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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毛姆在《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里，把阅读称作“自娱的活动”。他说：
“没有哪项活动能像读书一样……你可以随时开始，随便读多长时间，在有其他事情要忙时又

能随时放下。”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抱团”组织读书会，是期望在群体中寻求共鸣？还是渴望在阅读中与世界
独处？这个社群关注什么？又有什么读书故事？近日，青年报记者走进那些楼宇里、课堂外、邻里间的小型读书会，
听听这群年轻人的声音。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一个读书会能办起来，得
有一个‘灵魂人物’。”书奕分享
了自己在邻里读书会中的经
历。起初，她是在邻居群里发现
了 一 个 分 享 书 单 的“ 宝 藏 社
团”。读书群的群主是一个两孩
父亲，学识渊博，经常利用午休
时间和晚上的时间读书，一个月
会读十本书。就连外出旅游，他
也要去当地的书店，淘一淘当地
的特色书籍。

在入会的时间里，书奕先后
跟着群主一起阅读了《置身事
内》、《空间的生产》、《把自己作
为方法》等诸多人文社科书籍。

“以前在学校里读的是论文，但
读书会获得内心的安宁。”每当
感受到工作生活中的压力，书奕

总会提醒自己是时候该看看书
了。在书籍构建的“精神壁垒”
中，生活的压力会暂时消退，而
等她充满电后，将继续迎接新的
挑战。

除了收获知识、技能，这些
年轻人还在读书会中收获了友
谊和成长。在选书的时候，大家
会在群里接龙，一起探讨读哪些
书比较好。当当网什么时候打
折、邮费怎么算才最便宜、哪里
能淘到价廉物美的二手书……
大家还时不时分享购书心得，相
互加油鼓劲。

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
更应是书香满溢的殿堂。苏州
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
心有一个“读书部落”至今已经

走过13年。创立者马中红教授
在当年的博客文章中记录下了

“读书部落”成立的初衷：“我们
是生活在学校里的一群人，学术
研究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渴望能享受问学过程以及
学问带来的快乐，能分享学术创
造的成果。”

“回归线”读书会成员小方
说，过去一年多是被琐碎的工作
占据。不知不觉，自己也在战战
兢兢中丢失了生活的触角，感
觉整个人变得疲惫。“读书会就
像从泥里拔萝卜一样，把我从生
活中的琐事中拔了出来！现在，
读书会就像我的秘密角落，想沉
下心听听别人的声音，就把耳朵
放进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读书会中流连忘返

爱读书交书友 给生活充满电

一个周末的午后，在北京东
北五环外的一个创意工作室里，
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对着面
前的笔记本侃侃而谈。不是开
会，也不是剧本杀，如今在他们中
流行的，是现在看来有一些“old
school”（老派）的娱乐活动——
读书会。这是他们举办的第九期
读书会，也是这个名为“回归线”
的读书会首次线下活动。

2022 年的 5 月份，看完《读
库》的南通年会视频，受到启发
的小树给好友孟孟发了个消息

“我们也搞个读书会吧”。于是
两人一拍即合，拉上九百、Karen、
小彭、小方一起，成立初创团队，
想方案，弄策划，做图文，办了三
期活动，从内测、半开放到开放，
逐渐有了“回归线”的雏形。

读书先从选书开始。九百
告诉记者，在会前，成员们每个
人会推荐两本书，然后大家在群
里投票。如今，“回归线”读书会

已经走过了一年。分享的书目
涉及历史类、小说类、科普类、艺
术类、哲学类等。大家在《寂寞
的游戏》《南京大屠杀》和《围城》
里留下过叹息，又在《阿勒泰的
角落》《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点燃
过希望。“人生海海，在这里读过
每一本书，都会让我这个泅水之
人觉得踏实一些。”九百这样说
道。

读书会让人能从紧绷的现
实中浮上来，透一口气。一本
书、一个笔记本，年轻人的彷徨
就这样被隔绝在外面。如今在
上海工作的九百告诉记者，自己
就像“八音盒里的小人”，在物理
和精神的双重意义上，以一个一
成不变的姿态静止着，被困在原
地。“读书会对我来说是什么
呢？是盒子底部的发条。它带
着我往回转几圈，往回走两步，
然后我就动起来，活起来，周遭
有音乐响起来。”

在上海杨浦区北通路 540
号，15名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组
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聚会，分享
者各自准备讲稿、PPT和背景音
乐。面对不同背景、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听众，讲好一本书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吴思璇
无疑是最“走心”的一个。

“如果对书的内容没有共情，
是讲不好这本书的。”最让吴思璇
触动最深的一本书，名为《无声告
白》。小说作者从个人的生活经
验出发，通过描写父母与子女两
代人之间顺从和抵抗的矛盾关
系。“在生活中，父母的爱和期待，
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多压力。我们
虽然理解父母的不易，但也渴望
着独立生活的空间。”

吴思璇出生于教师家庭，爸
爸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妈妈是
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家庭氛
围的熏陶下，她也成为了一名爱
书之人。在华师大就读研究生
时，导师组织的读书会让她第一
次接触到这个群体。

“读研究生时，我们看的都
是《理想国》之类的理论书籍。”
几个同窗好友围坐在一起，就像

吃下午茶一样，吃点东西喝点
茶，对着书里的某一个论点互动
交流。而导师并不分析对错，只
是起到一个主持人的作用。“我
很喜欢读书会的氛围。只是后
来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
已经没有学生时代那么多的时
间去看书了。”

如今，校内每周四的阅读小
站是她的“专场读书会”。一名
二年级的小朋友曾经“安利”她
一本叫做《猜猜我有多爱你》的
绘本，让她感触颇深。故事的内
容是小兔子和大兔子互相表达
爱，他们尽可能地想要找出一种
可以衡量爱的东西，把自己的爱
表达出来。然而，爱实在是一种
无法衡量的东西。在一大一小
两只兔子简单、有趣又充满想象
力的对话里，浓缩了生命中最复
杂、最伟大的情感。

“成人去看绘本，会收获很
多不一样的地方。以前会觉得
绘本会有点幼稚，现在在跟小朋
友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
书适合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
阅读、分享，我想这也是读书会
的意义。”吴思璇说道。

记者注意到，随着大众愈发
重视自我知识进化，“讲书人”群体
正在兴起。在知识分享的短视频
赛道上，更多业余“讲书人”持续涌
现。讲一本好书，讲好一本书，展
现出有力量的语言表达和清晰的
思维能力，用讲书的形式学习知
识，能够帮助各行各业得到成长。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
语文老师虞宙就是一名“讲书
人”。他喜欢读文学类的书籍，

特别喜欢中国作家李锐和夫人
蒋韵一起合作的一本小说，叫
《人间：重述白蛇传》。它不同于
以往的版本，大肆描写白娘子的
爱情故事，它更多是对“生而为
人”“身份认同”的思考。

在读书会上，不同年龄、不
同身份的书友讨论的不仅仅是
书籍，还有他们的生活态度。“在
对不同人讲书的过程中，往往能
激发出不同代际之间思维的碰

撞。”虞宙用《人间：重述白蛇传》
举了一个例子：小说的主题是如
何看待一些和我们不同的人，这
引发了读书会上的激烈讨论。

“学生们的视野也比我宽
阔很多。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
我意想不到的观点和问题，让
我深受启发、豁然开朗。所以
读书会的每一次交流，我都会
学到很多，也实现了真正的教
学相长。”虞宙说。

在读书会上，书友们交流的不仅仅是书籍，还有他们的生活态度。 青年报记者 郭容 摄

“读书会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是盒子底部的发
条。它带着我往回转几圈，往回走两步，然后我就
动起来，活起来，周遭有音乐响起来。”

为何相聚

“成人去看绘本，会收获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会觉得绘本会有点幼稚，现在在跟小朋友交流
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书适合你在不同的人生阶
段去阅读、分享，我想这也是读书会的意义。”

看什么书

“在对不同人讲书的过程中，往往能激发出不同代际之间
思维的碰撞。”“学生们的视野也比我宽阔很多。所以读书会的
每一次交流，我都会学到很多，也实现了真正的教学相长。”

有何收获

“读书会就像从泥里拔萝卜一样，把我从生活中的琐事里
拔了出来！现在，读书会就像我的秘密角落，想沉下心听听别
人的声音，就把耳朵放进来。”

刷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