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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读”人的初衷是消除偏见

“真人图书馆”是2000年左右产生的
新事物，诞生于丹麦。一群丹麦年轻人为
了让不同文明、不同国度的人能深入沟
通，消除彼此间日益加深的偏见，组织“真
人书”与更多普通人互动沟通。这种活动
被认为是一场精神实验。在这场实验中印
第安人、艾滋病患者、脱衣舞女郎、断指者
等不同职业与生存状态的人相继成为“真
人书”，供读者阅读，与读者共读。

随着“真人图书馆”在全世界的流行，
2011年它被北京大学王子舟教授和其学生
吴汉华作为新生活方式引入中国，并做起
研究和推介。捕捉到这个信息的年轻人，开
始在各自城市尝试“阅读”人的活动。2012
年“真图”迅速在十几个城市扎根，高校图
书馆、书店、咖啡馆开始流行分享“可能的
偏见受害者”的故事。

当时就读于山大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的陈诗羽与邱隽思追赶着年轻人
的文化潮流，在济南最早发起了“ I
think真人图书馆”，这个活动小组一开
始就定位于青年公益组织，并不局限于
某所高校，而是希望联合济南各高校青
年志愿者共同实践，活动地点也放在校
外咖啡馆等地，以让它更加社会化，吸
引老中青不同年龄读者，产生更广的影
响。作为国外“真图”的本土践行，“ I
think真人图书馆”的早期活动在试图打
破人与人之间的偏见上做了很多尝试。

“I think真图”较早的活动中，“真
人书”的书单丰富多彩，主要是普通人
平常不易接触的人群，比如艾滋病患
者、酒吧驻唱、脆骨症患者(瓷娃娃)、麻
风病人的妈妈等。当然也有“花甲背包
客”、旅行达人、摄影爱好者等故事有
趣，经历丰富值得“阅读”的人，但不是
主流。不少读者通过与这些人互动沟
通，渐渐消除一些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偏
见或错误观念，比如“谈艾色变”，再比
如，原来酒吧驻唱混夜生活的小伙子是
一个非常正能量、积极乐观的人，而且
对音乐充满执着。

分享一个故事读懂一个群体

不少“I think真图”的读者都记得一本
叫做《入殓师》的“图书”，乐观开朗、美丽大
方的小姑娘辛沙沙是一名入殓师，见到这
位笑得很灿烂的年轻人，真的很难将其与
死亡和晦气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不了解其
工作的人，都觉得他们应该是表情僵硬的，
生活是灰色的，其实辛沙沙说，脱了工作
服，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简单快乐的人，下班
后，她同大街上任何一名90后一样，爱美、
爱玩、爱闹，也喜欢悉心打扮一番后去逛
街、K歌。面对读者的好奇，辛沙沙也畅聊
了职业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生活压力，但是
她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也让读者对
这个职业刮目相看：作为让生命完美落幕
的人，他们的职业值得人人尊重。

发起人陈诗羽和邱隽思认为，之所
以对某一群人有不了解是因为没有接
触，之所以存在刻板印象是因为缺乏面
对面交流，而“真图”偏于私人性质的对
话，会消除一些因不了解而存在的偏
见。“真图”的目的不是帮扶这些“可能
的偏见受害者”，而是倡导真诚、平等的
沟通和倾听，分享他人的故事，用同理
心去感悟别人的人生。

让多元的思想点亮人生

因是大学生发起的公益非营利组织，
伴随着一届届组织者的毕业，“I think真
图”经过5年多的发展，现在已由第五届馆
长和成员接手掌管。在2014年初与省图进
行合作之后，它不再流浪于省城各家咖啡
馆搞活动，而是扎根于省图成为一个公益
阅读品牌，虽有过短暂低落期，它如今又
回到了正常轨道，且在寻求转变。

其实，在全国范围内，真人图书馆
在本土化过程中，整体基调是水土不
服，有的消失，有的产生变异，成为相亲
会或成功学宣讲会，真正坚守其本
旨——— 消除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很少。“I
think真图”第五届馆长、山东财经大学
计算机学院大四学生王煜涵认为，“真
图”早期消除偏见的宗旨，确实让其在
社会上取得了不俗的效应与影响，“但

是随着几年实践的开展，我们发现‘消
除偏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偏见，它不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口号。而且寻找那些
在社会上可能被偏见所伤的人，也常会
遭遇拒绝，读者的预约也不是很积极。
我们想让‘真图’变得更包容多样、多姿
多彩，我们喊出新口号‘让思想点亮生
活灵感’，让‘图书’更加包罗万象，因不
同人的思想总会影响另外一些人。”

的确如此，“真图”本身不可能永远
靠新奇有趣来维持与公众的蜜月关系，
所以“I think真图”现在的“图书”变得
更加开放和多元，除了原来的“图书”，
加入了大量的心理咨询师、高校教师、
科技达人、作家、主持人、传统手工艺
人、公益达人、留学生、医生、创业青年、
嘻哈歌手等，且让后者成为主流，越来
越贴近当下，贴近年轻人需求。在这里，
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可以说出自己的职
场感悟、心理困境，可以接触到篮球达
人、音乐达人，也会为了一项高科技或
一场流行电影而展开讨论……

“图书”的达观感染了读者

11月24日，“I think真图”尝试举行
了一次小型的加场，只邀请了两本“图
书”做分享，这是一次新形式上的转变，
希望在高校找到更多活动地点，吸引更
多年轻人。

午后的咖啡店阳光温暖，在舒缓的
音乐中，四五个读者取得借书证后，围
坐在一起等待《朋克青年苏芍》与《心理
咨询师梦鑫》两本“真人书”的故事开
场。着装很“朋克”的苏芍身旁围着几位
有留学计划的大学生，还有一位奶奶陪
着来的小学生。苏芍先分享了她在美国
北部缅因州工作时的痛苦经历。不会做
家务的她半个月才学会刷酒店的马桶
和浴缸，被当时的领队批得差点抑郁。
这段分享的最后苏芍不忘“兜售”给读
者一点鸡汤：“真的，经历过痛苦，才发
现没有过不去的困难，只要坚持不放弃
总能好起来。”而谈到香港读研的经历，
苏芍则给读者提供了更多实用性建议，
如何获得海外公益经历，如何写申请
书，如何应对面试，入校后如何化解孤
独，怎样交朋友，有问必答，开诚布公。

另一边的心理咨询师梦鑫则大胆
地与读者分享了她曾经的抑郁症经历、
英国留学时的自由追求以及如何超越
自我，找到自身理想职业的故事，读者
听得津津有味，也渐渐敞开心扉。一位
读者也分享了她的人生苦恼，甚至倾诉
了其隐秘的家庭故事，互相开解和互相
鼓励在小圈子里流动。

济南作家钟倩也曾做过“图书”，她
的书名是《用苦难照亮人生》。16岁身患
重疾的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在与病魔
的抗争中她爱上写作，自2009年起，她坐
在轮椅上用一根手指敲打键盘写作，发
表了近200万字文章，其散文《含泪的飞
翔》感动无数读者。钟倩“半个我在生
病，半个我在写作”的生命状态和感悟，
让读者感叹又充满敬意。钟倩说，当时

有位读者刚刚痛失家人，听了她的分享
后，感觉自己应该变得更坚强。“那是一
种平等的沟通，参加完活动我也认识到
人与人之间对等、真诚的交流多么宝
贵，哪怕是陌生人之间。这种交流可以
看到生命的千姿百态，没有谁是卑贱
的。”

始于激情，贵在坚持

第一次当“真人书”的苏芍说，跟大学
生聊天会发现90后、00后的状态，他们有着
强烈的踏入社会获取社会阅历的需求，而
自己那一代学生更潜心于纯粹的校园学
习。而做过“图书”的影评人冯小强则感觉
在“I think真图”对电影的交流比较深入，
读者的关注也各有侧重，这里类似于一个
思想汇集地。

原为国企金融高管，拥有丰富人生
阅历的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
教授王波参加活动时的书名叫《职场内
外》，不出意外他这本“书”非常受欢迎，
被读者迅速“借阅”。王波说，这种年轻
人组织的活动他很少参加，但“I think
真图”给他的感觉很专业，有规范性，组
织能力也强，参加完活动感觉挺好。活
动中，王波将自己货真价实的职场经验
与读者进行了分享，打消了大学生读者
对职场的恐惧与困惑。“我特别想对90
后说，人生肯定是要快乐，但是每一种
精英教育也都是艰苦的，不能只讲快
乐，不讲艰苦。”王波非常赞同大学生多
参加社会实践去锻炼自己。他说，不少
大学生从进了高校就准备考研，被学业
所追逐，没有时间去思考，而“真图”这
种活动需要组织者去思考，去协调各种
关系，是很好的认知社会的过程。

忙着出国留学、写毕业论文的大四
学生杨靖昕就是因这个公益组织较强
的实践性而在大四时加入其中，既是会
员又是专心的读者，做会员可以通过找

“图书”锻炼自己，做读者又可以开拓思
维，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王煜涵告诉记
者，经过几年发展，“I think真图”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在省图举办的每期活动
都有接近60人参加，多年下来已累积好
几千读者。但是作为一个高校青年公益
组织，它如何在频繁换小组成员的情况
下持续长久地发展下去一直是难题。

“一群很有激情的年轻人，做了一件很
有激情的事情，但这其中又有太多难
题。非营利情况下如何有规范地走下
去、在与社会团体合作时如何保持自我
的纯正性、如何解决资金的问题，每一
任馆长都在上面花费很大精力。”

不过，王煜涵和其小团队也有自己
的规划，他们将增加“真图”与社会公益
组织的合作，让活动保持活力，还打算
运用视频社交软件展开线上活动，扩大

“I think真图”的影响力，还想做周边产
品赚一点经费做活动海报。王煜涵高兴
地告诉记者，他们刚刚申请到几千元钱
的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明年还可以在
省城的宽厚里举办分场，让更多人参与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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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第三
个 星 期 日 的 下
午，都可以在省
图书馆四楼外文
部见到三五成群
的 人 围 坐 在 一
起，要么认真聆
听，要么谈笑风
生，气氛融洽。他
们没有拿着书籍
读书，但其实这
里隐藏着一个特
殊 形 式 的 图 书
馆——— 省城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
运营了5年之久
的“ 真 人 图 书
馆”。“I think真人
图书馆”名曰图
书馆，但读者“阅
读”的不是书，而
是一个个生活在
时代大潮里的普
通人，他们是户
外达人、社工、花
甲背包客，是高
校教师、科技先
锋……这里的读
者相信每个人都
是一本书，每一
个普通人的故事
都值得分享。

“真人图书”《不一样的全职妈妈》——— 珂妈“阅读”现场。

“ I th ink真人图书馆"

组织者的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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