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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杜 倩）去年 6月，61岁
的陈玉梅第一次踏入西罗园街道西马金
润社区的书香驿站。那时的她已与重度
抑郁症抗争了 5年。窗外细雨纷纷，她的
生活也被阴霾笼罩——刚送走身患癌症的
公公，紧接着照料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婆
婆，自己还被查出甲状腺癌。女儿已成家，
丈夫常年在外工作，家中只剩她和一台从未
开机的电视机。
“那时我每天最怕天亮。”陈玉梅回忆道。

初到书香驿站，她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偶尔
翻翻书。驿站管家付磊注意到，这位和蔼的
“大姐”在使用智能手机方面十分熟练，点外
卖、预约挂号，用DeepSeek、豆包等应用程序
都不在话下，便提议：“或许，您能为我们开一
堂‘智能手机课’？”

陈玉梅的课堂上，老人们听得格外专
注，课后还围上去问她：“大姐，付款码怎么
更新啊？”“那天回家后，我突然有了食欲。”
陈玉梅说。如今，她已是驿站的常驻志愿
者，每周上两堂课，学生平均年龄 72岁。她
把自己的抑郁症诊断书塑封后，放在讲义首
页，“我想让大家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也能
发挥价值。”

我区计划三年建成100家书香驿站
《梁祝传说源流研究》

作为我国流传最广的民间爱情故事之一，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影响广泛久远，深受各
族人民喜爱，几乎各种艺术形式都曾以此题材
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梁祝文化研究中，传
说本事、起源地点时间的考证以及故事的源流
发展历来是学界关注焦点，然而至今尚无定
论。本书即集中于这几个问题，从传世文献
（方志、诗文集、文人笔记等）、民间传说以及相
关文化遗址等诸多方面入手，综合考量，对梁
祝传说的方方面面做全方位的探析考证。

《清代贵州客民与地方社会变迁》
《清代贵州客民与地方社会变迁研究》

（15BZS119）的结项成果。作者将客民群体置
于区域社会整体中加以考察，研究客民迁徙与
分布、客民与地方开发、客民与地域社会变革、
国家与地方的社会治理、客民土著化与地域认
同和国家认同等内容，重点探讨客民土著化与
地方国家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客民在土著
化进程中实现了地域认同，而王朝权力在地方
社会不断深入，完成了“大一统”的国家秩序，二
者是并行不悖的，为理解“国家与社会”二元合
一提供一条新的解释路径。

《文化·学术·人格——
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

本书首次系统论述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
过程，主要从湖湘文化形态建构论、湘学学统
建构论、湖湘士人人格建构论三个方面，对作
为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建构过程作
了一个通论式的宏观研究和综合论述。从文
化层面上，通过分析神农、虞舜、屈原、周敦颐、
王船山及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等文化现象，探讨
了湖湘文化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建构过程，
总结出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与中华精神。从
学术层面上，通过考察湘学的千年历史演进历
程，探讨了湘学学统的历史建构过程，揭示了
湘学学统与中华道统的内在关系。从湖湘人
格层面上，通过挖掘湖湘地区乡贤人格典范的
历史影响，总结出湖湘人格的血性、狂狷、崇文
而尚武、叛逆且忠诚、务实并浪漫、圣贤兼豪杰
等一系列典型特质。

《适时与趋变：敦煌汉简书写研究》
汉字书写有何规律可循？字体演变如何在

日常书写中完成？两千年前的汉代简牍墨迹，
隐藏着哪些汉字书写与字体演变规律？本书以
敦煌汉简为研究对象，以汉字书写研究为核心，
通过对字样笔形、部件、结构体势等的全面分
析，探讨了影响书写的诸多因素以及书写对汉
字字体演变的影响，考察了敦煌汉简书写特征
及其所反映的书写规律与隶变、草化、楷化等字
体演变规律。

《天工开物（彩绘版）》
《天工开物》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编写的综

合性科技专著，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
科全书”。全书共18卷，介绍种植、纺织、染色、
粮食加工、制盐、制糖、陶瓷制作、铸造、车船制
造、锻造、烧炼矿石、榨油、造纸、冶金、兵器制
作、造酒曲、采集珠玉等工艺技术，是了解中国
古代科技的重要典籍。《天工开物（彩绘版）》是
专为孩子编写的《天工开物》读本。从原著中提
炼、整合出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衣、食、住、
行、用等几大方面，精选原文，大字注音，梳理大
意，帮助理解。以原著中的线条图为底本，重新
绘制彩绘插图，再现生产工艺场景。文后还链
接现代工艺、传说故事、动手活动、博物学知识
等，拓展视野，激发兴趣。附录部分的“《天工开
物》：中国十七世纪生产工艺百科全书”帮助读
者了解名著的时代背景及其蕴含的科学精神。

中华书局新书单
（五）

书香丰台编者按：近年来，丰台区高度重视书香丰台全民阅读建设工作，把持续推进书香丰台全民阅读品牌建设、构建“15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列为区
委区政府重点任务和折子工程。书香驿站落地丰台，是丰台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和健全
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等系列文化改革目标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全方位打造书香丰台阅读品牌、推动和构建“15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
系”的重要步骤。在政府主导下，引入社会力量、公益组织、志愿服务团队等优质惠民资源，充分利用街镇、社区（村）闲置或低效空间、楼宇场站，采取
新建、改建、共享等形式打造书香驿站，填补和完善阅读服务空白点位和薄弱点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丰台书香驿站点亮社区文化新生活书香丰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高楼大厦取代了胡同院落，人们的居住空间
更宽敞了，可“对门不相识”的孤独感却悄然滋长。“以前社区连个像样的
文化活动室都没有，老人们只能在楼下晒太阳，孩子们放学后也没处去。”
居民王阿姨回忆道。

这种情感空缺，被书香驿站创始人梁军敏锐察觉。作为长期关注
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创新者，梁军十几年前就开始探索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服务的模式，他认为“文化不该高高在上，应融入日常生活”。

2024年 5月 18日，在丰台区政府支持下，他的设想变为现实——
丰台区首家书香驿站在西马金润社区揭牌。一间 40平方米的闲置
房，6个书架、20把折叠椅，便是第一家书香驿站的全部家当。面对空
空的书架，梁军没有直接采购图书，而是向社区居民发起“众筹”式捐
书倡议。退休教师郑建新捐出了珍藏多年的文学经典，孩子们抱着心
爱的绘本踊跃赶来……看着一本本书带着温度摆上书架，梁军十分感
动，他觉得：“驿站成了！”

而这种“众筹”模式，让驿站从诞生起就充满社区归属感。“这不仅
是政府或某个组织的驿站，更是我们大家的。”一位居民的话，道出了
书香驿站“共建”的精髓。它不依赖行政力量单向供给，而是激发社区
内生动力，让居民成为文化服务的主体。

在“百名作家进社区”活动中，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和孩子们
围坐在一起讲故事；自发读书会上，居民们为《平凡的世界》里人物
的命运争论不休。驿站引入“健康阅读”理念，联合三甲医院开展
义诊。书法老师吴高山的楷书课场场爆满，他从颜真卿的《颜家庙
碑》讲到大唐气象；中国音乐学院的石博士带着老年合唱团重拾青
春梦想……驿站成了“社区能人”展示的舞台，邻里关系也在交流
中愈发融洽。

从“空书架”到“精神家园”
一场社区文化共建的温情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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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物业支部书记周坚拿出手机，展示一张对比照
片，“看，左边是 2023年闲置的食堂操作间；右边是现在的
书香驿站，墙上挂着居民创作的油画，变化多大啊。”

去年，得知要设立书香驿站，周坚主动把闲置多年的食
堂操作间改造成驿站活动室。不仅让物业员工全力为活动
提供后勤支持，他还参与课程策划，甚至协调周边商家提供
帮助。

他的付出被社区居民尽收眼底，大概 3个月后，周坚
发现物业前台放着一盒手工月饼，附带纸条上写着“给帮
驿站值班的物业管家”。而这位物业管家上周还因催缴物
业费被同一栋楼的业主投诉过。

他坦言，在传统物业管理模式下，物业与居民的关系
多局限于“四保一服”，以往举办活动，参与者寥寥无几。
“但上周的包饺子活动，来了 80多人，这可是我们社区至
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周坚说这话时，满脸自豪。

自从物业工作人员“兼职”成为驿站志愿者，矛盾解决
率提高了。丰台区委社会工作部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变
化，有驿站的社区，居民对物业的满意度提升了，邻里纠纷
减少了。 

驿站管家们也是社区的“万事通”。居民提出“想学习种
植”，管家就联系农业大学的学生来授课；发现老人孤独，就
组织“青团制作”活动，让传统手艺成为情感纽带。他们还挖
掘出许多“社区能人”：会编织的阿姨开手工课，退休编辑主
持“跨代读书会”。“我们就像‘文化经纪人’，把需求和资源精
准对接。”管家付磊笑着说。
“文化服务不能千篇一律，要为每个社区定制专属文化

菜单。”梁军说。书香驿站的实践，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
动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制度”，书香驿站的实践证明，当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
形成合力，社区就能从“行政单元”变成“生活共同体”。

重构人与“附近”的关系 让文化星火照亮更多社区
“一个城市的温度，不在于高楼有多高，而在于老人摔倒时多少

人愿意搀扶；不在于 GDP有多高，而在于深夜归家的人能否看到一
盏温暖的灯。”梁军道出了书香驿站最本质的价值。它像一股清泉，
滋养着社区的精神土壤。

随着丰台区“15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多家不同特色的
书香驿站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未来三年计划扩展至 100家，实现全区覆
盖。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白晓波表示，书香驿站十年间的不
断探索和创新实践，以满足居民多层次文化需求为导向，打造了“七彩空

间”，以“阅读+”为核心，整合文化、教育、健康、公益等多元服务，形成了
“7+2”功能 36项服务内容。用标准化服务清单，将优质文化资源精准送
达基层，被社区百姓称为“咱的第二个家”。

梁军从未放弃对于“驿站+”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他希望未来驿站
能开设社区厨房，让独居老人吃上热乎饭；能办起儿童课后托管，解
决双职工家庭的难题；能成为社区创业者孵化空间。若这些构想得
以实现，则表明书香驿站不仅是社区文化空间，更是解决社区痛点的
服务平台，还是重构人际关系的公共客厅。

张国震张国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