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碎片化阅读、流量视频、信息茧房……这
个时代的便利、轻浮与痛点已注入每个人的
日常，但不应该也不会是每个人的全部，和光
公益书屋倡导的“深阅读”希望能够提供多一
种选择：怀一颗安静读书的心，在一个美好的
空间里，持一部有分量的大书。

人的一生与自己周旋的时间占据了绝大
部分，白天粉墨登场，左冲右突，梦里狂诞虚妄，
不知所措。若有幸遇到一本书，以作者之笔为

自己摆渡，去寻找本真的自己，与得意失意无
关、与庙堂江湖无关、与四季晴雨无关。若能静
下心来细读一本一本书，借其文中时空，延长
自己生命旅程的时间、撑大自己脚步所能及的
空间，领悟主人公的不屈与善良，欣喜宇宙变
迁的宏阔与精妙，纷繁尘俗、物喜己忧就不再
能败坏你的胃口，不再能纠缠你的人生。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困扰与恐惧，人心
所恶；自在与坦荡，人心所欲。

当你并非生而知之者，但终究学而能知
时，读书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为炫技的
文字、不为巧构的情节，是自我寻找的旅程，
是与文字掰手腕的经历，是羚羊挂角无迹可
寻的满足。

深阅读不易，不易而美。
美，而后沉思，而后痛苦，而后豁然开朗、

和光同尘。
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深阅读之美
□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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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为“追光的人”
“2017 年 10 月 20 日，农历九月初一，和光正

式对外开放。”和光公益书屋发起人之一梁白瑜
说，动议是在 2016 年。当时，都在永春县城生活
工作的郭春华、康小英聚在老朋友梁白瑜家喝茶
聊天，公益话题触发了他们的一个小小愿望：寻
一个小空间，汇集三人的藏书，分享给志同道合
的读书人。

之后，反复深谈多次，一个书屋的模样在脑
海中形成，“我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做的恐怕
就只有为同样喜欢阅读的人提供一方静谧，所以
还未给书屋取名，就先有了定位：纯公益、深阅
读”。而“和光”之名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挫其
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和光+公益+书屋”，正是仨人心中所愿。这
句话被刻写在和光公益书屋大门外右侧墙面上。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们四处寻找合适的空
间。时任五里街镇党委书记林玉品得知此事，十
分赞赏，帮着推荐了好些地方。“才发现想找处二
三十平方米的安静空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康
小英说，“我们自称‘书童’。在浩瀚书海里，我们
只是小小‘书童’。”

同年 12 月，时任永春县委宣传部部长骆春
玲带领参访团前往台湾高雄拜访永春乡贤、著名
诗人余光中。梁白瑜作为余光中文学馆布展大纲
的撰稿人也同行。不承想，此行竟有两大收获：一
是余光中先生题写“和光公益书屋”，一是骆部长
助力和光公益书屋落地。

“到高雄的当天晚上 8 点多，我先行到余老
家拜访。他对创立公益书屋的想法颇为赞赏，并
欣然题字。”时隔 7 年，梁白瑜依然记得当时的情
景：书桌上方有一盏细长型的吊灯，余老坐在灯
下，一笔一画写下“和光公益书屋”六个字；不久
后，余光中还特意寄来他的朗诵会光碟。“和光正
式开放当天，我给余老打电话邀请他回来看看，
他很高兴，答应找时间回来。”

第二天，骆春玲问起和光，并当场表示将助
力书屋落地——这个想法很快获得时任永春县
委书记蔡萌芽的支持。“也才有了 2017 年，和光
公益书屋进驻永春县图书馆附属楼这件事。”郭

春华说，“两层小楼、200多平方米，大大超出我们
的预想。经房产主管部门县文体局研究决定，小
楼免费提供给和光使用。”

微光汇聚成星河
2017 年 5 月，和光公益书屋正式进入筹办阶

段。消息传开之后，许多同好为之捐款捐书，有熟
识的亲朋，也有陌生的捐赠人。“捐款的，三千五
千、三百五百都有；捐书的，新书旧书、一本一车
都有。”郭春华说，泉州市委宣传部、永春县慈善
总会、百岁老人陈珍珍等单位和个人都来为和光
助力，其中还有不少至今未谋面的人通过微信公
众号文章“赞赏”的方式捐款。“和光上了轨道之
后，我们的文章就不再开启‘赞赏’功能，不能一
直接受好意而无以为报。”

装修公司老板陈奕聪与和光结下深厚情谊，
他不仅用心做好工程，之后但凡书屋有小修小
补，总是二话不说就义务来帮忙，甚至去年，还花
费一两万元为书屋做了修缮。他说：“我也是和光
一分子，这是给和光五周岁的礼物。”

装修完工后，开始着手书籍上架。每天都有
几人到几十人不等的义工自发前往和光帮忙整
理、分类、编码、上架。永春四中老师刘凤鹏是其
中一位“书童”，她刚来帮忙时，没有人认识她，她
默默做着很多事。永春县青年创业园的老板郑育
哲开着车来到和光门口，父子俩把一摞摞的书往
里搬，边搬边笑着说：“我不懂书，就把新华书店
里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都买了，应该没有错。我
儿子长大后也是要来当‘书童’的。”

5 个月后，一切准备妥当，即将正式开放。新
新园艺的老板郑泽新送来了各种花草绿植，书
屋内外都被打扮了起来。忙完绿植布置，他又坐
在地板上，拿起螺丝刀，安静地组装刚网购来的
椅子。

同年 10 月 20 日上午，当骆春玲推开和光大
门时，这间饱含着许多人心血、热爱与憧憬的书
屋正式开放了。“像一道光开启在我们眼前。”时
为永春电视台主持人的陈晓玲说，“我迫不及待
想要成为和光‘书童’！”中午 12 点整，刚从福建
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回乡的徐丽芳就站到了和
光公益书屋门口。

书香氤氲着山城
为达成“深阅读”的愿望，和光公益书屋为读

者准备了丰富的藏书、美好的空间和合适的开放
时间。

推开和光之门，眼前是三面通体书墙，居中
三围大台阶，经过挑选的 1 万多册藏书尽在其
中，它们来自 3 名发起人的私人藏书、爱心人士
的捐赠和书屋购买的新书，以文、史、哲类书籍为
主，理、工、医、农、林和教育、建筑、艺术等也有涉
及。和光“书童”们每天都会做好书籍的管理与环
境的清理工作。随时走进一楼大厅，都能看到桌
椅摆放得整整齐齐，巨大书架里满满当当的各类
书籍在绿植的映衬下，更为亮丽整洁、氛围感十
足。每周二至周五的上午 7 点到晚上 9 点 30 分，
每周六至周日的下午 3 点到晚上 9 点 30 分的开
放时间里，读者们都可以来到书屋静心阅读。

开放时间由“书童”轮流值班，值班“书童”会
准时开门、整理书籍、擦拭桌椅、打扫卫生、照顾
花草等。郭春华说，如今和光的核心团队有几十
人，“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周一在群里发出值
班表，‘书童’们会自行选班，每班至少一人。其
实，现场都会有好些‘书童’在，或值班或读书”。
永春县司法局的潘甘宁不仅自己是“书童”，其先
生也会不时来值班，“小书童”是他在和光的名
字；永春县林业局的黄燕珍每周都会来值班，有
一段时间她天天都来，不值班时就抱着大开本的

《地球之美》如痴如醉。
除了免费开放阅读外，和光公益书屋还致力

于举办读书会，至今先后举办了《三体》《苏轼词》
等读书会 25 场；与永春人民广播电台（FM107.5）
合作开设“和光读书”栏目，先后上架《约翰·克里
斯多夫》《被讨厌的勇气》等 10期内容。

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和光早读课”上线，
邀请厦门大学教授李晓林、国家话剧院演员田征
等数十位带读人，一人推荐一首诗词或文章片
段，借助微信群约请早读。同年 6 月，开办“和光
夜读”栏目，先在线上分享数期书本内容节选，再
在线下读书会现场讨论读书体会。推荐人多立足
自身专业选择书目，比如文学、医学、心理学、人
类学、哲学、地理学，也有些出自个人喜好，比如

音乐、建筑等。“作为推荐人，有机会先学先用，感
觉特别好。”永春一中教师刘玲玲推荐的是《地理
学与生活》这本书，她说，书中的每一个案例都在
增长她的地理素养，“我还顺手从书里整理了几
个知识点给学生，学生也非常感兴趣，他们说很
多原本模糊的东西，这下都明朗了”。

“你来，或不来，和光都在这里。你来，或不
来，都请记得读书。”和光微信公众号“和光 2017”
里的这句话很能触动读书人的心灵，这是几位发
起人的心愿，也是每一位“书童”努力做好这间书
屋的目的。

“赠书也是这些年和光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潘
甘宁说，每一本书都会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和光也
将遵从它的轨迹，与爱书之人在未来同行。每年的
世界读书日、和光周岁日，举办的赠书活动都吸引
了不少爱书之人；此外，已经持续做了 3年的高考
送书活动（6月10日—9月1日）专为高考生而设，考
生只需出示准考证，就可以从和光免费挑选任何一
本书。“我去年是高考生，来和光挑了一本书，今年
我是和光‘书童’，我来组织送书活动。”正在三明学
院就读的大学生陈洪垒说，这种感觉很棒。

心之所向和光同行
2019 年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和光公益书

屋引进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的“五四运动百年展”、原创朗诵诗剧《风流，不被
雨打风吹去》，举办读书会《曹七巧的“地母”根芽》
和专家分享会《新文化运动时期“费小姐”的争得、
护持与“出让”》；2020年，“书童”徐丽芳、刘世昌等
人策划和光戏剧节，历时三个月，从“解放天性”到

“即兴戏剧”，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生魏妙
妙的分享会《门道里看电影》到《孔乙己》等节目的
路演预热，以及压轴出场的《咱永春》等自编自导
自演剧目的展演，吸引了不少书友和市民。

“永春有千年历史，留下许多人文古迹，值
得我们去了解、挖掘、整理。”2020 年 8 月，周琪
筝、黄力生、康秀梅等人选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永春文庙作为入手点，地方文史爱好者
分别从文物、历史和人文故事等方面着手，历时
一年，为永春文庙创作了一支视频、一份折页，并
发展了一支志愿讲解队。

今年 8 月，《呼兰河传》读书会在三明市清流
县龙吟静室举行，主讲人兰茶英化身抒情诗人给
当地及远道而来的几十名书友开了一场散文诗
式的读书会。“清流的这场读书会也是和光在永
春之外开启的首场读书会，我们希望借此与更多
不同地方的书友结识、同行。”康秀梅说。

“用双脚去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古城多一
点。”和光公益书屋六周岁系列活动首场“漫步桃
源古地 city walk”活动刚刚落幕。“特别感动，今
天去的打卡点之前都没有去过，环翠亭听人介绍
过，神往已久。”任职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的新
永春人唐宝华意犹未尽。

“如果有一片土地，我们不仅可以种花种菜，
还能感受四季更迭、万物生长。”永春县交通局邱
丽琼的这个想法很快也实现了。在和光乐园，一
块小小的土地慢慢被一群毫无耕作经验的人玩
出“乐园”的诗意与惬意。“两个孩子天天都想到
乐园来。”永春三中老师潘晓虹与两个孩子成了
和光乐园的常客。

而 2023 年春节开启的和光·花石站是和光
公益书屋走进社区的第一个常设点，它位于桃城
镇花石社区金榜堂，常设有免费阅读空间、书法
室和茶室等。“走进社区可以更好地带动在地的
阅读氛围，也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到和光的活动
中。”“书童”林紫萍、潘甘宁说，半年多来，这里举
办了读书分享会、魏晋六朝诗文诵读会、儿童节
游园活动、花田音乐会等。

“写作是和光坚持推动的另一件事。”梁白瑜
说，如今在“和光 2017”微信公众号上，已经发布
了 300 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是作者们的记忆、体
悟与思考。“文字是另一种形式的记忆，当你错过
写下最初感觉的时机，过后那感觉就会消失得无
踪了。”“书童”郑小宽这样说。

“让书香成为新时代最清新的气息，让读书
成为新征程最美丽的风尚。”和光人表示，将尽他
们的微薄之力带动更多人一起阅读，一起写作，
一起做公益活动，一起分享各种喜悦。

一间书屋 涵养一座城
□本报通讯员 苏福彬 本报记者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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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和光公益书屋阅读的读者
② 和光戏剧节路演现场
③ 和光公益书屋在永春云河谷举行读书会。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④ 和光公益书屋开放日，小朋友在书屋阅读。
⑤ 和光公益书屋（花石站）分享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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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位于永春交通大桥桥头的和光公益书屋

里，溢满花香，三五读者正捧书阅读，沉浸其中……自在、

静谧、温馨、惬意，一道清雅的文化风景线在永春县城里

徐徐展开。

与书籍结缘，书香漫山城。从 2017 年 10 月和光公

益书屋在闽南山城永春创建并扎根至今，6 年，2000 多

个寻常日子，和光与书友同行，携手共筑阅读的美好精

神空间。

定位“纯公益 深阅读”，和光公益书屋由民间志愿者

自主发起创立、自主维护，精心而富有创意地运营推动，

从当初一间书屋延展至城乡结合阅读室，从个体阅读到

名人分享阅读体会感受，从单一阅读平台发展为和光公

益团队，线上线下深阅读相结合，让上万永春人在闲暇时

多了一个静心阅读充电的好去处，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滋养精气神的心灵港湾。

正风气，正能量，正引导。一本好书，打开的不仅仅是

思想的维度，更是文明的气息、文化的氤氲。

一座城，因阅读更充满人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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