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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少年宫办一张借书证，因为少年宫的图书数量大、品类丰

富。工作之后，尤其是入了这行发现，原来还有不少市民朋友

不了解公共图书馆，甚至发问：‘这里的书能借出去的啊？’‘借

书要钱吗’？这也是对我们从业人员的启示——图书馆人应该

花更多心血去推广、普及全民阅读。事实上，上海的公共图书

馆早已实现了‘一卡通’的概念，即在任意馆点办证后，可在

任意馆点借 / 还书。总之，我的终极愿景是，图书馆人要充分

利用政府投入的资源，让书香无所不至、无时不在，好像空气

和水一样，与日常生活零距离。”

付出是值得的，情感是双向的。房芸芳向记者分享了“把

徐图带回家”活动的故事。原来，徐图 2019 年启动搬迁工作，

照理，几十万册图书是要打包进仓库的。然此举保证了稳妥、

安全，却有几分“珠玉蒙尘，不见天日”的遗憾。于是，徐图

人计上心头，大胆拍板：干脆，让每个读者最多认领 100 册图书，

带回家慢慢品读，待新馆建成再返还便是。“真没料到，除了

徐汇本区的读者，很多外区读者也特意赶来支持我们了！有对

来自浦东的父子，老先生和儿子每人各借了 100 本，把份额用足。

他们说，会把借好的书安排到小区阅览室，让邻居们一道看看。

今年元旦，书院总服务台旁边曾设立了一座书的灯塔，就是由

‘把徐图带回家’的还书搭起来的。在我看来，我们闭馆期间，

这些书籍照亮了很多市民朋友的阅读生活吧。”

但盼有缘人

书籍照亮生活。徐家汇书院的有缘人、摄影师“阿顺”和

妻子“莫太太”对这句话深有同感。

阿顺告诉记者，从前，书院的位置是他就读的小学，对面

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而他家住在上影厂后头一爿住宅区。上学、

放学，来来回回，“附近区域我太熟悉了，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啊”。

莫太太呢，也是土生土长的徐汇人，还在徐汇区文旅局实习过。

因此，当夫妻俩得知徐家汇书院开馆的消息，第一时间就过来“先

睹为快”了。

阿顺和莫太太是高中同学，从小都喜爱阅读，都拥有挺可

爱的文青体质。当年博客风行之时，他们写的文字，只有对方

能懂，其他同学一头雾水，“不知所云”。约会的时候，两人

也会兴之所至，选择一家新书店或图书馆逛逛，安静地感受读

书的氛围。阿顺喜欢科幻作品，喜欢马克·吐温和村上春树；

莫太太在学生时代痴迷漫画，“《机器猫》哪一页具体画了什

么可以背出来”，“还读了好多秦文君的小说”，后来爱上了

文化散文，钟情于展现各地历史、艺术、风土人情的作品。平时，

两人常在茶余饭后聊聊自己的读书心得，而自从有了宝宝，“家

庭读书会”再添新成员。

“生了女儿后，我特别喜欢陪着她一起看绘本。其实，家

里已经买了很多书了，但家里的阅读环境终归比不上图书馆。

徐家汇书院开阔、敞亮，4 岁的女儿一到少儿区，领会到看书

是自娱自乐的事情，也不黏我了，会催我们走，不让我们‘妨碍’

她——‘爸爸妈妈快去选你们的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看就

可以啦’。”莫太太说，阳光洒进书院，是宁静的幸福，更让

她回想起去芬兰留学时泡在当地图书馆的那种感觉——无忧无

虑，完全沉浸。“很多书店、图书馆的硬件已经很好了，但我

始终觉得少了点什么。徐家汇书院的特色是，以读者为中心，

一楼少儿区，设有低幼、幼儿、小学和中学等四大分类板块。 莫太太和女儿在看书。摄影 /阿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