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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欣

2015年的《义字五哥》、2019年的《玩
家》、2022年的《野猫岩》……7年之内3部长
篇小说陆续出版，每一部都广受称赞，这样的
成绩，对重庆北碚区作协副主席万启福来说，
是意外的惊喜。毕竟，已经74岁的他，主要
以诗歌、散文闻名。他在2003年之前从未写
过长篇。长篇处女作写完，他私藏12年，本
没想出版。而如今，长篇小说创作已让他上
了“瘾"。

因在北碚土生土长，万启福笔下的“北
碚”是永恒的关键词。他笔耕不辍、哼哧哼
哧，永远也写不尽的，是烂熟于胸的北碚故
事。这些小城传奇，为万启福构筑起一个气
质独特的文学世界。“人生走到古稀，写了一
辈子东西，写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既然还能
写，我就要坚持。”近日，借新书《野猫岩》出版
之际，万启福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记者：《野猫岩》是你的第三部长篇，这是
一部怎样的作品？

万启福：我的长篇都是有关北碚的“小城
故事”，但《野猫岩》却有不同主题。前两部可
能与当下生活隔得比较远，这次我想尝试现
实题材，思来想去，决定写我熟悉的北碚“三
线建设”故事。书中的时代背景从20世纪
60年代跨越到20世纪90年代，展现了以红
岩机器厂为代表的一系列“三线工厂”的建设
史、成长史、变迁史，也展现了他们与地方企
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红岩厂落址
北碚歇马野猫岩，这也是书名的来历。

记者：北碚“三线建设”为何值得关注？
书写它有何时代意义？

万启福：我生于1948年，青年时代见证
了北碚“三线建设”从零起步。红岩机械厂、
仪表厂、光学厂等工厂，极大地推动了北碚经
济社会发展，也增添了这座小城的文化底
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工厂在新挑战下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至今，歇马仍有各类工业
企业数百家。用文学记录去还原这段奋斗的
历史，既弘扬了时代主旋律，也对未来发展道
路的积极探索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对作家而言，宏大叙事不太容易把
握，您如何把它写得鲜活？

万启福：无论怎样的叙事，核心都在于塑
造人物。《野猫岩》中，我讲述了数十个人物的
成长故事，以此展现其艰苦创业的奋斗精
神。人物塑造好了，就能拉近宏大叙事与读
者的距离。我平日爱观察、积累，几十年来，
北碚所有“三线厂”都去过，熟悉那里的人物，
以及他们的生活。写作时，他们的神态动作
如在眼前，因此我写起来很畅快，读者也觉得
亲切。

记者：你的长篇小说写作起步虽晚却佳

作不断，怎么做到的？
万启福：其实都是练笔之作，初衷为自娱

自乐。如果说成功了，我想首先得益于早年
积累，我母亲非常重视教育，我没上正规大
学，却想尽办法读书，我身边都是爱书的同
学，还常常跑去西师（现西南大学）请教老师，
这样慢慢成了杂家；第二，我坚持写作，不管
写得好不好，坚持写下去就对了；第三，我只
写熟悉的题材，北碚有厚重的文化传统和动
人的历史传奇，家乡是我取之不竭的文学富
矿。

记者：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未来有何
写作计划？

万启福：就像我喜欢看书、吟诗、作赋、喝
茶、种花、捡石头一样，写作就是我的一种生
活方式。我现在常常写作到深夜，累了去小
区转几圈，看看月亮，再回房间，写到一两
点。我不觉得累，乐在其中。《野猫岩》之后，
我还写了“大河三部曲”，准备写一个关于川
渝先民创业的长篇。另外，我还在进行一个
关于方言的写作计划，记录了很多北碚土话，
已有将近十万字。只要生命不息，我就写作
不止。

万启福：专注写北碚的“小城故事”

□本报记者 赵欣

“故园是我写作的根，小人物和故事是我
写作的魂。我在用文字替自己搭建一条精神
回乡的路。”3月12日上午，南岸区龙门浩拾己
书局，新一期拾己故事会上，青年作家吴佳骏
正分享新书《我的乡村我的城》。

同日下午，长江对岸的解放碑重庆书城，
“《大学》的古为今用之法”公益读书活动正在
进行。书香氤氲，十余位书友在阅淘读书联盟
旗下无涯读书会会长南希引领下，从传统典籍
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2022年春天，“全民阅读”已连续第9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放眼当下，各类读书会在
重庆遍地开花，它们主题多元、形式各样，作
家、艺术家、普通书友……爱书人以阅读之名
坐到一起，交流、学习，共同成长。

全民阅读，全民参与。作为全民阅读推广
重要一环，重庆的读书会有着怎样的探索与实
践？如何才能更好发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
进行了走访。

需求旺盛
各类读书会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以读书会的形式开展阅读活动
由来已久。春秋时期，孔子与弟子聚会进行讨
论与学习，被视为读书会的雏形。由此为起
点，千百年来，文人雅聚、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
绵延不断。

国内具有当代意义的读书会最早萌生于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那些曾习
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私人阅读者，基于共
同的阅读兴趣和交流需求，自发形成了各类读
书会组织，伴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广，渐成
燎原之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0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成年国
民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知晓率达72.7%，其
中，本地读书会知晓率高达 26.7%，仅次于
28.4%的机关企业/校园读书活动知晓率。

全民阅读的春风还在不断催生新的读书
会。拾己故事会便是重庆最年轻的读书会之
一。在“艺术让人成为人，故事让人生有趣”的
理念下，拾己书局主理人赵登翠在今年2月开
始“组局”，邀请嘉宾带上作品与读者见面，享
受阅读，畅谈人生。

“为什么办读书会？因为我理想中的书店
不是传统的静态售书场所，而是人们共同阅
读、交流分享的公共空间，身处其中的我们才
不会孤单，才能感受到更多的希望和温暖。比
如这次的嘉宾吴佳骏，他的文采感动了读者，
他的真诚更令人印象深刻。”赵登翠说。

同样年轻的还有重庆阿来读书会，会长瞿
庭涓表示：“2021年底，阿来到重庆参加活动，
诗人李元胜建议，阿来那么多书迷，干脆组织
个读书会，没想到这个随性而至的倡议一呼百

应。看得出，喜欢阿来的朋友都有一起读书、
交流的需求。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全国第一个
阿来读书会。”

2018年3月成立的阅淘读书联盟历史也
不长，却已见证了重庆读书会的快速发展。负
责人梁夏茜介绍，联盟是重庆新华书店线上平
台“阅淘网”创办的社会文化团体，通过吸纳以
读书会为主的各类文化组织开展公益读书活
动，“这些活动是顺应全民阅读推广需求而举
办的，2021年累计办了292场。”

作为阅淘联盟读书活动主要领读人之一，
悦己读书会会长龙文羽这样回忆自己的初衷：

“我爱看书，也爱分享，很多朋友都请我荐书。
他们的需求让我思考，自己能为全民阅读做些
什么。而2019年遭遇的亲人去世更让我认识
到，活着就要做真正热爱的事，于是我在本职
工作之余，开始做起了读书会。”

同样受到需求和兴趣驱动的还有无涯读
书会会长南希，2021年下半年，她辞职全身心
投入读书会运营，“原本在企业也发展得不错，
但我希望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我身边也有
很多同样志趣的朋友，我们决定一起携手，去
帮助和影响更多的有阅读、学习、交流需求的
朋友。”

对于樊登读书会老会员、大学教师董俊红
来说，她的需求很具体：“当时我有了孩子，工
作忙，还在读博士，通过听书来缓解焦虑，我也
慢慢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开始参加线
下读书会活动。在不同的观点碰撞中，认识了
一些志趣相投的书友，我觉得读书会的价值不
仅仅是读书或分享心得，更在于因为读书，我
们找到了可以理解的彼此。”

形式不同
用阅读链接起更多可能

作家止庵认同董俊红的观点，他眼里的读
书会正是这样的存在：“读书会就是一帮志趣
相投的人，其实规模大小无所谓，更重要的是
友谊。”

因为相投的志趣，众多爱书人相聚，阅读
国学经典、碰撞真知灼见、探讨亲子教育……
作为因阅读形成的“空间”，读书会聚集了不同
话语与思想，源源不断地为城市文化建设增添
着书香。如今，移动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
的壁垒，人们的兴趣口味愈发细化，读书会的
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多元。

悦己读书会坚持纯粹的读书分享，短短两
年，已经发展了32个社群6000多位成员。这
个成绩让会长龙文羽颇为欣慰，“我们的理念
就是通过阅读，悦己、悦人、悦心。无论在主场
重庆书城，还是进社区、学校等做活动，我们都
希望引领更多的人回归纸质阅读。”

在北碚，颇有名气的后书时代深阅读读书
会会长杜秀敏拥有文学、心理学、教育学多重
知识结构，以及十余年阅读推广经历，她的思
考更深一层：“信息爆炸时代，阅读变得碎片、

功利、肤浅，阅读本身没门槛，但要真正学习，
阅读必须成体系，我们倡导的‘深阅读’正是基
于此而产生的，希望和‘浅阅读’形成对比。”她
表示，“深阅读”是一种对阅读方法的探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的重点不在
读书本身，而是传授阅读方法和策略，着眼于
解决不同阅读主体身上体现出阅读能力差异
性问题。这些方法古已有之，我们重新梳理、
提炼，从而具备了大众化推广运用的价值和推
动阅读实践的意义。”

着眼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和谐世家读书会，
则更强调通过阅读去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关联，通过建立起更积极的链接，推动社会和
谐发展。2021年9月，南岸区民政局推荐和谐
世家读书会入选了腾讯公益公募项目。“我原
本是做公益的，将阅读活动引入其中后，发现
了新的可能。”会长温晓萍说，她发现阅读有助
于帮助某些群体，“比如重度抑郁患者、濒临离
异的家庭等，通过共同阅读建立深度链接，用
一群人的力量去帮助个体，我们做到了，不但
修复了夫妻关系，还治愈了书友的抑郁症，他
们的人生都重新焕发出生机。”

位于两江新区的樊登书店重庆旗舰店的
线下读书会活动，也希望通过阅读的精细化帮
助更多读者。“疫情之前，我们每周都有固定的
8-12场读书沙龙。”店长雷雨介绍，针对不同
受众主题各不相同，“比如沟通表达、终身成
长、情绪管理、投资理财、亲子教育等，既推荐
书籍，也请老师做分享，这样的细分有助于活
动的延续性，线下沙龙是对听书的补充，也方
便读者形成更完整的读书体验。”

存有短板
身份资质等亟待解决

阅淘联盟与众多读书会打过交道，负责人
梁夏茜注意到，虽然新读书会不断涌现，但也
有一些老组织不再活跃，甚至消失。“这涉及到
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说白了涉及运营成
本，无论是因兴趣自发形成，还是有公益或商
业化目的运作，所有读书会都无法回避这一问
题。”

对此，龙文羽深有体会，“悦己读书会坚持
纯公益，不但不收书友费用，一些费用都是我
们主要成员在做奉献。多年来我们志愿者换
了很多，活动做得很艰辛。”

除了运营资金外，“人的问题”也是不少读
书会先天的短板。“比如发起人、领读人的资
质，是否有相关知识背景？是否具备现场调动
能力等等。现在的情况是，读书会门槛低，良
莠不齐，似乎谁都可以发起。”南希建议，相关
部门可以考虑对读书会发起人进行资质认定，

“从源头上保证读书会的质量，才能确保其实
践对于全民阅读是正向助力。”

同时，读书会的组织身份目前也略显尴
尬。法学专业出身的龙文羽笑说：“包括悦己
在内，很多读书会还都没达到在民政局登记的

条件。换句话说，我们的合法性是存疑的。”她
表示，正因为注册不易，读书会的活动大多都
要依托在民政部门合法注册过的阅淘联盟开
展。

为了解决“身份”，杜秀敏的深阅读读书会
纳入了北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他们为我
们提供支持，我们也作为北碚区的志愿者服务
队推广全民阅读，互相借力，各得其所。”温晓萍
的和谐世家读书会则依托南岸区民政局慈善
会，“我们在社区指导下为居民提供精准的文化
服务，社区党组织也通过读书会更清楚地了解
了群众的真实想法，是一种正向的促进。”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积极
探索政策法规对读书会引导、支持：早在2014

年召开的北京共同阅读促进大会暨首届读书
会发展交流大会，就读书会这一新的阅读组织
形式予以关注；2015年、2016年江苏、深圳等
地相继出台文件，提及政府鼓励、扶持阅读推
广组织、个人开展公益性阅读推广活动，且应
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等。2020年，中
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
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热心阅读推广的文
化名家、社会名人的阅读引领作用，鼓励和支
持教育机构、文化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阅
读推广并提供公益阅读服务。”

“全民阅读推广工程浩大，读书会的发展
也还要一步步来。政府已经很重视了，我们对
未来充满信心。”杜秀敏说。

□丁伯慧

我们天天在使用数学，却不知道数学是
什么；我们从小就在学习数学，却不知道数学
是怎么来的。很多人恐怕都会认为，数学是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的东西，只等着人类去
发现它。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爱因斯坦所
说，科学中的一切法规、定律等等，只不过是

“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因此，数学并非一
个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的东西，它是人类
的后天创造。

对于像我这种文科从业者来说，从小到
大，数学都是无趣甚至痛苦的。这其实不怪
数学，而是数学的学习方法把数学弄得刻板
而机械。而蔡天新教授的这本《数学的故事》
还原了数学有趣而好玩的真面目。在这本书
里，数学就像一个风趣的、有历史的老人，缓
缓打开他的话匣子，告诉你一个个关于数学
这辈子所经历的故事。

我们知道了，数学不是神学和宗教的大
敌。因为公元10世纪的教皇热尔贝就是一个

数学家，他做过算盘、地球仪和时钟，还撰写
过一部几何学著作解决了当时的一个难题：
已知三角形的斜边和面积，求出它的两条直
角边的边长。热尔贝担任罗马教皇期间，推
动了数学在欧洲的回归和发展。

我们还发现，在古希腊，很多哲学家就是
数学家，科学和哲学在那个时代是不分家
的。从古希腊有记载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
到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
些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数学家。哲学家们普
遍对数学推崇备至，康德甚至声称，物质世界
必然是欧几里得式的。

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数学已经变得好
玩了，但接下来还有更好玩的。这本书里还
讲到了《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试图
揭示他“日行千里”的秘密；数学能够证明，诸
葛亮的“草船借箭”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在
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人怀疑肖洛
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是抄袭已故作家克
留科夫的，但数学里的统计学能够还肖洛霍
夫以清白。

无论是“数学的故事”“数学家的故事”，
还是“有趣的数学问题”，作者都写得妙趣横
生。但是，我们并不因为这本书写得好玩、
有趣、好读，就忽略它的真正价值：它让我们
从故事中来认识数学到底是什么，从历史中
来发现数学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这门学科。作为一本科普读物，把一个晦
涩、沉闷的学科写得如此生动、好读，这无疑
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这会让很多对数学望
而生畏的人们，愿意去亲近数学、学习数
学。因此，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儿童看的，
也是写给成人看的。

闲话《数学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欣

“今天你用‘数字’阅读了吗”“我们为什
么要推开书店的门”“‘双减’之后，孩子们该
怎样阅读”“面对种类繁多的图书榜单，我们
该怎么选书”……2022 年 1 月，“倡导全民阅
读”再次被写进《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中，本报策划、调研、采访后于2月中旬推出了

“重庆全民阅读现状调查”这一系列报道（共7
篇），今天推出第5篇。报道以问题为导向，以
现象为切入口，就全民阅读推广实践中的一
些问题进行调查、思考和探讨，连日来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

在4月全民阅读月来临之际，我们把问题
和现象分为阅读方式的变化、双减之后如何阅
读、实体书店生存现状、如何看待图书榜单、读
书会之于全民阅读的作用、出版业之力、乡村
阅读现状调查七大单元，力求触及当前全民阅
读的方方面面。采访中，记者深入市内各大书
店、学校、图书馆、出版社、读书会等阅读发生
的场景，不但充分听取专家、学者、学生、市民
等全民阅读各方的声音，还设计调查问卷，从
中获取大量一手数据进行分析，理论结合实
际，展开反思与总结。

该系列报道通过重庆日报全媒体各平台
与读者见面，除了生动详实的文字报道，也加
入了短视频街采形式，传递了阅读参与者们真
实的心声。报道被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
青网、中国作家网、川观新闻、潇湘晨报、新浪
等主流媒体转载。其中，《我们为什么要推开
书店的门》一文，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
的全民阅读官方媒体“书香中国”公众号作为
案例重点推荐。

“这是一组有特色、有深度、有温度、有向

度的系列报道，对于了解全民阅读现状并发现
问题、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化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重庆作协副主席、西南大
学教授蒋登科认为，这组报道从多角度切入，
多侧面展开，采访对象众多，功夫扎实，揭示了
当下全民阅读的多元性、丰富性和明显的社会
成效。他同时建议，在持续关注大众阅读的基
础上，也要关注专业阅读，比如人文学科、自然
科学领域的学术阅读，甚至关注残障人士的阅
读，因为他们也应该享受到全民阅读所带来的
福利。

作家、重庆市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吴景娅
长期关注本报读书版。她对系列报道中《我们
为什么要推开书店的门》一篇印象最深，“其实
我很惊讶，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把进书店看书、
买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文章很好地呈现了
当下重庆人的精神生活状态，也让读者对各种
有趣的书店心生向往。我默算了一下，文中的
书店去过其中一半，之后准备约朋友再去其他
店看看。”

重庆阿来读书会会长瞿庭涓表示：“时代
在发展，阅读习惯也在改变，年轻人通过手机
看书、听书的越来越多，数字阅读打破了纸质
的界限，我觉得在终端建设和内容来源方面还
可以加强。”

调查问卷+街采视频

“‘全民阅读调查’有深度有温度”

读书会遍地开花读书会遍地开花，，你参加了吗你参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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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延伸】】

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读书会活动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读书会活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