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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许多人把阅读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梁山县

委宣传部普通党政干部李继保也是如此，更将

这种生活方式传递给了每一位家庭成员。

李继保从小爱读书，上初中时最爱去学校

图书馆和县图书馆是他最爱去的地方。后来参

军到部队，晚上熄灯后还在蚊帐里用手电筒偷

偷看书。“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想看啥书买啥

书，多幸福！这些年来，无论出差或旅游，每次

都带一大堆书回来。”

书店、旧书摊、图书市场、购物网站……只

要能淘到好书，李继保就乐此不疲。“有次去北

京出差，因为时间紧，我早上3点半就爬起来，

带上周电筒直奔潘家园。”李继保笑着说，在这

个全国最大的旧书市场，他逃到了不少“好物

件”，包括10多本老版的《水浒传》和《红楼梦》，

可把他乐坏了。

“藏书有乐，也有累！”生活中，李继保对自

己很“抠”，但对心爱之书却出手大方，几百元

上千元的书随手就能抽出几套，大部分工资用

在这里了。而对他来说，图书不是用来装点门

面的，书用好，才是藏书的最终目的。

李继保的妻子张荣春是普通医生，儿子正

在读大四，读书、藏书、用书，让这个普通家庭

满是书香。妻子喜欢看文学书，偶尔写一些小

品文，发表在一家三口的微信群里。除了家庭

成员，对于邻居和朋友，李继保也完全开放藏

书，左邻右舍可以来挑喜欢的书看，到了节假

日也经常有文史爱好者朋友到家里来做客。

李继保的微信昵称叫“小学生保哥”，朋友

们都喜欢叫他“小保哥”。去年夏天，他参加了

济宁市的几家读书会，回来就召集朋友开办了

“水浒轩读书会”，传播儒家文化、水浒文化，得

到了一致好评。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多读书，读好书，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李继保希望能带动更

多的人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大家的日常生活

方式，让书香飘入千家万户。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这一天，杨锡金比往常提前

了几天，来到了济宁市图书馆。身
为图书馆的“老顾客”，每周末雷
打不动的来图书馆还两本书，再
借两本书，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
一部分。

“之所以提前来，是因为我知
道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想看看图书
馆有什么活动没有。”济宁市图书
馆搬到新馆之后，杨锡金的生活轨
迹也从以前周末直奔常青路11号，
变为了坐车前往太白湖新区的济
宁市文化中心。在他看来，稍稍延

长的路程并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习惯，“毕竟上了年纪，现在年轻人
玩的那些新东西我接受也慢，但书
不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如往
常在那里陪伴着我。”

这一次，杨锡金还了书之后，
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与民国时期
的民俗文化有关的图书，“要不是
工作人员说文史区现在还没完全
开放，我还想多借几本。”杨锡金
拿着书，一本本放在自助借阅机
下扫描，旁人看了很难想象，这位
操作手机都嫌麻烦的读者，在图
书馆里却像自己家一样熟门熟

路。
今年已年过七旬的杨锡金，退

休前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这几
年在济宁市图书馆每年公布的图
书借阅榜上，他总会凭借一年上百
本的借阅量，在其中占有一席之
地。“上个世纪80年代，济宁市图书
馆还在红星路的时候，我就获得过

‘济宁市最佳读者’，当时的老馆长
还现场送了我一套崭新的图书。”
说起这段往事，杨锡金十分自豪，
不亚于现如今的年轻人，在某个游
戏里打出一套稀有的装备，向朋友
们炫耀。

在上世纪80年代，他便是“最佳读者”

《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幼小心灵里扎了根

1958年，济宁市图书馆揭牌成
立，位于现在的人民公园西门，大
约只有三四间房，藏书量也十分有
限。“我是1960年第一次去那里借
的书。”杨锡金到现在还记得，他借
的第一本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借给我书的是馆里的韩老师，后
来再也没见过。”

而这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战争时期，不畏艰险与敌人
进行斗争的书，令杨锡金记了一

辈子，“那时候还小，只是觉得书
中的主角就是自己心中的英雄，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却能够为
了新中国坚持与敌人作斗争。”书
里的很多细节，对杨锡金幼小的
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让
他对革命烈士更加心存崇敬，更
是第一次意识到，一本书可以有
如此大的魔力。

从那时候起，只要一有时间，
杨锡金就往图书馆跑，并且随着年

龄的增长，借阅的图书也越来越
多，“我也没啥爱好，不吸烟不喝
酒，也不咋擅长与人交际，感觉书
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一提起济宁
市图书馆的历史，杨锡金几乎张口
就来，“从人民公园西门，到后来红
星路，再到常青路，再到现在太白
湖新区的文化中心，图书馆开到哪
里，我就跟到哪里。”说着，杨锡金
突然提升了语调补充，“图书馆前
前后后三任馆长，我都认识！”

气派的新馆投入使用让阅读有了后劲

在煤矿退休以后，阅读更是
成了杨锡金的主要生活节奏。济
宁市图书馆搬到常青路1 1号之
后，每周末走进图书馆，他总是先
翻阅下最新的报纸杂志，了解下
近来的国内外重大新闻，然后再
去图书借阅区，挑上几本有眼缘
的书借回家。

“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样的
生活是一种享受。”杨锡金举了一
个生动的例子，如果说现在的年轻
人通过互联网，进入一个属于自己

的世界的话，那读书之于他而言，
也仿佛是进入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世界，“而且每换一本书，就进入到
一个新的世界，任意徜徉。”

今年春节期间，济宁市图书馆
新馆正式试运行。杨锡金早早就听
说了消息，所以试运行当天，他特
意赶了过来，“当时还没进馆，在外
面抬头看了眼，我不禁发出一声

‘嚯’！”如此气派的图书馆，显然是
杨锡金之前没想到的，虽然他早就
听说新馆这也好、那也好，只是没

想到会“如此好”，“我觉得这馆儿
搁到哪里，都得是这个！”说着，杨
锡金竖起了大拇指。

从那一刻起，杨锡金在馆内停
留的时间更久了，“以前老馆也很
好，但毕竟座椅少，咱又不好跟来
上自习的孩子们抢地方。”可现在
不同了，随处可见的桌椅让杨锡金
觉得来一趟不多呆一会儿，都对不
起这座气派的场馆，“我现在就盼
着快点正式开放，到时候肯定能借
到更多好书。”

葛延伸阅读

爱爱书书之之人人的的终终极极梦梦想想

将将书书香香传传入入千千家家万万户户

阅读已成生活的一部分，济宁七旬“最佳读者”杨锡金

与与图图书书馆馆的的6600年年““书书缘缘””

对对于于济济宁宁市市图图书书馆馆不不少少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而而言言，，杨杨

锡锡金金是是他他们们的的““老老熟熟人人””。。这这名名普普通通的的读读者者，，几几

十十年年如如一一日日把把市市图图书书馆馆当当做做了了自自己己的的第第二二个个

家家，，更更是是把把阅阅读读当当成成了了自自己己生生活活的的一一部部分分。。““最最

多多的的时时候候，，我我一一年年能能借借阅阅220000多多本本书书。。””说说起起这这

个个数数字字，，杨杨锡锡金金就就像像戴戴上上了了““军军功功章章””一一样样，，言言

语语中中满满是是抑抑制制不不住住的的自自豪豪。。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汪汪泷泷

济宁市图书馆新馆，让更多济宁人爱上阅读(资料图)。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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