”谈及区图
书馆的报刊阅览室，老人笑不拢口，俨然已将此处当做每日必打卡场所。

记者了解到，为迎接世界读书日，我区将开展“书香合川 阅读悦心”
第27个世界读书日暨倡导全民阅读活动，内容包括悦读沙龙、少儿书画
现场赛、现场赠书办证推介、全民阅读宣传展览、“打卡一路书香”等。对
此，陈起介绍道：“4月23日到5月22日，我们将联合新华书店开展‘你读
书 我买单’活动，市民可凭图书馆借阅证到新华书店不花一分钱带走三
本心仪的图书，由图书馆去书店买单，但看完后需归还图书馆。”

合川城区的图书馆汗牛充栋，在龙凤镇米兰村，也有一座藏书颇丰的
图书室，名为“守一”。图书室的主人叫王治伦，因祖上曾在清朝为官，家
藏古书典籍数百册，从小与古籍相伴长大的他，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建一
座图书馆，带领父老乡亲一起领略书中风采，把对书籍和阅读的热爱传递
给更多的人。2002年，王治伦终于把梦想变为了现实。在堂兄王明伦的
帮助下，他建成了一个60余平方米的室内图书室和90余平方米的室外林
下阅读区，藏书不仅包括祖上留下的古籍，还有王明伦提供的800册农技
知识类图书。

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多实用的图书，王治伦又从亲戚朋友处四处讨书、
借书，自己也花钱订阅了不少书籍报刊，终于形成了如今这个存有各类书
籍10000余册的图书室。图书室建起来后，前来阅读的人络绎不绝，既有
学生，也有农民，既有本村村民茶余饭后前来读书消遣，也不乏邻村、城区
甚至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爱书者慕名来参观。

20年风雨蹉跎，如今的王治伦每天依然坚守在“守一”图书室，不改
初心，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为书香怡人、阅读悦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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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窗幽记》有言：“闭门则是深山，
读书随处净土。”尽管城市中的钢铁森
林遮天蔽日，但只要有书，则不输；只要
有书，便不俗。阅读能让我们找到心中
的净土，在合川这座历史底蕴丰富的城
市里，更需要有一处书香满溢的“文化
客厅”，这是陈绪造打造书店的初衷。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多年，陈绪造常
常在工作中触摸到城市文化的脉搏，那
些老街、古建筑、记载城市历史的旧书
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他
惊叹于这些文化，也遗憾于这些文化没
能为更多人所知。2017年，“开一间展
示合川文化的书店”这个念头涌入陈绪
造的脑海，又经由他的双手化为现实，
这便是如今“玖所书院”的模样。

走进书店，咖啡香与书香扑面而
来。书架上，一本本装帧精美的书籍排
列整齐，有的还是崭新模样，有的能看出
已被翻阅多次；木椅上，几名读者正捧着
心仪的书籍如痴如醉地阅读；墙壁上挂
着一张张展览、讲座、读书会等活动的照
片，这是书店一次次文化碰撞的留念。

参观书店时，两幅合川地图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陈绪造说：“我非常喜欢
收藏合川的老地图，这两幅绘制于明万
历七年的合州城图和合州舆图也是我
的藏品，透过这两幅图，可以想象出当
时的合川风貌。”打造书店后，陈绪造没
有选择将这两幅珍贵的地图私藏，而是
将其展示出来，让更多人能由此看到合
川的历史。

店里书籍种类繁多，文史类、哲学
类、建筑学类、青春文学类、儿童文学类
书籍都有一席之地，各年龄段的读者都
能沉浸在书海里快乐阅读。店里还有
一排书架专门展示合川作家、艺术家出
版的作品集，指尖翻阅书页，似能触摸
到合川的文化。陈绪造告诉记者，这些
都是合川籍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赠与他
的。除了朋友赠书，书店常客也会推荐
一些书目，其他书籍则由陈绪造和负责
经营的店长亲自挑选。

“我们是住在附近的学生，空闲时
就会到这里来看书、学习，这里书很多，
又安静，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都很喜
欢这里。”正在书店里阅读的几名学生
告诉记者。

经过近五年的发展，玖所书院已不
仅仅是读者们畅游书海的好去处，还逐
渐成为一个“乡愁之所”，合川本地、成
渝、甚至是北上广的文艺爱好者都曾前
来参加文学艺术交流活动。同时，玖所
书院也成为“书香合川”全民阅读系列
推荐活动全民阅读推广示范单位、民盟

“盟员之家”、区妇联“妇女微家”。

实体书籍愈发式微的今天，很多人
都在感叹实体图书与书店的没落，却苦
于无法在时代的洪流中做些什么，而如
陈绪造这般不问利益、不舍书香的人，
却正是逆流而行的孤勇者。愿我们都
能持续保有对书籍和阅读的热爱，让城
市中始终能有一方书店可供驻足，让书
香能绵延得更加长远。

书香留文脉 阅读意悠长

书海浩瀚 记者 王灿 摄

整洁的书店环境 记者 王灿 摄

书写李白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