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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琦

3 年前，“小水滴”读书会创始
人刘胜前没有想到，读书会能发展成
为聊城的品牌阅读引领者。

彼时的读书会，只是在家庭圈子
中开展的小范围的读书分享。一次偶
然的机会让刘胜前意识到读书会的巨
大力量。刘胜前的儿子刘天瑞在一次
班级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得了特等
奖，班主任徐赞惊讶于他的巨大转
变。徐赞经过了解知道了这个转变背

后的力量——读书会。
渐渐地，刘胜前从只是在

亲朋好友之间举办读书会扩展到更
大的范围，并从身边的榜样开始寻找
分享者。婚姻经营得好的，就请来分
享婚姻故事；企业做得比较成功，就
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年轻人考上了
大学，就来讲讲自己的成长过程。

“小水滴读书会今天请进名人，明天
走出名人。”刘胜前说，这是读书会
的一个重要目标。

此后，“小水滴”读书会载梦起
航，携着“读书读人读社会，交流交
心交真人”的初心，以“讲好中华故
事，传播中华文明”为己任，借助聊
城名人、好人、社会各界精英，帮助

身边人爱上阅读，品味书香，少走人
生弯路，传递正能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张
军，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全国先进
工作者白云，全国文明家庭念以新、
汤合珍伉俪，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耿遵珠，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李庆方等嘉宾、书友
纷纷来现场参加活动。

参加读书会的人多，读书惠及的
读者也不在少数。3 年来，“小水
滴”读书会已累计举办读书交流活动
166 期，2 万多人次参与，众多参与
者的生活甚至人生因它而改变……

在“小水滴”读书会成立的这几
年，它不仅发展成聊城一缕书香的领
航者，还成为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在
去年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时，读
书会成员自发捐款，短短两天就募集
到价值17万元的救灾物资。目前刘
胜前又在着手打造滴水书院，希望
能让读书会惠及更多的人。“滴水
书院主要围绕书香聊城、健康聊
城、法治聊城、书香少年、书香女
人等板块，开展丰富多样的读书活
动、亲子活动，让书香与时代紧密结
合起来，让书院成为创造价值的地
方。”

水润万物 书香致远
——“小水滴”读书会倾力打造聊城阅读品牌

■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新贵

四月，草长莺飞，正是读书的好时
光。

“如果世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
馆的样子。”赫尔博斯的这句话，对于
钟爱读书的张军来说感同身受。

“读书，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事
情。”几十年来，张军在书籍的城堡里
如饥似渴地读书，这也为他的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营养。

每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张军的书房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十几个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书
籍。如果以存书来论，他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富翁”。

作为国家一级作家的张军，不浪
费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一壶茶伴随
他阅读。从中国古典书籍到国外名
著，他的阅读视野纵横古今、囊括中
外。中国古典小说《孽海花》、辛弃疾
的《稼轩词》、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为
他汲取古典文学营养的源泉。法国自
然主义小说家左拉的小说《萌芽》是他
反复阅读的作品。他说，《萌芽》以煤

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
惨生活。左拉用手术刀式的笔解剖了
19世纪法国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使这
部作品成为“天花板级”的世界名著。

作为一名作家，没有足够的阅读，
很难写出有广度、有深度、有思想的优
秀作品来。张军每天阅读1万多字的
书籍，每年的阅读量达到 400 多万字
以上。正是这样的勤奋，筑起他在文
学上的“金字塔”。他出版过《行板》

《平芜尽处》《走出伊甸》《走过田野》
《采薇抽刀》《风之后雨之后》等6部诗
集和小说集《天籁》。2011 年，诗集

《平芜尽处》获得山东省泰山文艺奖。

读书，就是塑造自我

每天读书，是养成，也是修为，更
是塑造自我、拓展自我。

每天的时光里，总有一段适合读
书，这样的日子才是生活。张军是一
位善于收集时光碎片的作家，每个时
光碎片都用来读书。他说，为了避免
阅读疲劳，他每天交叉阅读四五本
书。

在张军看来，读书可以提升四种
能力：一是认识社会和自然的能力；二
是认识自我的能力；三是塑造自我的
能力；四是拓展自我的能力。书读得
越多，拓展自我的能力越强，掌控自己
的能力也就越强。

“读书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最
好方法，除了读书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军呼吁人人多读书、读好书，让读书
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军推荐读者多读一些梳理和阐
述中国文化的书籍，比如余秋雨的《文
化苦旅》，也推荐大家多读李白、杜甫、
辛弃疾、苏东坡的诗词。

张军说，很多人认为李白、杜甫的

作 品 都 是 耳 熟 能 详 的 作 品 ，有 点
“俗”。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在大浪淘
沙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
具有无法超越的魅力。这些看似耳熟
能详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对塑造人的精神品格非常重要。“趁着
春光明媚，从读书开始，就会赢得秋天
的硕果累累。”

阅读，遇见更好的世界

■ 本报记者 苑莘

身穿志愿服务红马甲，左手拿着
3 本书，镇农技站站长岳学龙拉开门
走进了农户孙云来家的大棚，“云来，
我给你拿来了几本书。”

“岳站长给拿的啥书啊？”正在查
看圣女果长势的孙云来放下手中的
活，迎了上来，看到《西红柿种植技术》
等书名后连声道谢。

这是4月20日上午莘县河店镇大
棚里的一幕。当天莘县启动了“流动
书吧下乡来”全民阅读活动。

“流动书吧”就设在河店镇豪达农
业公司的大棚旁。放眼看去，一排排
书架上摆放着《精准施肥实施技术》

《种庄稼的学问》《画说棚室黄瓜绿色

生产技术》等实用书籍。书架旁挤满
了人，大家或聚精会神查阅，或相互交
流学习经验。“这本书不错，挺实用。”

“怪不得不能让地膜埋住秆，原来是容
易得蔓枯病。”……

这样的活动效果，正是豪达农业
公司负责人蔡目瑞义务提供场地想达
到的目的，“过去这些年，我一直保持
着阅读的习惯，办公室、卧室、车里都
放着书。大量阅读农业技术、企业管
理等方面的书籍，让我受益匪浅。”豪
达农业公司是莘县瓜菜育种、品种推
广、育苗领域的知名企业，其高科技智

能大棚基地的水肥一体化与滴灌系
统、物联网应用在当地发挥了示范作
用。

“大家都聚一聚，我讲解一下这本
《西红柿种植技术》，这里面有几项内
容对咱们种植户非常实用。”送完书
后，岳学龙又赶到“流动书吧”，为农户
提供辅导。品种如何选择、出现死苗
的原因、苗秆为啥会发黑，一一讲解
后，岳学龙又把大家带到品种推广示
范棚里。“书上对品种的介绍比较简
单，这里面每行是一个品种，大家可以
看看产量，尝一尝口感。”辅导结束，岳

学龙说，“除了咱们的‘书吧’，我那里
还订阅了很多关于蔬菜种植的报刊，
想看的可以过去拿。”

书香乘着春风来。莘县“流动书
吧”除了送到田间地头，还将陆续走进
工厂企业、社区广场。“我们开展‘流动
书吧下乡来’全民阅读活动，目的就是
进一步盘活农家书屋资源，让静止的
书籍流动起来，推动全民阅读。”莘县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艳丽介绍，莘
县将在活动中聚焦提高阅读质量，将
流动书吧打造成为精准书吧，让前沿
科技在莘县释放，服务本地特色产业。

“流动书吧”进大棚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兴峰） 4 月
初，临清市图书馆开启线上服务模
式，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和电子阅读
平台，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临清市图书馆依托临清看守所、
武警中队、消防大队、实验中学、聋哑
学校、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和海山
集团京杭书院等7个分馆服务点，建
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阅读资源共享
平台，持续更新电子图书资源库内
容，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齐数字设
施设备，不断延伸服务半径。目前，
该馆配备了电子借阅机、电子报刊借
阅机、数字党建服务平台等设施，实

现全馆无线网络全覆盖。同时，该馆
全新上线超星党建云小程序和博看
党建云阅读平台，联合“掌阅精选”
App推出免费在线阅读服务，梳理形
成多类型电子阅读栏目，既注重弘扬
主旋律，又让读者喜闻乐见。

此外，临清市图书馆还开展了
“空中大讲堂”、红色教育主题宣讲、
微信图片展、线上阅读推广等活动，
目前公众号已推文 300 余次、主题书
单推送30余次、数字文化资源推送70
余场次，开展微信图片展30余次、公
益性培训讲座40余场次、阅读推广活
动30余场次。

临清市图书馆

开启线上服务模式

4月21日，茌平区冯官屯镇前张小学学生在图书阅览室读书。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茌平区冯官屯镇开展“红领巾小书虫”等多种形式的

读书活动，全时开放党群服务中心和学校的图书阅览室，让孩子们徜徉在书海，
汲取知识营养。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通讯员 许萌

本报讯 （赵琦 李语禅） 4 月 9
日—4 月 22 日，聊城新华书城开展
了“芬芳四月，因书而美”世界读书日
主题系列活动。

书签作为爱书者必不可少的工
具，各式各样的书签成为回忆的载
体。聊城新华书城在“聊城新华书
店”官方抖音号举办“线上飘书香·悦
读润成长”线上专题活动。聊城新华
书城手工老师谢圆圆带领大家线上
做书签。书签取材于掉落的花瓣、树
叶等，参与者不仅可以体味书香，还
可以感受浓浓春意。

聊城新华书城还开展以“兴趣为
导，自主先行”为主题的阅读打卡活
动，参与者每天至少阅读1小时纸质

图书，并节选其中的精彩片段朗读，
坚持14天即可获奖。活动一经发布，
吸引了大量读者踊跃报名，其中有活
泼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有朝气蓬勃
的中学生，也有耄耋之年的老人，他
们徜徉在绘本故事、经典名著等书籍
中，以诵读感悟生活、滋养心灵。

众多精彩的活动吸引读者走进
聊城新华书城，在这里挑选、阅读
书籍。新书抢先看、精品图书特惠
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
惠民活动让读者乐享读书盛宴。聊
城 新 华 书 城 还 在四楼设立文房四
宝、非遗文化产品等专柜，为读者奉
上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满足读者的
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

聊城新华书城

举办世界读书日主题系列活动

4月23日，莘县乡
村阅读推广志愿服务
队在大张家镇开展“全
民阅读正当时 书润乡
村向未来”世界读书日
主题阅读活动。

活动中，乡村阅读
推广人带领大家朗读
朱自清先生的《春》，并
与村民进行交流，倾听
他们的阅读感受和建
议。

■ 赵琦 王国新

张军沉浸于书香之中

名家书屋

■ 朱海波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

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

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读《红楼梦》的人，没有不关注这

张护官符的，在护官符下，封建官吏
为非作歹，干尽了坏事。

但要注意，这只是“一张小小的
护官符”。此话怎讲？

先说其“小”，这是谁的护官符
呢？是贾雨村这类的小官（与四大家
族相比而言），那比他官职更大的，比
如四大家族有没有呢？书里没写，但
可以想见，一定有。从秦可卿的丧事
中可以看出，贾府不但与镇国公等六
个国公府，更与北静王等四大郡王都
有来往，四大郡王是不是他们的靠山
呢？我以为是的。

再说“一张”。书里写得明白，门
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
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
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
你看，这只是金陵一省的护官符，其
余省份有没有呢？可以想见，也会
有，只是没写罢了。

从这里看，护官符就是一张网，
纵向看，从朝廷到地方大小官吏人手
一份或人手多份；横向看，各省、郡、
县都有，可谓盘根错节，错综复杂。

就这“一张小小的护官符”来看，
能量不得了。别说贾雨村、长安节度
使等人自己赤膊上阵给贾家摆平是
非了，《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一段，王
熙凤一个管家少奶奶，就把堂堂的都
察院玩弄于股掌之间，偌大的司法机
关竟成为她争风吃醋、借刀杀人的工
具。那全国各地每天会上演多少类
似的荒唐事，想想更可怕。

但，无论护官符的样子是多么吓
人，它只能加速四大家族的灭亡。到

《红楼梦》（80回本）的最后，这种败亡
的脚步越来越急促：抄检大观园、品
笛感凄清、抱屈夭风流、斩情归水月
……最后是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
茫大地真干净。

护官符保护的是少数权贵的利
益，是与人民对立的，它终究要被历
史的车轮碾碎。1934年，蒋介石对中
央苏区推行堡垒政策，毛泽东一针见
血地指出：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
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
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
护革命的群众。

1946 年，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谈话时，再次指出：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
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
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
派，而是属于人民。

以毛泽东思想分析护官符的败
亡命运，算不算新解呢？

护官符新解

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