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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是一种雅集
■本报记者温新红

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大学农园，十几个学
生在一起读福柯的书，后称为福柯小组。他们中
有李猛、强世功、郑戈、赵晓力等，都在学术界很
有一番成就。在赵聚眼里，福柯小组是学术界的
传奇。

出版人、藏书家吴兴文在台湾也办过一个读
书会。他当时在一家出版公司，认识很多常常买
书、不同职业的人，于是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后
来得到著名作家林海音以及一些学者的支持。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阅读大国。作家、学
者刘柠以其对日本深度细致的观察著称，他介
绍，日本的读书会非常有传统，有的读书会甚至
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日本一些大家、作家的回
忆录，都有自己青年时代加入某个读书会、学习
会的经历。

刘柠自己参加了三个读书会，都与中国问
题有关。读书会成员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
教授，《朝日新闻》报社记者等，都是中国问题的
资深专家。他们定期举办读书会，方式是每个人
各自读不同的书，然后就一个主题讨论。

“读书是一己之事。但读完书后，可能愿意
和别人交流一下。”作家止庵认为，交流有两种，
一种各读各的、各自谈各自的，另一种是大家约
好了读一本书再深入探讨。这两种方式，他更倾
向于后一种。

止庵曾和作家张悦然办过两次两个人的读
书会，第一次是各自看一本书，讨论了三四个小
时；第二次是就四本书谈的，之后整理成文发表
在《鲤》杂志上。

“应该讨论的是一本书好在哪儿，作者的心得
在什么地方，真正有意义是在这儿。比如一本书写
得好，我给大家念一段，或者谈谈这个细节为什么
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止庵认为，读书会不宜过
大，10 人左右比较合适，人多的话，不但共同读一
本书不大可能，而且讨论也不能深入。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从另一角
度表达读书空间问题，他认为，有的读书会能盈
利、有运营收入，还与品牌、名人挂钩，这不是发
展方向，“读书会属于个人生活，可以不要造势，
不一定要搞多大的场面。我更赞赏纯公益组织

起来的”。
“读书会是一种雅集。”止庵说，他建议把形

式弄得多样一点，比如可以把读书会放在旅行
里，大家去一个地方读这个作者的书。

刘柠很认同读书会，他认为分享是一种快
乐，这种分享需要借助于媒介，以媒介为通道或
平台分享读这本书的快乐或者不快乐，互动能
激发出创意和思想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会
非常必要。”

就目前国内读书会的阅读内容来看，有读
国学经典、人文社科经典书，也有读家庭和儿童
教育方面的书，还有读与自己职业提升有关的
书等等。

对此，止庵认为，读书应该读非实用书。“实
用的书，不用人去组织，他自己就会读，提倡这
个没意义。”止庵说。

“读书应该读没有实际用处的书。这是读书
会的前提。”因此，止庵说，如果太忙碌就没精力
读书，“读书慢慢会成为生活中比较奢侈的行
为，应该是有钱、有闲之后。”

仅一成多民办博物馆合格

《民办博物馆规范化建设评估报告》于近日
公布。本次参评博物馆共涉及 21 个省份 418 家，
占全国民办博物馆总数的 64.6%；评分指标体系
包括法人治理、业务活动、诚信建设、社会评价等
指标，总分为 1000 分。

本次民办博物馆评估得分均值为 458 分，得
分在 800 分以上的仅有 4 家，得分在 600 分以上

（或可视为“及格线”）的占 13.6%。
文物藏品真假不清和来源不明情况普遍存

在。由于藏品主要源于民间，来源是否合法大多
只能靠收藏者自证。专家指出，虽然这种现象仅
在以文物为藏品的民办博物馆中比较突出，但由
于社会关注度高，往往影响到整个民办博物馆的
品质和形象。

点评：民办博物馆的问题有自身的，也有政
府管理、政策的因素。不过，民办博物馆和大众关
心的是，评估报告后相关部门有什么措施加强管
理并给予扶持。

综艺节目“童星”频现

近年来，因为综艺节目而走红的“童星”也越
来越多。《超级演说家》新一季中就出现了掌握多
门外语的 11 岁“小神童”，《笑傲江湖》中两个 6
岁的小相声演员也具有超高人气，而在《出彩中
国人》中，之前两位人气小选手张峻豪、希希却止
步半决赛。

此现象也引起了一些教育专家的注意，有
专家认为，既不能一味反对家长带孩子上电视，
也不能随意赞成：“这个度掌握在家长手中。”比
如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抗压能力和自我心理调节
能力比年幼的孩子强，适当地让他们在舞台上
锻炼自己是可以的。但家长还是不能低估电视
的影响力。

点评：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在舞台上 PK，
这是电视节目要达到的效果，所以，家长要考虑
的是，这是你们要的吗？

“国产长寿剧”市值排行

日前，网络流传开一份国产长寿剧的市值
排行榜，榜单上共罗列了十部国内观众们耳熟
能详的长寿剧，《乡村爱情》《爱情公寓》《还珠格
格》等赫然在列，这些长寿剧的市值远远超过观
众想象，比如排名第一的《乡村爱情》系列市值
高达 3 亿。

在这份长寿剧前十名单中，每部剧的市值都
过亿，榜单是否对这些长寿剧的市值进行了高
估？对此，业内人士称成功的长寿剧其价值确实
要远远高过一般的电视剧，“关键点在于品牌受
到观众和电视台认可”。因此，这些长寿剧越到后
面购片价甚至会翻番，因为对于播出方来说，面
对观众只要亮出剧集名字就有不言自明的宣传
效果。拿《爱情公寓》来说，从第三季开始，后续的
剧集完全是粉丝“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点评：不受人欢迎也不可能长寿。长寿剧不
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但肯定会有它的“铁粉”。因
此国产长寿剧的题材也应该多样些，如美剧一样
类型剧齐全，总有一款适合观众。

20 多家小说网站因涉黄关停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国家“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办公室决定自 4 月中旬至 11 月，开展打
击网上淫秽信息的“扫黄打非·净网 2014”专项行
动。

据悉，目前已有 20 家以上的网络文学网站
无法访问，包括百度的多酷书城、3G 书城、看书
网、幻剑书盟等。

新浪读书频道在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因
近日新浪读书频道出现涉嫌不良内容作品，为维
护洁净网络环境，频道决定暂时关闭，开始进行
自查自纠行动，将针对个人作者和第三方团签的
不良作品筛查清理。

点评：网络文学是一种非常草根的文学创作
方式，出现了许多精品，但问题也很明显。希望通
过此次专项行动，网络文学能够去莠存良。

浙江万人齐唱《牡丹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
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4 月 12
日，伴随着优美的唱词，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
录在浙江西南部的山城小县遂昌诞生。

一出万人齐唱《牡丹亭》的好戏正在这里上
演，透过装点成徽派风格的大屏幕，来自学校、乡
村的演出画面、声音和平昌广场的演出者同步呈
现。他们当中，有耄耋老者，也有弱冠少年；有社
区昆曲爱好者，也有机关单位的志愿者。清丽婉
转的唱腔，让现场观众着实感受了一把别样的文
化韵味。

点评：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其重点不在于
万人齐唱的形式，而在于内容。无疑，昆曲《牡丹
亭》已在这里扎根，也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

文化微议

栏目主持：喜平

浙江万人齐唱《牡丹亭》

据统计，在北京公
开活动并有名称的读
书会有 145 家，其中活
跃度比较高的超过 60
家。而仅限于朋友之
间、不公开活动的读书
会则无法计数。

读书会：以读书的名义相聚
■本报记者温新红

本报讯 4 月 11 日上午，“2014 北京书市”开
幕式暨“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
朝阳公园举行。

开幕当天，参展出版单位摆出的
图书将公园南广场挤得满满当当，看
书、买书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各展位
前，记者注意到，经典名著、健康养生
等书籍吸引了不少老年读者，而内容
丰富的外文原版书则引发了很多年
轻人争相购买的热潮。

据悉，北京书市已连续举办多
年，是北京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一项品牌活动。今年的北京书
市以“共享全民阅读，同绘中国梦

想”为主题，是历届中规模最大、参展出版社
最多、品种最为丰富的一届。书市联合了国内
百余家大型出版发行单位，集中展销 30 多万

种中外文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推出
近百场文化活动，与广大爱书人共度“老百姓
的读书节”。

书市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通过
优秀出版物的展销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享
受到阅读和淘书的乐趣，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深
入开展，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开幕式过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孙寿山参观了书市现场。在一个民营发行公司展
区，孙寿山翻看了《百家姓》《三字经》等儿童读物。
他表示，这些经典之作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很有
意义，这里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以及做
人的行为规范。

在得知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出版单位参加

此次书市后，孙寿山指出，目前北京市这样的出
版单位数量不少，总局对于转制到位的出版单
位，已经放开了书号等方面的限制，这些出版单
位需要通过多出好书来做大做强。

当天，“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也正式启动。
该活动旨在进一步落实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
署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努力建设“书香
中国”的部署要求，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好
书”的良好舆论氛围和文明风尚。

在该活动中，国内新闻记者将就“书香中
国”“书香城市”“书香品牌”的建设，到地方进行
深入采访，从多层面、多视角解读剖析并推动群
众阅读的发展，在全国媒体上掀起“书香中国”
宣传热潮。 （张文静）

共享全民阅读 同绘中国梦想

北京书市暨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开幕

北京书市开幕当天现场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4 月 12 日，一场特殊的聚会在北京腾讯小
剧场举办。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这场名为

“2014 北京共同阅读促进大会———暨首届民间
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的会议，其主角是民间读
书会代表。

什么是民间读书会？他们如何开展读书活
动？成立读书会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蓬勃发展的读书会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刘涛和几个朋友
到北京郊区游玩，不同于其他人，他们带了朱熹
的《论语集注》，准备在风景宜人的地方一起读。

事实上，刘涛说，他们会定期一起读书的 5
人都是从武汉的大学来到北京。一年多前，他们
约定每周或者每两周进行一次读书活动，有时在
餐厅，读完就吃饭，有时在朋友公司的办公室。

同道读书会的发起人赵聚最初也是和朋友
这样一起读的。

2008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赵聚很留
恋那些读书的日子。于是，就相约和几个熟悉的
朋友一起读书，那时，他们读的是《论语》《老子》

《左传》等。
“所谓民间读书会，就是指由民间主办的读

书会。”赵聚告诉记者，民间读书会并不是新创
的。大学里讨论会或者老师组织的学生读书会，
可以说都是民间读书会的源起。

像早在 2001 年成立的清华西麓学社、2002
年成立的北大耕读社等，都是较有影响和规模
的读书会，他们依托于大学，为后来民间自发组
织读书会打下基础。

赵聚作为组长和其他几家读书会的朋友花
了几个月时间，为此次大会共同撰写了《北京民
间读书会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据
他们调查，2007 年新知读书沙龙是较早的自发
组织的读书会，之后民间读书会呈增长趋势，
2010 年后已是蓬勃发展的状态了。

据统计，在北京公开活动并有名称的读书
会有 145 家，其中活跃度比较高的超过 60 家。
而像刘涛他们这样的仅限于朋友之间、不公开
活动的读书会则无法计数。

参与的感觉无可替代

学者杨早和书店经营者邱小石、媒体人绿
茶三人创办了阅读邻居读书会。杨早认为读书
会最好是每次十二三人，以便“深度地参与”，

“到阅读邻居来，只带耳朵是不行的，你要推荐
你认为的好书，要看过本期讨论的书并发言”。

“深入阅读，格致自我。这是我们的理念。”
赵聚告诉记者，意思就是要改变和提升自己。深
度阅读，读有深度的书，深度参与，从知识、思想
上有所提升。

2012 年，赵聚开始用“同道读书会”的名称
组织活动，他们对读书会的想法也日益成熟。

他们的精读会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解
性阅读阶段和反思性阅读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进入文本，第二个阶段是从文本走出来。如果用
四周读一本书的话，第一个阶段要用三周时间，

“因为进入文本不容易。”赵聚笑道。
读书会不设主讲人，全部是由参与者分享，

参加的人数一般 10～15 人，每个人都要就书讨
论。

杨早认为“参与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也会
促使人对要读的书产生更深层的兴趣”。

与深入阅读、每个人都参与的分享不同，许
多读书会还采取由一个嘉宾开讲座或者几个嘉

宾讲解点评等方式。
因嘉宾多是国内知名学者或者商业精英，

所以这种交流方式也受到许多“追星”读者的欢
迎。

《报告》调查显示享受与他人思想碰撞和平
等对话、收获名家学者思想等都是读书会吸引
大家的重要因素。

从小众交流到大家分享

爱思想读书会发起人王大鹏第一次在豆瓣
上发布读书的消息，就有 30 多人参加，那是
2012 年 8 月，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读的是罗素的
名著《西方哲学史》。

王大鹏说自己组织读书会是“为了满足个
人的愿望和想法”，那时他刚刚博士毕业，希望
把在学校里的讨论会带到社会上。他的理想状
态是，不同专业的人在学院外一起读好书，“这
样可以达到通识教育的效果”。

在建立读书会之前，王大鹏常常在网上和
人交流，总感觉不够深入。现场讨论就不一样，
交流的效果非常好。

爱思想第二次读书会，读的是阿兰·德波顿
《身份的焦虑》，当时去的人比较多，讨论当代人
的焦虑，“大家互相讨论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怎
么应对焦虑。这种讨论不但理解了书，还寻找到

一种交流、促进的方式”。
广州爱读书会发起的 4 人作家麦小麦、黄

佟佟、曾敏儿及策展人姚远东方是关系很好的
朋友，最初只是一个“突发奇想”，可当 10 多位
爱读书的人聚在一起交流时，“大家发现原来我
们用读书这种形式，可以互相了解得这么深，而
且互相可以得到这么多”。

虽然始于 10 多人的交流，但内容分享却不
仅限于此。所有读书会都会充分运用网络的传
播功能。

豆瓣小站、人人小站、博客、微博、微信、电
子邮件等，都是读书会“广告”的主要阵地。他们
既在上面发布信息，同时也把读后的分享内容
写成文章或者做成电子书免费放到网上。

麦小麦说，他们的读书会受到广州媒体的
较大关注，读书会不仅在电视台做过两期节目，
还在媒体上开专栏发表读书会的推荐图书。杨
早称其为“阶梯分享”，“集合众智，已是佳事，能
让更多人分享岂不更妙？”

办读书会难不难

这次交流大会评选出 8 家优秀民间读书
会，从他们的介绍中可得知，多数读书会创办时
都只是几个相识的朋友在一起读书、交流，并没
有长远规划。

不管他们最初如何随意，一旦坚持下来，并
产生一定影响后，都存在如何持续或者发展的
问题。

杨早曾写过一篇《办个读书会难不难》的文
章，“一定要把投入降低”。他认为，一项自发性
的集体事业要想持久进行，一定要将成本降到
最低，这才是“爱美 amateur”（业余）的维持方
法。“希望读书会只是成为生活的一种慢慢推进
的变化剂。”

麦小麦也认为每次读书会只要找一个场
地，不产生什么太大的费用。因他们日益增加的
影响力，对提供场地的单位来说，也是一种宣
传。

赵聚他们在网上调查了近 300 家读书会，
发现很多读书会曾经繁荣如今却一片荒芜，许
多读书会的网媒平台甚至已停止更新。

王大鹏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场地就是一
个大的问题，以前他们没有固定的场所，教室、
宿舍等经常换地方。现在得到了 706 青年空间、
立大空间的支持，场地得以固定。

《报告》中也提到，民间读书会的困局，除了
社会环境和自身的问题外，普通存在的诉求包
括免费的场地提供、资金资助、志愿者的帮助、
优秀成员的加入，特别提到国内的民间读书会
兴趣较晚，管理经验缺乏，组织建设不成熟，需
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