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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阅读是件快乐的事

把全家人带成“书迷”

“达人我可不敢说， 顶多就是个读书爱好者。”
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公司工会副主席贺玉梅谦虚
地说。 除了零散的时间阅读外， 她每天都会利用午
休的半个小时， 以及晚上睡前的半个小时读书。

作为朝阳公园工会的工作人员， “近水楼台先
得月”， 公司订阅的各类报刊， 她都会在中午进行泛
读， 碰到自己感兴趣的再细读 。 对工作有帮助的 ，
她直接剪下来， 贴到旧杂志上。

“其实这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事， 很简单的方法，
能够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好 ，
所以不觉得烦。” 贺玉梅说，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对于喜欢的文章， 要想保留下来， 有很多方法， 拍
照、 复印都可以， 有时候在微信、 QQ群里分享， 与
大家进行了交流， 同时也保存了自己喜爱的作品。”

对自己喜爱的诗词文章她一直有记读书笔记的
习惯， 如今她已经写了厚厚的三个笔记本。 “随手
翻看的时候， 就是在见证自己成长过程。 曾经喜欢
的文字， 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感悟。”

对于需要精读的书目，贺玉梅说自己非常认同曾
国藩“读书不二”的读书方法：一本好书没有读通读
懂，就不看其他书目。 东翻西阅，只是做做样子，白白
让别人觉得你爱读书，其实自己没有半点长进。

“读书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 贺玉梅笑着回忆
说。 刚结婚时，当兵的丈夫并不爱看书，这让她觉得两
人在读书方面常常无法沟通。 后来她发现丈夫虽然不
爱看书，却爱听故事，便开始给他讲书。 从《围城》讲
起，渐渐地丈夫听书上了瘾，但她却改变战略，每每讲
到紧要关头，便停住不讲了，丈夫只得自己去翻书看
结局。 时间长了， 夫妻二人培养了共同读书的爱好，
经常一起点评某本书、 互相推荐书目。

后来， 贺玉梅有了孩子 ， 怕打扰到孩子学习 ，
家里人都自觉地不看电视。 孩子的奶奶闲来无事 ，
也跟着她成为了书迷。 “我整整两架子的书， 我婆
婆居然把里边小说类的都看完了， 还让我帮着再多
借几本。 她可是连小学都没上完呀 ！” 贺玉梅捂着
嘴， 眼角带笑， “可以说， 读书， 让我们整个家庭
都处于一种和谐、 美好的状态。”

朝阳公园职工书屋有三千余册藏书， 这使得贺
玉梅在工作时既方便自己阅读，同时，又能将自己读
书的快乐传播给同事们。 “每当同事们来借书，我就会
跟他们聊聊， 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给他们推荐书目。
等他们还书的时候， 还能够一起讨论一下看这本书
的感受， 可以说读书让我有了更多的朋友。”

说起爱上读书的缘由，贺玉梅说要从初二那年在
上学路上听广播说起。 每天中午都会播出《平凡的世
界》这本书，她渴望能真正读到这本书。 然而， 在家
家户户没有书的年代， 她的愿望一直没能达成。

直到后来， 她考取了县城的师范学院， 才得偿
所愿， 在学校图书馆里借到了这本书。 1998年， 当
她在新华书店看到这本书时， 她没有犹豫的买下了
这本书， 一直保存至今。

贺玉梅

手捧一本图书， 窝在沙发里， 伴着淡淡的咖啡
香气……这是公交客二分公司技术管理部科员杨奕，
每个周末下午读书时惬意的场景。 “最近我正在看
的书叫做 《阿弥陀佛么么哒》。” 其实从学生时代开
始， 杨奕就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

故事性强的图书， 是杨奕钟爱的图书类型。 学
生时代因为 “繁重” 的课业负担， 她总是尽可能挤
出时间阅读。 上学时， 能看课外书的时间有限， 但
是历史课本中涉及的小故事， 却仍能满足她强大的
读书欲望。 “我从不卖书， 因为这些书都有保留的
价值。 还有， 如果有朋友喜欢这些书， 我会送给他
们或者是和他们交换， 但是我不会卖书 。” 杨奕表
示， 即便是阅读过一遍， 有的图书还是值得回味的。
“直到上大学， 我又从书架上拿出这本书， 又重新感
悟到其中的不少道理。”

杨奕业余时间总会浏览图书网站， 了解图书的

最新资讯。 有时， 她还会和朋友们一起 “晒” 读书
体会。 而每年北京的书市， 她也不会错过。 “在书
市， 你会 ‘淘’ 到不少好书。”

“我不喜欢用手机阅读电子书籍， 总觉着看不
进去。” 杨奕说， 每次捧着一本书阅读的时候， 她都
能通过字里行间， 感受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然后
再产生自己的感悟。

名人传记 、 小说……从大学到现在7年的时间
中， 她已经阅读过近200本图书。 “阅读是一件特别
快乐的事， 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伴着书香快
乐地生活。” 杨奕说。

杨奕

“晚饭不用管我了， 我去图书馆。” 又是一天下
班临近， 王义生一边收拾物品， 一边发给爱人一条
短信。 王义生是中建二局一公司职工， 目前在深圳
工作。 王义生酷爱读书， 周末双休日， 东方刚刚放
亮， 他就提着装有一天阅读的书和食物的手提袋 ，
告别家人， 早早赶到图书馆。

离王义生住处3公里处， 有一座五层楼的公共图
书馆， 馆内藏书丰富， 各种馆室齐全， 这里天天人
流不息。 “这个图书馆是我二次学习场所， 是我吸
取知识、 提升能力的精神食粮， 是我心灵放松升华
的驿站。” 王义生说。

8年来， 王义生几乎每天都与图书馆 “约会 ”，
这结缘于一则关于他与女儿的故事。 女儿上初中时，
一个晚上， 王义生被女儿的一道数学题卡住了， 女
儿不屑地对王义生说: “爸爸还是大学生呢， 连我们
初中生都不如， 你解不出来， 我不听你的了。”

“这事对我触动极大。 从那以后， 我就买了一

套与女儿一样的教材， 重新捡起课本， 与女儿一起
学习共成长。 下班后学， 就躲到图书馆一门心思学
习、 解题。” 王义生说。

王义生女儿的高中学校是一所重点中学， 学术
氛围浓厚， 她参与了很多社会研究的课题。 王义生
也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 结合当前社会
问题， 与女儿讨论相关话题。 平时遇到女儿有学习
方面的问题时， 王义生可以从容对答。

王义生有时自得其乐对女儿夸口说： “爸爸30
年前中学知识还没忘吧 ， 你学得不如我扎实吧 ，
‘学而时习之’， 赶紧复习吧”。 就这样， 王义生一直
陪女儿从小学到初中、 再到高中、 直到大学读书 。
“和图书馆的约会， 我会一辈子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葛高进/摄

我与图书馆有个约会
中建二局一公司
王义生

北京朝阳法院工会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各种文
体活动小组备受干警欢迎。 其中， 成立两年的朝阳
法院亚运村法庭 “悦读会”， 就吸引了不少喜爱读书
的年轻人。

2014年3月， 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为营造崇尚学
习、 积极向上的法庭文化氛围， 成立了为快乐而读
书的 “悦读会”， 会标为 “苹果树和思考者牛顿 ”，
寓意读书启智明慧， 并制定了 “悦读会” 章程。 在
第一期 “悦读会” 活动中， 由法庭法官担任的第一
期主讲人， 围绕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
作 《万历十五年》 进行了讲解， 梳理了中国传统社
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
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在讨论 “如何评价
张居正” 时， “悦读会” 会员围绕该主题踊跃发言，
对书中人物及事件进行了讨论和评析。 读书活动使
全庭干警在快乐阅读中开阔了视野 、 增长了知识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悦读会” 第二次读书活动， 由亚运村法庭副

庭长马铁担任主讲人。 马铁法官采用板书加教学的
形式， 分别以 “荷花淀派” 的代表作 《荷花淀》 和
“山药蛋派” 的代表作 《小二黑结婚 》 为切入点 ，
向大家介绍了著名作家孙犁和赵树理的生平经
历 ， 讲解了 “荷花淀派 ” 和 “山药蛋派 ” 的背
景始末， 从人物形象、 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小说
三要素， 通过文中刻画的肖像、 语言、 行为和心理
活动详细分析了人物形象。 讲解完毕后， “悦读会”
成员纷纷发言， 对作品中的故事情景和人物形象说
出了自己的体验。

读书活动氛围轻松活跃， 既在紧张工作之余陶
冶了干警情操 ， 又拓宽了干警的文学知识 ， 增强
了文化熏陶、 提升了文学素养， 起到了良好的活动
效果。

亚运村法庭
有个悦读会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朝阳公园

公交客二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