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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志愿服务的发
展和探索——— 以J市和S市为例》（山
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关于我
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和探索的书
籍。作者许英利用详实的实证资料，
较全面地呈现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志
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历程，回顾总结
了中国内地与志愿服务组织有关的
管理制度和特点，从参与者的视角
概括出“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
类志愿服务参与模式及其发展，以
制度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志愿服务和
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最后作者构
建了一个“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理
论模型，阐释影响中国志愿服务发
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总括而言，此书是我国志愿服
务研究领域中少有的力作。首先，就
研究对象而言，该书以动态性、整体
性的视角对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类型
进行划分，打破了以往许多作家将
组织性质和组织定位分开界定的方
式，通过坐标轴的形式将中国绝大
多数志愿服务组织纳入其中，突出
强调了连续性的思想。作者所提出
的“非二元对立思路”，更好地反映
了中国内地当下的志愿服务组织形
式。

其次，本书在方法和理论上都
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作者采用后
实证主义的范式，进行了长时间追
踪研究，并对大量的访谈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不断对前期演绎出的理
论观点进行修正。作者依据研究资
料，从志愿服务动机和组织发展的
视角提出了创新性概念。

最后，本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作者不仅从参与者的视角带我们了
解了不同志愿服务参与模式的特点
及发展前景，还分析了志愿服务与
公共领域间的理论联系。作者避开
了对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研究，而倾
向于强调参与者对志愿服务发展的
关心程度。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客
观推动了志愿服务的发展，而且推
动了公共领域的构建。虽然部分参
与者参与志愿服务纯粹是因为利己
或社会责任等因素的推动，但是作
者发现他们具有相当强烈的“自主”
愿望，而公共领域建构的首要条件
就是参与者需具备独立的人格。在
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培育和鼓励
公共领域的建构既是志愿服务组织
提升自我管理，保证志愿者参与的
充分性和积极性的前提，同时也是
志愿服务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
求。

笔者认为，志愿服务事业应该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直坚持的事
业，无论是对微观的个人还是对宏观
的社会发展而言，它都具有积极正面
的引导作用。综观全书的脉络，突破
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说
的“单向度思维”，从志愿服务事业的
起源发展以及模式的探索，再到与当
下时代背景衍生出的新概念的结合，
探索了以批判性的视角对志愿服务
事业的发展做出的新尝试。《21世纪
初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和探索———
以J市和S市为例》对中国志愿服务事
业进行了详细的探索，并基于实证数
据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一个“中国志愿
服务发展”的理论模型，对我国本土
志愿服务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有益的尝试。

短书评

志愿服务的

发展与探索
□杨珊 贺敏

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家，很多
爱书人都有全集控：买了单行本
买选集，买了选集买文集，买了文
集仍不算完，最后还要买一套全
集——— 反正是，不把这个作家所
有的作品搜罗毕备，决不罢休。

作为一个普通的爱书人，究
竟有没有必要收全一个作家的
所有作品呢？说实话，我个人以
为，如果不是专业的研究者，真
的没多大必要。且不说每一个
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质量参差
不齐，只是读一些他们的代表
作品，足以概览他们创作的基
本面貌——— 所以，我的意见是，
除非你有钱任性，你的书房确
实够大，而且你确有阅读的需

要，否则你就不必收全一个作家
的所有作品。

话是这么说，爱书人却总是
受求大求全的心理所支配，虽然
明明知道没有必要，常常还是不
自觉地收了全集——— 以我个人
为例，随便检点一下我手上的全
集，便可罗列出以下多种：古典的

《全唐诗》《全宋词》《李渔全集》
《袁枚全集》，现代的《鲁迅全集》
《郁达夫全集》，国外的《卡夫卡全
集》《里尔克诗全集》……单说沈
从文，抛开单行本不算，我也有了
花城出版社的《沈从文文集》、岳
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四川人
民出版社的《沈从文选集》——— 单
就阅读而言，这些显然已经足够。

但我仍不满足，依然心心念念地
想买一套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沈
从文全集》，尽管我知道，我有可
能一辈子都不会读完这套书，但
我就是想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

实际上，大多数爱书人应该
和我的心理差不多，收全集只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 有
时或许还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冠
冕堂皇的理由：收了全集，便可
一劳永逸，自此这个作家的单
行本、文集和选集大可置之不
顾了。然而事实是，即便收了全
集，很多爱书人平时翻阅的还
是 一 些 单 行 本 、文 集 和 选
集——— 仍以我个人为例，我自
从买了《全唐诗》，基本上就没
怎么翻阅过，而我经常翻阅的，
依然是那些带有精彩点评的唐
诗选本，诸如《唐诗百话》《唐诗
四季》等等。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
全集一买来就被我束之高阁，只
有这些长短适中、雅俗共赏的小
书，才是我真正的枕边书。

回顾一下我的买书历程，
才发现窥伺全集的欲望其实已
经潜伏很久了。早年之所以不
买全集，并不是因为不想买，而
是因为当时没有钱买，买了也
没有地方放，只能把有限的资
金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先买必
须读的和必须用的书籍。至于
全集，并不急迫，暂且留个念
想，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说。由此
可见，全集控原本是有着很长
的潜伏期的，一旦时机成熟，不
仅立马诱发出来，甚至很快达
到失控的地步。

书橱一角

全集控
□王淼

我是2020年病毒肆虐时被
封闭在养老院里，想到编这么
一本《鲁迅作品选读》的；2021年
伊始，恰逢鲁迅140年诞辰，正好
借机将书编辑出版。

在我的感觉里，2020年是全
中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陷入
极度困惑、焦虑的一年。我也不
例外，我相信读者朋友大都也
是如此。这里要说的，是我的两
个困惑与焦虑。

首先是说不出的孤独感。不
仅是因为关在屋里与世隔绝，即
使上网也无法交流，而是因为彼
此（哪怕是家人、同学、朋友）突然
都没了共识，一说就吵，一吵就你
死我活，伤和气。这时候，就渴望
有一个可以放心说出心里话、坦
诚交换意见、自由讨论的“真朋
友”：现实生活里一时难找，就到
书本里去寻觅。我就想到了鲁迅，
而且想把他推荐给诸位读者。鲁
迅自己就说过，和他这样的知
识分子“随便谈谈，是可以的”

（《华盖集·导师》）。而可以“随
便谈谈”也自有缘由：他是一个

“真”的人，不仅敢于公开说出
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
一切真实，更从不向他人（包括
他的读者）隐瞒自己内心的矛
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和失
误；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
情地解剖自己。他从不以真理
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
师”。和当下许多人（不仅是知
识分子）将自己的意见道德化、

真理化，喜欢强加于人不同，鲁
迅将同样处于困惑中，有缺陷
的自我袒露在读者（特别是年
轻人）面前，与我们一起探讨和
寻路。我们可以向他倾诉一切，
讨论、争论一切，也可以毫不顾
忌地批评他，甚至拒绝他。

此刻，当下的中国与世界，
这样的“真朋友”实在是太难得
了。

我的更大困惑还在于，2020
年的中国与世界变得太快，我真
有些无所适从，手足失措了。应该
说，2020年全球性的、自然的和人
为的灾难与危机，将人们习以为
常、很少深思追问，却是根本性的
问题，全都推到每一个人面前，逼
着我们正视、反思。

比如———
面对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

应该“怎样看”？——— 不仅是具体
的看法，更是要以什么样的眼光
和方法去“看”。

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与世
界，应该“怎么想”？——— 重要的是
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想”。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事实上
也天天在写网文的网络时代，我
们该“怎样写”？——— 不仅是写的
内容，更是写的形式。

在闭守家中有更多的时间
读 书 的 时 候 ，我 们 该“ 怎 么
读”？——— 读什么，以什么态度、心
情、方法去读。

在危机四伏，又充满机遇的
时代，我们“怎样做事”？——— 能够

做什么，以怎样的精神去做。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

“禁区”遍布，又充满诱惑的世
界，我们该“如何做人”？——— 背
后更有一个“我们为何而活，人
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的大问
题，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可以
和鲁迅“随便谈谈”的。谈这类
话题，鲁迅是最佳交谈者。

这涉及对鲁迅的认识问
题。许多人都认为，鲁迅的写作
有着自觉的现实介入意识，有
具体的针对性、时代批判性。因
而随着时间距离越来越远，读者
对他的时代越来越陌生，鲁迅就
越来越成为历史的存在，令人崇
敬却难以亲近。但这只是看到、说
出了鲁迅的一个方面；鲁迅或许
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作为为数不
多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既有强
烈的现实关怀，更有超越性的思
考。他的杂文，不仅是“社会批
评”，更是“文明批评”，对中国
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鞭辟
入里的审视。鲁迅对社会现象
的开掘，又总能深入人性的深
处，其中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
剖析。正是这两方面的深度：历
史文化的深度与人性的深度，
使得鲁迅的写作与思考，具有了
普遍性与超越性，既是从自己生
活的现实出发，有时代性和历史
性，又超越时空，一直延伸到今
天、当下，具有当代性。鲁迅的写
作和思考，更有自觉的主体投入
性与主观渗透性。他是作为个体
的“人”去观照现实的，他对社会、
历史、人性（国民性）的追问和对
自身人性的追问是融为一体的。
个体的“人”的鲁迅，也是直通当
下的。他和我们一样在苦苦思考
该如何看、想、说、写、读、做人与
做事——— 这类人生和人性的基
本问题。今天我们重温鲁迅当年
写下的思考，其实就是把鲁迅看
作和我们一样的“人”，寻找生命
的共通点。在我的感觉里，鲁迅就
活在当下中国：他是一个“正在进
行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那么，我们就和这位诞生
于140年前，又在身边的鲁迅“随
便谈谈”吧。

（摘选自《钱理群新编鲁迅作
品选读》引言）

编著者说

和鲁迅“随便谈谈”
□钱理群

从一本书可以品味一
个人的阅读心情，从书橱一
角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
兴趣。“书橱一角”栏目即日
起征稿，以文图的形式展示
阅读故事、家庭书香。

征文要求：文字1000
字以内，并提供三张与文
章相关的书橱背景照片备
选。

投稿邮箱：
q l book@163 .com

《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

钱理群 编著

活字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
周年，北京大学教授、鲁迅
研究专家钱理群完成了两
部新著———《钱理群新编
鲁迅作品选读》与《钱理群
讲鲁迅》，于今年年初出
版。以鲁迅为思想资源回
应时代课题，致力作为桥
梁促成鲁迅与一代又一代
中国青年展开精神对话，
是钱理群数十载鲁迅研究
的显著特征与根本追求。
正是2020年以来中国与世
界遭遇的疫情与变局，促
使他再度“与鲁迅相遇”。

本本文文作作者者王王淼淼的的书书橱橱一一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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