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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走访中，记者了解
到，尽管省图书馆已经办出 30

万张借书证，却有近 80% 在过去
的一年中没用过，成为“僵尸
证”。而在位于济南西站的济南
市图书馆，因为远离主城区，同
样存在很多借书证被闲置的问
题。一些读者直言，对于一些距
离较远的读者来说，去这两个图
书馆借阅图书，时间成本过高。

去年，济南市历下区率先在
社区图书馆建设上发力。区财政
拨款 1200 万元启动“书香历下·
全民阅读”活动，按照历下区的
规划，未来三年将建成 100 个社
区图书馆。目前，历下区已有 40

处社区图书馆投入使用。“在家
附近就能顺道去借几本自己喜
欢的书，不用跑那么远到省图或
市图，很多人都说方便。”位于济
南市东舍坊街附近的社区图书
馆约有 3000 册藏书，该馆管理员

表示，图书馆启用后，很受爱读
书的居民欢迎。

从建设的初衷看，社区图书
馆能够方便居民阅读，但在北
京、深圳等地，政府投入很大财
力打造的这一便民工程，却不同
程度遭遇了“叫好不叫座”的尴
尬。以深圳为例，该市从 2003 年
起就着力建设了涵盖市、区、街
道、社区的各级图书馆，不过当
地媒体却多次报道，很多社区图
书馆冷冷清清，无论是前来阅读
的市民还是借阅量都与预期存
在差距。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既有一些社区图书馆藏书质量
不高、环境不尽如人意，也因为
很多社区图书馆功能单一，对读
者的吸引力不够。

从历下区投入运行的部分
社区图书馆的开放情况看，外地
社区图书馆运行中遇到的一些
问题或多或少也在此有所体现。

记者采访了解到，社区图书馆多
数是用街道办或居委会的办公
场所改建而成，尽管前期媒体也
进行了很多宣传，但一些居民仍
不知道小区附近有图书馆，记者
走访了几个社区图书馆，发现来
此读书的市民并不多。

“目前，社区图书馆处于发展
和完善的过程。就目前来看，一方
面宣传力度还不够，很多人还不
知道社区图书馆的存在；另一方
面就是我们的人手还不够，每个
社区图书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
历下区图书馆一位负责人说，人
手的短缺导致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得不到保证，“工作人员上个厕
所，都不得不锁上大门”。目前绝
大多数社区图书馆非周末时间只
在下午开放。这位负责人说，不少
读者也反映开放时间较短，不能
在下班后借书，“其实这些本质上
都是人员不足所造成的”。

对于人手不足的问题，历下
区目前开设了大学生公益岗，招
募大学生志愿者充实到社区图
书馆，每周六也会有大学生志愿
者参与到社区图书馆活动中。

“随着接下来 60 个社区图书馆
的建设，这样的岗位还会增加。”
历下区图书馆馆长张雨说。

张雨还表示，为了丰富社区
图书馆的图书量，图书馆鼓励并
接受来自社会的图书捐赠，“现
在也有些居民为我们捐献图书，
经过图书馆加盖印章及录入系
统后，就可以供其他人借阅。”

而如何完成剩下的 60 处社
区图书馆建设，也是摆在历下区
面前的现实问题，最突出的问题
是选址难，“以后难度可能越来
越大，能够利用的场馆越来越难
找”。

著名学者葛剑雄曾担任过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他看

来，政府不一定什么事都大包大
揽，还可以调动非政府组织、慈
善公益机构的力量。中山大学教
授朱健刚则在一次采访中说，政
府应该投入社区图书馆的建设，
但形式不一定只有出钱一种，

“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来扶
持、引导人们用慈善的途径建设
小型的公共社区图书馆。比如，
对于捐建的人给予命名权，我相
信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如何更好地发挥社区图书
馆的效用？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
进会会长塔林夫曾说，社区图书
馆的开办和管理模式需要创新，
一方面要改善阅读环境，可以与
教育机构及其他单位的图书馆
形成联动，使社区图书馆能够真
正对上不同社区居民的口味；另
一方面，“光提供书还不够，要让
市民能够享受看书，这样才能吸
引市民读书”。

解决阅读“最后一公里”

社区图书馆叫好更要叫座

随着“书香社会”概念的提出，人们对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图书馆越发重视。从本报记者近日的
调查采访看，被视为解决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的社区图书馆，在软硬件方面依然需要升级。

阅读是我比较愿意谈的话题。
昨天看到一张多个国家阅读状况的
统计表，发现我们中国人年均读书
不到 5 本，据说统计的时候连孩子
的课本都算上了。即便如此，这个数
字我也不太相信，我觉得水分太大
了。韩国是多少呢？11 本多。日本是
20 多本，法国是 40 多本，以色列最
多，60 多本。我为什么要把数字跟
大家讲呢？是因为阅读绝不仅是阅
读的事情，它跟民族的整体素质、跟
国家的竞争力息息相关。

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二
战”以后才立国，但是各个行业出现
的精英人数的比例，以色列是最高
的。为什么？阅读量最大。法国也很
了不起，日本的竞争力也很强，还有
韩国。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最严重的
问题，从阅读上面就反映出来了，所
以一谈到阅读，就让人有一种痛心
疾首的感觉。

我们经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比如
说污染问题、经济问题等等，但我觉
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一个根本
问题。如果我们的阅读问题解决不
了，其他的问题都谈不上。从某种意
义上讲，一个人的前途、一个民族的
前途都维系在阅读上面。一个不愿意
阅读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严重在哪里呢？
不只是一般的国民不愿意阅读，就是
从事教学、写作的这部分人，他们本
来应该是愿意阅读的，但是从我个人
观察看，其中的一部分人也不爱阅
读。我曾遇到一个要写《红楼梦》研
究的书或论文的人，竟然没有读过

《红楼梦》。我问他：“你不读怎么
写？”他说：“我用不着读啊，多少人
在电视上讲《红楼梦》啊，多少关于

《红楼梦》研究的书啊。”你看，这真是
太可怕了。

我的很多作家朋友，包括我在
内，也没有读很多的书，而且我们阅
读的能力在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
好奇心越来越少。年轻的时候，我整
天在纬四路、泉城路的书店转，有一

点工夫就跑到书店。我二三十岁的
时候，一听到“书店”两个字，心里就
有一种滚烫的感觉。只要是我感兴
趣的书都买回来，比如说外国文学，
那个时候翻译的书不像现在这么
多，我家里的一面墙，还是很快就堆
满了书。我依然如饥似渴地往书店
跑，那时候没有网络购书这一说，所
以朋友见了我就说，都一架子书了，
你还往回搬，能读得了吗？我说，从
这架子上面随便抓一本书我都读
过。这需要多少时间、精力、兴趣啊，
真是一种入迷的状态。

现在想一下，我当年读书的那
种热情、能力跑到哪里去了？说实在
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没有那种热
情，没有那种能力了。一本书放在桌
子上，好多天还没有看完，是书变坏
了还是我变坏了？我不知道。现在我
们的印刷能力提高了，到任何一个
书店，书都像山一样压过来，构成对
读者的一种压迫感，但是真的要找
一本好书、一本让我着迷的书，反而
比过去难了。我觉得现在坏书太多
了。有个朋友讲，书店里面二分之一
的书是垃圾。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他
比那个朋友还苛刻，他说，不是二分
之一的书是垃圾，是三分之二都是
垃圾，甚至更多。可见我们可以读的
好书太少。

各种乱七八糟的、纯粹赚钱的、
纯粹娱乐的甚至价值观有问题的
书，越来越多。用我个人的判断讲，
我觉得相当一部分人写作的价值观
有问题，就是他写的东西，他满怀热
情歌颂、推广倡导的那种价值观，有
的是错误的，有的是极其错误的，有
的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还有的价值
观猛地一看没有问题，比如写个人
奋斗啊，英雄主义啊，成功者啊，似
乎是对的，由地位低下奋斗到地位
高一点，看起来自强不息，但我觉得
也有问题。有时候为了歌颂个人奋
斗，但作者的境界不高，缺乏对人类
普世价值的敬畏感、自我批判力等
等，所以写来写去也就是写出一个单
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
往上攀登的人。在生活当中如果这种
人多了，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经常接触一些社会管理者
或各个阶层的所谓代表人物，在交
谈的过程当中会隐隐地为我们这个
社会忧虑，对方的谈吐、见识有时候
非常让人遗憾，然后会就感觉一个
行业、社会的一个方面由他来做，很
不让人放心。

综合起来，我就想说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很
多，其中一个最让我不放心、想起来
很沉重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阅读没
有搞好，我们读书太少，我们不能够
沉下心来，我们不能过那种一杯茶
一本书的生活。衡量一个人、一个群
体的素质如何，其中一个重要的指
标，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

读书能够唤起你很多联想，阅读
的时候你的思维会飞得很远，你会跟
书里面的人物交流对话，这个过程是
很纯真、很悠远、很享受的。然而，这
种独处的生活被中国人扔掉了，在社
会精英那里也没有多少了。这种生活
方式的退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粗糙
野蛮，最后走向了一个精神沙漠化的
状态，每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生活都
会非常痛苦的。

（录音整理：本报实习生 冯岩岩）

一谈阅读，就痛心疾首
□张炜

4 月 19 日，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著名作家、省作协
主席张炜在品聚书吧做了关于阅读的讲座，本文根据他的讲座
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王风伟

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
问题很多很多，其中一个最
让我不放心、想起来很沉重
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阅读没
有搞好，我们读书太少，我
们不能够沉下心来，我们不
能过那种一杯茶一本书的
生活。衡量一个人、一个群
体的素质如何，其中一个重
要的指标，就是看他能不能
独处。

▲ 张炜先生在讲座现场（品聚书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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