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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金龙江 王常权

近日，三禾文化俱乐部一行应邀来到苍南县，
在这个乐清之南的兄弟县，做了一次深度文化考
察，获益良多。三禾成员主要考察了11月初刚开
业的苍南书城，也参观了半书房城市文化客厅、雁
过藻溪文化客厅等公共文化阅读空间。尤其是苍
南书城，考察人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赵乐强先生
开心地将其称之为“他山之玉”。

定位：一座城市的文化面孔

苍南书城是苍南县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联
手打造苍南文化的又一全新名片和重磅地标，书
城以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面孔”和全民阅读新高
地为愿景，以“光之书城”为设计主题，选址于台商
小镇客厅，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涵盖有教育
培训、文化体验、文创产品、文化讲座等文化配套
设施。

苍南书城坚持前瞻性、现代化的规划设计，高
规格、标准化的建设布局，顾问式、人性化的营销
服务和技术型、智慧化的科学管理，着力为“书香
苍南、墨香苍南”的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记者了解
到，苍南书城从今年4月20日开始创建，6月18日
开始装修，11月1日正式开业，短短的半年多里，
各相关部门单位开足马力，抢时间，抓进度，加班
加点，创造了又一“苍南速度”。建设前期，苍南书
城在规划设计中就注重融入苍南元素，让本土文
化在书城这块公共文化大空间大放异彩。

目前书城存书已达15万册，下一步计划达到
20万册。在这书籍的大海洋中，书城分门别类，定
格定位，并且启动计算机自助查询功能，让每一本
书都在电脑的智慧化掌控之中。同时利用智能设
备，启动自助售书，让读书“最多跑一次，一次也不
用找”，轻轻松松到手自己心仪的书籍。另外，苍南
书城还进行大数据分析，对客户年阅读量、阅读喜
好、消费习惯等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为以后主动为
客户提供智慧销传推送服务做好依据基础。

苍南县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叶茂表如数家珍似
地向考察人员做了热情介绍。他说，书城坚持以

“文化+”和“公益+”两大设计核心，力争做到高标
准、高要求，确保书城的品质，书城的各项配套设
施齐全功能完善，竭力打造智能书城、生活书城、
教育书城和文化书城。该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进
苍南文化事业发展，优化苍南文化环境，进一步满
足全县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为“书香苍
南、墨香苍南”的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也将引领苍
南文化事业迈出全新的步伐。

读书，是为了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如
果说读书是我们生活的一束光一种取向，那么书
城便是我们阳光灿烂的一个乐园，生活方式中一
种五彩缤纷的美丽蝶变。

苍南书城，光之书城，一个向光明致敬的地
方。遇见合适的人，一本书才会发光；遇见合适的
书，一个人才会明亮。作为一个阅读生活中心，苍
南书城“以书为媒，以光为喻”，将全面开展全民阅
读推广活动，打造富有黏性的阅读生活圈，让更多
人享受生活的美好，并真真切切体验到书城因读
者而体面，读者因书城而优雅。

植入：苍南之根和世纪之源

苍南书城既然是大家翘首以盼和共同关注的
工程，那么规格设计如何？设施功能是否完善？书
城又有什么特色和大亮点？考察人员也一一探个
究竟。

苍南书城的核心理念体现“苍南书城，光之书
城”“书城有光，因为阅读”“阅读，让人精神明亮”
这几个点上，所以，确定了以“向着明亮那方”为书

城的标语口号。
在植入元素方面，则注意立足本土，拥抱世

界。设计者认为，人们来到苍南书城，要既能看见
苍南之根，也能看见世界之源。因此在核心文化区
里利用阶梯，打造除了“轴心时代”“中国时代”“我
的时代”“苍南之光”“台商之光”五个区，让人看见
并读懂书城。

轴心时代区。表达公元前6世纪前后，人类精
神领域实现了一大突破，在古代希腊、中东、印度
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
对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形
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被德国著名
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设计者
以此向遥远的“轴心时代”致敬，让“轴心时代”为
我们发光，让苍南与世界站在一起。

中国时代区。呈现轴心时代后中国文化名人
16人及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金句，兼顾时代和
领域，视觉取象中国结，展示文化自信。在平台地
面，设轴心时代后中国文化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标
示16人出生地之老地名。

我的时代区。我的时代意即“这是我生活的时
代，也是我创造的时代”。续“轴心时代”和“后轴心
时代”，历史向现实的过渡，有当代人参与人类文
明历史的创造之意。

苍南之光区。以山海苍南为背景，以苍南知名
人物为星辰，打造苍南星空，彰显苍南精神生活中
的诗性和理性。该区的主题词有两个，一个是“吾
南有道 行者无疆”，点明苍南地域，礼赞苍南创
造。另一个是“大地之上 群星闪耀”，给苍南一个
大背景，让苍南融入人类。

台商之光区则是和谐插入台商小镇视觉元
素，彰显台商小镇建设亮点。

和核心文化区呼应的就是功能文化区。一进
书城，满城浓郁清新的书香扑鼻而来，满目各式
各样的图书画册让人眼花缭乱，流连忘返。宽敞
通亮、赏心悦目的阅读空间更是令人陶醉其中。

“星辰、大海、高山、异乡、在路上”的文
化意象；闽南语、蛮语、金乡语、畲语、蒲城语
等语种的苍南“一粒星”童谣馆；以苍南山海风
光为背景的直播间；以苍南现代书画家作品、摄
影作品、苍南非遗实物等为主要展陈的书城研学
区，以及各教室以鹅峰、吾南、鹤峰、狮山等古
代书院命名的独立研学区，选取矾都之矾、夹
缬、剪纸、碗窑之陶瓷、霞关贻贝等苍南代表性
的非遗文创区，一路行来，乐在其中，学悟兼
得，脑洞大开。

推手：读书会的潜移默化

苍南阅读氛围浓厚。据悉，该县2018年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列温州市首位，并于2019年
被评为“省学习型城市”。近年来，苍南先后孕
育出半书房城市文化客厅、雁过藻溪文化客厅等
20家公共文化阅读空间，并成立城市文化客厅服
务中心，“零门槛”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活
动，目前已举办公益文化活动600余场，惠及群
众10余万人。

他们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活动。比如他们通过
“苍南发布”开展了“读书达人荐书展”活动，
特邀绿茶、吴合众、陈闻等十位苍南籍读书达
人，每人精心推荐一本好书，内容涉及文学、历
史、政治、人类学、社会学、地方文史等领域，
有《史记》《半生录》《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南
渡北归》《枪炮、病菌与钢铁》等好书。

又比如矾山社区学校黄传会读书会以“身边
的家国情”为主题的读书活动，邀请苍南籍军旅
作家、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黄传会主讲。该
活动整个过程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由乡音到乡
情再升华到爱国之情，其间穿插了具有浓浓本土
气息的童谣表演、吉他弹唱、古琴演奏、独舞、
诗歌朗诵等，阅读爱好者与《大国行动》作者黄
传会的互动交流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主持人邀
请黄传会和与会者分享《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
门撤侨》的创作过程。面对读书爱好者的提问，
他说：阅读如灯，照亮人生，希望广大阅读爱好
者多阅读、多积累、勤练笔，让阅读成为家乡人
的一种生活习惯。

同时，苍南以县图书馆为中心，逐步向全县
18个乡镇延伸出图书馆分馆和百姓书屋共18
家，为基层群众提供了栖息心灵的阅读场所。而
今年11月1日至30日，首届苍南读书月将围绕

“阅读让苍南更明亮”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组织
的30余项阅读推广活动。一座座“文化灯塔”
正照亮着“书香苍南”。

一本书可以温暖一个人，一座书城可以滋养
一座城市。早在前期规划设计时，苍南书城就注
重融入苍南元素，让本土文化在书城这块公共文
化大空间大放异彩。“苍南文化底蕴深厚，名家
大师辈出，有着‘3个600年’的人文积淀。”苍
南县委书记黄荣定希望苍南书城成为苍南精彩故
事的传播地，体验苍南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深厚的
历史人文，全方位展示苍南的改革发展成就和独
特文化魅力。

向着明亮那方
——“三禾”暖冬苍南文化走亲

■则弘

苍南，括苍山脉之南端。之前的印象有两点特别深
刻，一是矾山的工业非遗、碗窑，很羡慕苍南有完整的历
史文化遗存，还经常拿磐石与金乡卫城比较，感叹乐清的
守护精神不够；二是苍南人的姓名，如发锐、乃汉、学棒、
仙来等，觉得在中国人惯常的取名中不常用的字，苍南人
却用得不亦乐乎，而且还叫起来琅琅上口，一下子就记住
了。

今天三禾文化俱乐部应邀苍南行，见到的苍南有点
不一样。

书房很多，不只有书，叫半书房。从灵溪城市到霞关
老街到马站中魁、渔寮海岸，从公园到村头、景区，到处有
书房。但书房不仅仅只有图书，还有咖啡、茶、牛排、简餐，
书香与咖啡、茶始终如影随行。图书与咖啡、茶是苍南城
乡书房的标配。早就听说苍南的半书房了，一路上我始终
在琢磨半书房的“半”。“半书房，在半山腰”，所以叫“半书
房”？赵乐强先生常说，人的生活要半物质半精神。建书
房，或许也不能让书太满了。“书房不是以书为中心，要以
人为中心”，大有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的醍醐灌顶之感。

文化很高调，随处可见，随手触摸得到。别说书城、公

园里的文化驿站了，就是动车站，浮雕、油画各种形式展
示十八个乡镇的今古“最苍南”的文化元素，改革开放四
十年十大事件融在二楼进站的大柱浮雕里，四周的墙壁、
天花板的装饰，候车时刻可以去细细品读。塘河公园里，
我惊叹于河岸的天然野趣，一路所见的孔雀、梅花鹿、松
鼠等动物，还有“森林”，但我更见识了文化高调的样子。
随时可遇的文化驿站，每每让人惊喜；状元公园、缬韵，致
意传统，创意再生；各种书法、石板画、漆器作品的展示，
无不在提醒行人苍南的独特魅力。

政府给房子，零租金，还给补贴。半书房原来是几个
朋友为了读书而凑的书，在党委政府支持推动下，而今已
扩为十八家，成为苍南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品牌了，于
我是早闻其名的。黄荣定书记在苍南已待了八年，记忆中
这是第三次见面，2010年在拉萨，当时他在那曲援藏；
2013年在温州人代会期间，当时他主政苍南不久。他全
程陪同讲解，观其言行，不仅有大视野大格局的理念，更
有颇具情怀匠心的行动。他说，社会建设和治理一定要重
视文化品质。他还说，自己亲自抓两件事，一是礼让斑马
线，二是垃圾处理，以此提升文明素养和治理品质。

喜欢苍南书城墙上的两句话：“向着明亮的那方”“吾
南有道，行者无疆”。

■余东胜

月落沙滩，日升渔港，生态家园。
一盏香茶，一盘甜柚，一晌偷闲。
老街鹤发童颜。更欢喜、书房半山。
秋实春华，今非昔比，好个霞关。

■夏成君

书城

书城是一本书
他的序言
是向着明亮那方

我不知道
瞎眼的人来这里
是否有可能看见幸福
但是我一定会相信
一粒星童谣馆里的歌
是这座城最深的乡愁

塘河

他一直在等我们
等待的样子极有耐心
水深流缓
他等待的气质
让我们一下子交出内心

我看到，河水
流过时间的证明，
也流经明亮的那方

古桥用条石构成
质地耿直 坚硬
他的脚一直浸在水里
他的头顶有水牛与白丁走过

霞关老街

老街在半山腰
就是这个腰
不能有闪
一百年前
在逼仄的老房子里
六个天南地北的姓氏挤在一起
很亮堂

我不知道
他们的后人
是否知晓
祖上的很多东西
到现在还很值钱

半书房

不得不承认
取名的人很狡猾
有了文化就有了余地
难得的半啊

马站

这里没有马也没有站
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
是否还有秘密隐藏
一马平川的平地
悬念无法生长

我还是发现了乡村
她的绿草和溪水
就像是一个美女
清纯 真实 善良
甚至还没有谈过恋爱
她不设防的拥抱
让整个天空瓦蓝瓦蓝

还是带一个柚子回家吧
酸酸甜甜
就像是我们当初丢掉的年华

渔寮

山路弯弯
弯成写第一封情书的纠葛
弯成女同学收信时翘起的嘴角
她的发际线
装满了金色的年华
沙子柔软细腻
却握不住

浪一直拍打着礁石
他们明明不能在一起
浪还是每天都来
礁石也没有走开
像极了人间一些人的爱情
如果晚上有月光掉下来
那一定是霜结成的

搭寮 打渔
心里有一千只兔子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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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收获
——三禾苍南行

柳梢青
三禾苍南行之老街印象

苍南行（组诗）

南歌子
三禾苍南行之马站印象

■余东胜

胜日金风细，清游绿道长。
千林橘柚已轻黄。
四季红花遍地、十分香。
远志原非梦，初心岂敢忘。
今朝种树后人凉。
却道阿谁辛苦、鬓苍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