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网络上，有人炫车，有人

炫包，但你见过炫书的吗？近

日，一个网名为“重庆苇子”的女

生在网上“炫”了自己的 3000 多

册藏书。帖子发出之后引发了

极大的关注，“苇子”也迅速走红

网络，网友们纷纷喊她“炫书女”

“书二代”“藏书妹”……

“苇子”是重庆龙湖巴蜀中学

的一名高三女生，说起“炫”书的

初衷，她说：“一些‘90 后’‘炫富’

事件让我很不舒服，因为自己也

被贴上了‘90 后’的标签。我想

了想，他们炫耀的是物质，我就

用 文 化 来 回 应 。 正 好 家 里 有

3000 多册书，我就发了一个这样

的帖子。”

“苇子”炫的书是父母在上

世纪 80 年代从旧书里淘来的，很

多还采用古旧的繁体排版。“苇

子”18 岁生日时，父母把这些书

当 做“ 成 年 礼 ”送 给 了 她 。 从

此 ，这 些 书 成 了 她 的“ 私 有 财

产”。2 月底，名为《我家没有宝

马车，只有藏书数千卷》的帖子

“问世”了。据“苇子”介绍，她

把这个帖子发布在了很多论坛

上。仅仅在网易论坛，点击数

已超过 14 万次。

“前一段时间，历史老师提

到了某个皇帝，班里的一个男生

居然说出了一大串皇帝妃子的名

字。这些信息来源于电视剧，但

被当做常识用了，这是很奇怪的

现象。”“苇子”一脸无奈地说，

“穿越、后宫、综艺……似乎成为

‘90 后’的标志。其实我觉得我

们也是被动接受这些的。现在

一些商家用这些包装精美的电

视剧来不断吸引我们，再经过娱

乐圈的放大，似乎成为一种流

行，年轻人就要接受这些。”

“苇子”认为，这些信息很多

是在宣扬拜金主义、娱乐精神，

“90 后”受其影响，把很多好东西

丢掉了，“炫富”事件就是一个例

子。她认为倡导读书有可能纠

正这种不良风气：“我觉得经典著

作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比如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虽然写

的是战争，却在宣扬和平的理

念。”她说，上大学后，自己的时间

会比较充裕，要静下心来多读书，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把书拿出来，

实现共享。

重庆大学教授周庆行认为，

与“炫富”不一样的是，“炫书”更

多的反映出一种文化追求，强调

的是精神文明的积累，这对个人

修养的提升、社会风气的净化是

有好处的。因此，大家对“炫书”

这件事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对

于社会上爱读书的事情，应该多

多鼓励。但是，“重庆苇子”也要

端正自己的心态，“炫书”之后，

更重要的是潜下心来好好读书，

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才能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到更多

读书带来的乐趣。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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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明文化节在开封开幕

陕西渭南“一元剧场”向县区延伸

“真人图书”：从读书到读人
本报记者 刘 婵

公共文化建设为泉城百姓带来实惠
陈炜敏 孟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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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

陌生，但是没有书、只有人，而且

每个人都被当做是一本书的“真

人图书馆”（living library），你去过

吗？与传统图书馆类似的是，这

里也借“书”，只不过这些“书”是

活生生的真人，读者可以根据需

要预订不同的“图书”，并进行交

流 对 话 。 这 个 源 于 北 欧 的 新 形

式，已 经 在 国 内 依 托 于 大 学、书

店、图书馆等平台悄然兴起，相继

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

地。而这种方式，或可为传统图

书馆提供服务公众的新思路。

每个人都值得“被阅读”

2000 年 1 月，在 丹 麦 哥 本 哈

根，罗尼·艾伯格等 5 位年轻人创

立的反暴力非政府组织在罗斯基

德音乐节上现场出借 75 名真人书

与观众互动，包括脱衣舞女郎、警

察、女权主义者等，其宗旨就是反

暴 力 和 鼓 励 平 等 对 话 。 此 后 数

年，这种通过对话促进不同群体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真人图

书馆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近几年

开始在国内出现。

与国外把社会弱势和边缘群体

作为真人书不同，在中国，真人书的

构成更加多元，普通人的一段经历

或者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交流内

容。真人图书馆通过网络征集、朋

友推荐等方式收集“图书”，再根据

读者预约情况免费“外借”。有些热

门书籍会同时被多人借阅，这样的

阅读活动类似于“读书会”。

“普通的图书只是大概介绍，

它不会知道你的兴趣点在哪里，

真人书就可以了解到你最关注的

地方，着重介绍，让阅读更有针对

性。”因 为 觉 得 新 鲜 而 跟 着 朋 友

“借书”的郭志年表示。

苏曼是一家培训机构的对外

汉语老师，在成都真人图书馆以

“ 职 业 选 择”为 主 题 的 阅 读 活 动

上，她是一本对外汉语“书”。她

说，这是一种新颖的交流方式，让

对此有兴趣的人了解这个职业。

而曾作为广州真人图书馆“图书”

的心理咨询师大雁说：“在平日的

工作中，我们是一对一地探讨咨

询者的内心，但被‘阅读’是多维

度的交流，在不同读者的多元思

维冲击下，我的脑子里也产生新

的思想，这对我的生活和未来的

工作都很有启发。”

“每个人都是一颗星，在茫茫

宇 宙 中 独 闪 耀。”这 句 话 是 北 京

“ 星 辰 海”真 人 图 书 馆 名 字 的 由

来，馆长李星凝认为，每个人都有

自己独特的经历，都可以读别人

或者被别人读。与以名人撑台的

沙龙、讲座不同，李星凝希望真人

图书馆可以成为一个属于普通人

的平台。同样，举办过真人图书

馆 活 动 的 刘 琼 雄 也 认 为：“ 每 本

‘书’身上有着各自特色的标签，

并且很愿意与他人分享，但必须

强调的是，这里的‘书’都是普通

人。我们不请明星、名人，是想通

过这个活动告诉大家，你身边可

能就有一本值得读的‘书’。”

资金和“馆藏”都是问题

真人图书馆多为社会组织和

个人主办，“图书”借阅免费，每次

阅读活动还需要场地。那么，他

们依靠什么来维持运行？

据了解，成立较早的上海真

人图书馆“生命图书馆”每场阅读

活动需要 5000 元至 6000 元经费，

目前全靠公益创投资金支持。他

们参加上海市民政局举办的上海

社区公益创投大赛，获得 17 万元

资助。这也是很多真人图书馆募

集资金的方式。而北京“星辰海”

真人图书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创

办者个人出资。“为了维护图书馆

运行的独立性，我们没有采用创

投资金，但一直依靠个人资金也

不 是 长 远 之 计。”馆 长 李 星 凝 表

示，他们在坚持真人书阅读免费

的基础上，将依托已开放的实体

图书馆开发收费项目，也就是读

“书”之外的额外需求需缴费，比

如课程所需的材料，在实体馆购

买咖啡、借用场地等。

刚刚成立的成都真人图书馆

负责人汪玮表示，他们不会排斥

与商业的合作，将以广告赞助和

活动外输为资金来源，比如将真

人图书馆搬到户外，成为某些大

型活动的一部分。当然，邀请方

是要付费的。

但是，在参加过真人图书馆

活动的人看来，这种做法让号称

公益的真人图书馆“变了味儿”。

而李星凝表示，“星辰海”的免费

分享活动还是会一直做下去，收

费项目是为了维持免费项目。

除了资金问题，“馆藏”和读

者也令图书馆头疼。举办过真人

图书馆活动的广州荒岛图书馆吴

岱乔说，举办一次活动不难，活动

现场反响也很好，但由于这一概念

在国内还没有普及，再加上组织者

自身的影响范围和资源都有限，活

动所招募到的真人书志愿者，多数

是有着让人向往的特殊经历的年轻

人，借阅者也多是年轻的“文艺分

子”，这样一来，大家所能交流的

内容就会有限，也容易重复。

这一问题并非存在于荒岛图

书馆一家，曾主办过真人图书馆

活动的长春皇后咖啡馆店主方言

说，要招募到一本好的真人书非

常困难，很多人不习惯向别人述

说自己的故事，也不是所有人都

愿意做免费被借阅的志愿者，而

有意愿的人却不见得有能力与他

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就遇到过

这种情况：真人书面对借阅者时

所说的内容，远远不如面对她时

说得精彩。

可成为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

子 舟 认 为 ，从 知 识 资 源 的 角 度

看，真人书与文献信息有着许多

不同特点，传统图书馆可借鉴真

人图书馆服务形式。因在社会上

享有较高的公信力，传统图书馆

也更易于征集真人书志愿者，这不

仅有助于开发读者知识资源，而且

还能增强自身活力、扩大服务功能，

为社会拓展公共知识空间。

据了解，从 2005 年开始，许多

国家的图书馆开始举办真人图书

馆活动，并将其植入图书馆服务

中，如丹麦哥本哈根公共图书馆、

瑞典马尔默市图书馆等。2008年，

真人图书馆登陆美国，活动举办地

为美国加州圣摩尼卡市公共图书

馆，当时有14本真人书可以出借，内

容主要包括佛教徒、素食主义者、知

名出版家、无家可归的妇女等。

在国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

经试水真人图书馆服务，校长仲伟

合成为第一本真人书供学生借阅

1 小时。继校长被借阅之后，学校4

位教授也成为馆藏“入库”，每本

“书”都有书名、书摘、标签、馆藏地。

广外图书馆馆长伍方斐说，在互联

网时代，实体图书馆需要提供更加

人性化的服务吸引读者，不仅可以

读书，还应该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此外 ，有 专 家 提 出 ，真 人 图

书 馆 运 动 兴 起 的 初 衷 是 力 图 通

过这一形式促进公 民 之 间 的 对

话，减 少 社 会 偏 见，这 也 是 真 人

图 书 馆 能 受 到 社 会 各 界 重 视的

重 要 原 因，因 此，传 统 图 书 馆 开

展 真 人 图 书 馆 活 动 时 ，还 应 该

保持这一特点。

大剧院、美术馆、图书馆、群

众艺术馆建设正如火如荼，泉城

公园文化艺术中心也正在加紧筹

备中；2012 年“公共文化服务走进新

农村”于近日拉开序幕，“欢庆十八大，

喜迎十艺节”广场文化活动也将

启动；在近日闭幕的山东省济南市

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市政府把

加快推进基 层 文 化 设 施 建 设 和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免 费 开 放 列 入 为

民办好的十件实事中……当前，

济南市文化强市建设正在有序展

开，文化的创新服务能力和经济

贡献率大幅提升，日益完善的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让 泉 城 市 民实

实在在享受到公共文化建设带来

的实惠。

提高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质量

前不久，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免

费艺术培训班舞蹈班的几名学员，

相约来到了济南西客站附近的省会

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工地。他们想早

一点看看艺术中心的新位置，想象

着以后能在宽敞明亮的舞蹈厅里

排练舞蹈，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近年来，济南市坚持政府主

导，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

务网络建设。2013 年，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将在山东举办，作为“十

艺节”主场馆，总建筑面积 62.5 万

平方米，包括大剧院、图书馆、美

术馆、群众艺术馆的省会文化艺

术中心将在济南西部新城核心区

建成，为广大市民提供图书借阅、

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培训辅导、

论坛讲座等多项文化服务。

本着使市民就近享受文化生

活的原则，济南市计划投资 1300

万 元 对 北 洋 大 戏 院 进 行 升 级 改

造，并准备在泉城公园西北角新

建文化艺术中心，中心将设有艺

术品展示厅、群众艺术培训厅、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公益演讲

室、音乐表演室、摄影室、艺术家

工作室及 600 个坐席的小剧场等，

中心前面还有功能齐备的露天广

场，适用于组织群众文艺活动。

此外，根据济南市政府提出

的在今后 5 年“采取市场化办法，

动员社会力量建设 100 所不同门

类、各具特色的博物馆”的要求，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目前正在

组织编制《百座博物馆建设实施

纲 要》，将 组 织 力 量 进 行 深 入 调

研、论证，动员各部门、企业、社会

团体及个人结合自身特点，建设

不同类别、各具特色的博物馆。

形成“十分钟文化圈”

尽管济南十六里河大涧沟村

的电子阅览室已经有 30 台电脑，

但也常常座无虚席。这个投资 24

万元、山东省最大的农村电子阅

览室设置在文化大院里，村民走

过来用不了 10 分钟。依托文化大

院，大涧沟村还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组建了秧歌队、合唱

队、乐队等特色文化队伍。他们

还注重完善文化大院的教育和服

务功能，通过聘请专家讲座、网络

媒体教学等多种形式，定期组织

家政、手工艺品编织、科学种植养

殖等技能培训班，实现了“月月有

活动，逢节有主题”。

近年来，济南市不断加大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十分

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

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正在逐

步形成。自 2011 年初以来，市财

政投入 5600 万元对县、区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实施了“以奖代补”的

政策，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

签订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目

标责任书。同时，为了进一步带

动基层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济南

市还将于近期组织开展创建基层

群众文化活动示范点工程。

打造文化惠民品牌

近日，2012 年济南市“公共文

化走进新农村”专场文艺演出在

平阴县孔村镇的农村文化大院广

场中精彩开场，2000 多名老百姓

赶来观看了演出，他们说：“现在

的 文 化 活 动 真 丰 富 ，天 天 像 过

年。”由市文广新局主办、市群众

艺术馆承办的“新市民新课堂”公

益性艺术辅导培训已经是济南市

民的“老朋友”，这个面向全体市

民的公益性免费艺术辅导培训，

自 2007 年开始已举办 5 年，先后

培训 400 余班次，参加免费辅导培

训的市民逾 2.5 万人次，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今年 4 月，济

南市文广新局还将举办“欢庆十

八 大，喜 迎 十 艺 节”广 场 文 化 活

动，使广场文化活动成为响亮的

文化活动品牌。

根据群众文化的特点，济南

市策划组织了各类文化活动，有

意 识 地 培 育 和 打 造 本 土 文 化 品

牌，吸引市民热情参与。他们一

直把文化惠民作为文化服务的着

眼点，强化公益性均等性文化服

务，针对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进

城务工人员等实施了一系列惠民

措施，包括公益演出下基层、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农 家 书 屋 建 设、公 益 文 化 培

训、主题广场文化活动创建和文

化遗产综合提升工程等。今年，

他们还将在全市实施“十大文化

惠民行动”，以此满足人民群众的

文化需求。

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课余及假期的家庭教育难、文化生活枯燥等问题，山东省蒙阴县建设了 15 个“乡

村少年宫”，广泛开展德育、艺术、社会实践等活动。图为在蒙阴县桃墟镇中心小学“乡村少年宫”，同学们在

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洋镇农民载歌载舞，庆祝一年一度的

桃花节，迎接四方游客。图为北洋镇前蒋村农民在桃花丛中表演腰鼓。

新华社记者 王小川 摄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2012

中国清明文 化 节 在 河 南 开 封 开

幕，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与河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将 持 续

到 4 月 10 日。戴柳帽、插柳枝、

迎新火，百名学生吟赋新火……

开幕式上的一幕幕迎春表演，燃

起 了 游 人 拥 抱 春 天 的 美 好 愿

望。随后，舞龙、盘鼓、柳娃、杨

家枪等方阵的表演重现了千年

前的迎清明民俗风情，不时有开

封市民和游人加入到踏春巡游

的队伍。

百 名 浙 商 身 着 宋 朝 员 外 服

饰，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浙商金

春星说：“在这里看到了原汁原味

的 清 明 民 俗 ，过 了 一 把‘ 员 外 ’

瘾。”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卡扎克

一家也对这中国传统节日表示好

奇。“人们身着宋装表演，这太有

趣了。”父亲吉姆说。

中 国 文 联 副 主 席 冯 骥 才 表

示：“在开封诞生的《清明上河图》

与《东京梦华录》为中华民族留下

了大量的清明记忆。清明时节，

我们在这里仰慕先贤、慎终追远，

打造清明文化品牌，对增强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信意义深远。”

除踏春大巡游外，文化节上

还将开展包括“全国秋千山花奖

大赛”“百名浙商看开封”“2012 中

国（开封）清明文化论坛”“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展演大会”

等 14 项活动。 （桂 娟 刘 伟）

本报讯 陕西省渭南华阴县

的戏迷们几天前过了一个快乐的

“节日”，由市、县政府联合举办的

“一元剧场演出周”在当地剧院首

次亮相，渭南市秦腔剧团和华阴

剧团演员联袂表演。彰显地方特

色的演出不仅赢得台下观众满堂

彩，也让参加演出的演员感触颇

深，华阴剧团演员苏随民说，能够

通过“一元剧场”的形式与众多戏

迷在家乡剧院见面，是他期盼已

久的事。

这是陕西渭南特有的文化品

牌“一元剧场”向基层延伸的具体

举措，它让多年不演的好戏和多

年看不上戏的当地戏迷们在县剧

院再次“喜相逢”。今年以来，渭

南市深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建

设，把“一元剧场”演到了县区。

为调动剧团下基层演出的积极

性，政府对县（市、区）剧团在本地

的演出每场补贴 3000 元，对市级

剧 团 下 乡 演 出 每 场 补 贴 2000

元。据了解，从今年起，渭南市

将 每 年 拿 出 3000 万 元 ，专 门 用

于 引 导 扶 持 全 市 公 共 文 化 服务

项目、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文化精

品工程建设以及重点文化企业发

展，并建立财政性文化投入稳定

增长机制。 （程 新）

天津大港民间艺人有了自己的“家”
本报讯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

民间艺术品协会日前正式成立，协

会旨在搭建大港民间艺术家之间相

互交流的平台，努力传承并推动大

港民间艺术的发展，为大港的民间

艺人们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此次成立的大港民间艺术协

会已吸纳会员 60 多名，传承的民

间工艺项目包括剪纸、布贴画、

芦苇画、麦秸画、泥塑、手工编织

等多个艺术门类。“ 协会成立的

目的在于团结大港的民间艺术

家和民间艺术爱好者，努力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大港民

间艺术品协会主席王桂然说，协会

还将积极开展民间艺术的交流、展

览、表演、研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逐步推广大港民间艺术。据悉，大

港民间艺术品协会将在 5 月举办

首次展览。 （王 然）

本报讯 （记者马霞）4月2日

是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诞辰

日，也是“国际儿童图书日”，如何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并引导他

们多读书、读好书，不仅是家长和

老 师 的 责 任 ，也 是 全 社 会 的 责

任。日前，北京首都图书馆特别

策划推出了“书香暖童心，阅读促

成长”国际儿童图书日主题活动，

来自北京市劲松第四小学的近

1500 名学生通过看电影、读好书、

与名家面对面等多种形式，丰富

自身知识、享受阅读乐趣。

启动仪式上，孩子们用朗诵、

舞蹈等形式为首图国际儿童图

书日活动拉开帷幕。首都图书

馆向劲松第四小学赠送了 200 本

《童年书缘》，这是由首图编辑推

出的一本少儿写作类读物，内容

均是参与首图少儿活动“今天由

我讲故事”的小读者的阅读趣闻

及感悟，孩子们用自己的视角讲

述了与阅读和图书馆有关的故

事。活动中，著名作家、中国安

徒生奖获得者张之路及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冰心儿童图书奖获

奖者安武林与孩子们面对面交

流 ，分 享 他 们 的 创 作 感 悟 与 心

得，并指导学生们如何进行文学

创 作 。 此 外 ，孩 子 们 还 参 观 了

“ 北京精神”主题展及社区数字

文化站展示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