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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我的读书故事
◎ 李维青

值此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称“世界图书日”）到来之际，
我们走进书里，又从书中走来，与书共享同乐，妙哉！美哉！书，文化传播，一载又
一载；书，文化交流，一脉又一脉；书，文化滋润，一滴又一滴；书，文化传承，一代又
一代……本文讲述的是作者在新疆经历的读书故事。

书趣，书情，书瘾

小时候，母亲下了班，我们几个孩子总是巴望
着母亲的手提袋，因为这个手提袋里每天都会有
我们家订阅的报纸杂志。父母工作在同一个单位
——新疆政法干校，父亲常常去外地，因此全家的
报刊都订在母亲的名下。那时，我们家自费订阅
的有《光明日报》《新疆日报》《参考消息》《小朋友》
《儿童时代》《中国少年报》。我还没上学，家里就
为我订了《小朋友》这份小孩的杂志；我小学三年
级时，这份杂志就交给了弟弟妹妹，母亲又为我订
了适合小学高年级学生阅读的《儿童时代》。一段
时间后，母亲发现我情绪不高，后来才知因为《小
朋友》是周刊、《儿童时代》是月刊，相比以前，我要
等好多日子才能收到自己的杂志。我每次翻找母
亲手提袋时的失望，她看在眼里，很快又为我订了
一份《中国少年报》，这份少年报是每周三出版，这
让我很高兴。我们几个孩子都把自己的杂志保存
得很好，每当杂志一到，先急迫地翻阅一遍，以后
也常常翻出来看看。每天晚饭后，爸爸妈妈看报
纸，我们就看自己的杂志，到现在，我还记得《中国
少年报》里的“知心姐姐”……

订阅报刊是我们家消费的一项刚性开支，每
年到了订阅时间，母亲都会早早地留出这笔钱订
报买书。我们越喜爱自己的杂志，母亲越高兴；看
到母亲高兴，我们也就越仔细地阅读自己心爱的
读物。我们的阅读兴趣就是这样从看杂志开始
的，是父母帮助我们燃起了阅读的欲望，让我们有
了一种阅读期待。现在，我脑海中还常常浮现出
小时候一家人晚饭后读报读刊的情景，阅读使亲
情浸润，阅读让家庭温暖。

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假期，父亲带我到他
们单位的图书馆选书。办好借阅手续后，父亲取
出其中的一本《五彩路》问我怎么选了这本书，我
告诉他，我看过了电影《五彩路》，今天在图书馆里
见到有这本书，就想读一遍。父亲笑着说：“长大
了，以前你看的都是童话故事，现在不一样了。”得
到了父亲的肯定，我读起《五彩路》就更带劲了，时
而还给父亲讲一讲书里的一些片段。后来我深有
感触地对父亲说：“我觉得看书比看电影有意思。”
父亲说：“那以后你就多看书吧！看书比看电影容
易办得到，不需要分时间地点，你可以任意看一
遍，也可以随时把书合起来停下来想一想，想看多
少、想怎么看，都由你自己定。”那时我就觉得，读
书真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容易做到的高兴事，自己
还有支配权、控制权，多读少读，随遇而读，只要有
一本想看的书，就尽情地看吧。

大概是我小学六年级的一天，父亲下班后高
兴地对全家人说，他好不容易订购了一套《辞
海》。我们听了都很兴奋，虽然我们每人都有一本
《新华字典》，但是父亲买的书一定是好书。父亲
说：“这是本很有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几代人都
用得上。”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对辞书有了深刻
的印象。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法学卷》
一出版，父亲就立刻购买了，这本书一直存放到现
在。父亲曾给我说过，我的祖父李正奋一生钟爱
辞书，治学严谨，话语必须有依有据，略有不明处，
就要翻阅资料，去查字典。祖父毕业于北京大学，
是第二届国学门史学研究生，他对辞书的态度传
到父亲这一辈就成了家庭的学风。多少年来，父
亲只要见到有用的辞书，不管价格多少，都会想办
法购买；而我，只要是存书中没有的辞书，我也都
会买。目前，在我的书房里存藏的各类辞书也有
300多本了。

有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必然会寄情于书、求悦
于读，我逐渐就形成了见到书店就想进门、进了书
店就想购书的习惯，上瘾了！如今买书方便多了，
书店是开架的，可以尽情地挑选；付款用信用卡、
微信支付，不用担心身上的钱不够；去北京、上海
见到好书，书店还会负责邮运；网上购书更便捷
……父亲对我说，我们家的家训（也可以说是家
风）是“爱看书，爱买书，爱进图书馆”。

书境，书疗，书香

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儿时，我们阅读的选择很有限，除了家里的书

报刊，就是街头的小人书摊、街边的阅报栏，学校
里的图书也不多，新华书店的书架前只能是营业
员取书，那时，每天晚上收音机里的“小说连续广
播”算是最好的“读书”机会。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董老师建议班里
建一个图书角，每位同学从家里带一本书放在图
书角里，每人每次只能取一本阅读，等全班同学都
读完所有的书，再把图书角的书归还给同学。我
被委任为图书角的管理员，我带去的图书是《卓娅

和舒拉的故事》。我们班的图书角一建立，班里氛
围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同学们上课听讲时注意力
集中了，大家课下关注的是读书，议论的话题也是
共同读过的书……现在想想，这大概就是“班级阅
读场”吧！

现今，阅读的形式发展成了纸媒和电媒两大
部分，读纸和读屏共存。我们所见到的是，街头的
小人书摊没有了，租书店没有了，街边的书报刊亭
和阅报栏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大屏
幕，来去匆匆的人们使用手机阅读，办公桌上都装
备着电脑，这一切都太便捷了！图书馆扩建了、豪
华了，各类书店都开架了，出版市场空前繁荣，阅
读网站、APP大量出现，图像阅读、动漫阅读、电子
读物盛行……对于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
文化的区域，怎么去引领阅读、提升文化？2006
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各民族图书
消费调查与对策研究”获批，该项研究成果整理
后，于2015年11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
疆图书消费文化》。这让我对读书又有了客观系
统的认识。

电子阅读带给我们超前的便利，信息搜索的
快捷，储存、提取的完善，以及随着文本、图像和
声音转变为字节、数据，纸张转变为电脑、手机、
手持阅读器等大大小小的“屏幕”，互联网阅读所
带来的交互性、开放性、独立性给人们带来了许多
新的体验，能够实现阅读的互动和分享，我们可以
随时随地去一个人静静地读，也可以随时随地和
作者、其他阅读者交流商讨。对于善用网络的人
来说，网络阅读更是一桩愉快的事。但我们也看
到，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的时候，信息超载的问题
随之而来：海量资讯每日刷新了人们的记忆，简化
了阅读时所引发的深刻思考，取而代之的是浅阅
读。过量浅阅读会使人心浮躁，长此以往令人心
智枯竭。

这些年，我在全民阅读推广中更多的是提倡
让读书这一精神生活使读书者渐渐达到一种境
界，而书面阅读就是一种思维训练和美学修养熏
陶的过程，只有细读、深读、精读，才能真正吸取书
本养分。我们总是希望在阅读方式多样化的今
天，能构建一个适宜的读书生态环境，这就是我们
倡导的书境。

在参加的各类读书活动中，我发现最受欢迎
的是有关“读书与健康”的内容，尤其是在讲座中
的互动环节，讲者、听者都在畅谈读书让心灵变得
宁静，让岁月变得从容。读书的心理滋养就是养
心、养德、养性。大家公认，读书让健康的人更健
康，让亚健康的人因身心得到调节而变得健康。
对于病人来说，读书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无聊、沮
丧、消沉的心理，有益于身心的康复。多少年来，
还有不少人常念叨我曾写过的劝导语：“当你郁闷
时，到书店转转，知识的海洋，智慧的高山，豁然开
朗天地宽。当你烦恼时，拿本书看看，静静地神
往，深深地体验，天高云淡眼光远。当你空虚时，
找书友谈谈，娓娓地交流，侃侃地舒展，书香天地
人生篇。”

我退休后，受聘于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做心理
咨询专家，开始尝试将图书疗法用于临床。我发
现，这种方法作为辅助，配合医学治疗，对于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患者的治疗效果很好。我设计的
图书疗法三部曲（朗读、阅读、表达），原理清晰、患
者配合、操作有序，因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社会
关注。2013年10月26日，我在乌鲁木齐市图书馆

“文化讲坛”上做过“图书疗法的介绍与探索”讲座，
后来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克拉玛依市图
书馆、新疆油田公司等地做过介绍与实践。特别是
在经历了几年的临床实践后，我结合具体病例，于
2018年12月26日在“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建院58
周年纪念暨第十四届中医药文化节”中，做了专题
报告“读书疗法——文化的力量”，得到了医务工作
者的认可和人们极大的兴趣。

我理解的图书疗法就是认知行为疗法，是一
种心理治疗策略，利用读书和相关资料，在心理治
疗师指导下，有引导、有目的、有控制地进行心理
治疗。我们所见到的图书疗法的效果体现在锻炼
器官机能、调节情绪、缓解症状、改变认知、生存适
应、自我调节技能水平、提升境界等七个方面。当
然，临床性图书疗法还在实践和探索中。

这些年，在全民阅读活动的倡导下，各地各部
门各单位都在积极响应，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读书
活动。我凡是去参加，都能够感受到人们对读书
的渴望和阅读所带来的收获。即使在病房里，读
书也成为医护人员、患者的文化趣味。闻到书香，
带来健康；读书愉悦，医患和谐。

2022年1月26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综合内四科举行了“回望长征，传承精神”的读
书活动，大家翻阅了《回望长征——72次走进长征

路纪实》大型画册，这本书汇集了作者林胜利同志
1997年发起组织的一支“回望长征考察团队”20多
年来所获得的图片和采访资料。林胜利同志在送
给病房里一位患者的画册中写道：“前进不一定
生，后退必定死，为了生存与死亡抗争！这是我感
悟的长征精神。”画册和话语都令人震撼。医护和
患者都从不同角度坚定了信仰信念的力量，这种
力量让大家拧成一股绳，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
互鼓励，共同抗击疾病。大家纷纷表示，要用长征
精神增强医疗护理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每一
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
自己的长征路”。

2023年3月29日，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来
临前，一场特殊的读书分享会在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综合内四科病房开展。当我得知这个
科的科主任李雅丽教授在给大学生推荐的读物里
有梁衡先生所著的《树梢上的中国》一书时，我就
把自己存藏的这本书带到病房与大家共享，从而
有了这场读书活动。我说：“看完这本书，我对树
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感情。树就像历史老人，寿命
长，能延续看到几代人的成长；而且树有灵性，能
够交流和沟通。看到绿意盎然的树，能给人带来
心灵的愉悦；看到苍劲有力的树，能给人带来心灵
的震撼。”特诊区党支部书记王玉玲大夫说：“这次
读书分享活动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更
增进大家爱学习、积极进取的决心和信心。”阿衣
冬护士说：“让我们感受到作品文字里所饱含的对
祖国与人民真挚的热爱，以及文字背后所传递的
真善美的思想内涵。”在病房实习的研究生黄茂林
说：“《树梢上的中国》凝聚了这片广袤大地上的树
木的灵魂，其背后的人文故事也会令我对树心生

向往。这次读书分享让我感受到和谐的医患关系
对于治疗的正向作用。树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树
能让人体会到一种精神。读了这本写树的书，能
见识、能愉悦、能提升。”

2024年1月5日的“我和杂志的情缘”读书活
动别开生面。我在住院期间，将自己订阅的《纵
横》《西部》两份杂志（2023年全年）带到了病房。
医护人员在阅读之余，纷纷畅谈自己从小读过的
报刊。他们说，在当时，杂志也是互相传读的，大
家也都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共同感兴趣的内容，这
种讨论本身也是读书的乐趣之一。他们纷纷表
示，“作为医护人员，我们面临着日复一日的工作
挑战，我们应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享
受阅读的乐趣”，“我们将会与心爱的杂志结下更
深的情缘，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持续
提升自己的阅读素养和专业水平，提供更具深度
和专业性的医疗护理服务，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关
爱和温暖”。

这些年来，全民阅读正在扎实有效地开展着，
个人阅读、家庭读书，学校、单位、社区……时时处
处都有令人喜悦的读书活动片段。

美哉，书香满园！

原载《纵横》杂志2024年第4期。图片由
作者提供。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文史资
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乌鲁木齐市全民阅读推
广大使、书香天山全民阅读顾问，退休后曾被
聘为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心理咨询专家。

作者（左二）接受新疆电视台读书节目采访。

作者在克拉玛依的读书活动上分享自己的经验。

作者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办读书活动。 护士们翻阅《回望长征》画册。

《树梢上的中国》读书分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