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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它是一座没有围墙

的博物馆，不仅在于它是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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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到处都散落着和它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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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公益

书店更美好

□ 周慧虹

实体书店的文化温情

早已有之，“寒冬”之中，更

应该将这份温暖留住

面对网络冲击，实体书店今后的路该

怎么走？北京纸老虎书店的经营管理者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书店将来要向公益化

方向发展，成为公益场所、阅读场所、文化

交流场所和传播场所⋯⋯书店不仅要卖

书，一定要做一个文化场所”。

给书店经营贴上公益标签，在公益化

引领下，充分发挥其场所优势，通过转变传

统的经营方式，开展种种文化阅读活动，借

此凝聚读者、作者，提升书店的人气，促进

书店可持续发展。如此经营理念，在新的

形势下，为实体书店扭转颓势指出了一条

可行性的出路。

事实上，实体书店自其诞生之日起，

便充满着文化温情，或多或少地投射着公

益的影子。当其他商品还隔着货柜高高

在上时，实体书店便已实行了开架售书，读

者即便不买书，也可在书店里无人打扰地

享受整段美好的阅读时光；书店售书渠道

正规、明码标价，没有假冒伪劣，没有文化

上的暴利，有的却是让人感知、并受到感染

的诚实守信；书店除了销售畅销书，还会积

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推出一些主旋

律图书。

受客观条件限制，纵然，网上书店有

着实体书店不可比拟的价格优势，但正如

许多人坚信的，纸质书不会因电子阅读而

消亡。实体书店也不会因网上书店的盛

行而消弭其存在价值。不仅如此，现时环

境下，实体书店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

这不只是广大读书人的认知与期盼，也为

各级政府所重视。今年“世界读书日”时，

李克强总理专门致信北京三联书店，称其

推出的“深夜书房”很有创意，希望三联书

店能把24小时书店打造为城市的精神地

标；前不久，他又走进杭州晓风书屋，强调

“纸质图书永远都有市场”。

为了帮助实体书店“强身健体”，政府

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比如，

在北京、上海等地，政府部门拨付专项扶持

资金，帮助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品牌影

响力的实体书店增强经营实力；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还专门发文，给予实体书店以

减免税收优惠。政府对实体书店的重视

与积极扶持，寄托了政府希望更好发挥实

体书店独特优势，推动全民阅读、文化发展

的美好意愿。作为实体书店，在追求经济

效益的同时，使自身经营朝着公益化方向

作出努力，力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

益彰，岂非更符合自身的身份定位，也与政

府的扶助与厚望更相契合。

现在，有些实体书店经营者在经营过

程中，迫于市场压力，脑子里一味考虑的是

如何赚钱，纯商业化经营理念占了主导，缺

乏书店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文化魅力，其结

果，往往欲速则不达，终致业绩每况愈下。

如果，他们能转变一下思路，把书店经营的

公益化与商业化有机融合起来，以公益化

经营举措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继而带动

商业化运作目标的更好实现，从“无欲”处

发力、从信守文化职责着眼，或许，更易于

在市场喧嚣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为了给实体书店经营的公益化

创造更为宽松条件，各地政府部门应当进

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像在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大中型商场等城市公共文化场所

帮助实体书店解决店面难题，就很有现实

意义；作为实体书店，也要增强自身经营的

能动性，不仅依托店面进行文化交流，而

且，尝试“出门办书店”，以富有吸引力的活

动使书店及其经营走进社区、学校甚至更

远的地方，在细致入微满足公众文化阅读

需求的同时，促使书店的经营业绩不断

攀升。

夕阳本该华彩绚丽，老年本当颐享天
年，然而，伴随老年而来的各种疾病是一
场无情的自然规律，犹如寒冷的冬天，给
老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烦恼。有一
句网络流行的话触动人心：穷人失去健
康，等于雪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
一辈子白忙。这是老年人把健康的希望
寄托在养生运动和保健品上的重要原
因。中国老龄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邓春
阳说，他在对几千名中国老人的调研中发
现，老年人有三怕：怕孤独、怕生病、怕没
钱。老年人的“三怕”突出地表现出目前
大多数中国老年人面对的最现实问题。

健康靠自己

无论是谁，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未来，
那就是衰老。对大多数老人来说，养生，
是为了保持健康，不给家庭和社会增添负
担。因此，老人们通过选择各种养生之
道，以达到减少身体疼痛、提高生命质量
的愿望。城市中的街心花园和公园是老
年人聚会的场所，也是养生之道传播的重
要渠道。以至于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
游，把去公园看老年人晨练成为旅游项目
之一，他们对中国老人在公园里打太极拳
和跳舞充满羡慕。

三十多年前，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
医学代表团住在长安街旁当时非常高档
的燕京饭店。该团的一位负责人早上拉
开窗帘，看到长安街上壮观的自行车流，
感慨地说：“中国人很健康！”三十年后，还
是这位负责人，又一次来到北京，住在长
安街旁更加豪华的饭店。他早上推开窗
户，只见眼前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车流滚
滚，但这个“车”已由自行车变成了小汽
车，他长叹一声：“中国人得病了！”

讲这个真实故事的胡大一教授是北
大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他是我国首席心
血管病专家。他的养生之道听起来并不
新鲜：多喝白开水，饮食八分饱，日行一万
步。胡大一教授认为，走路是运动的最好
方式，简单经济、安全有效，对老年人关
节、肌肉、韧带损害很小，对心脏负担相对
较小。“我带计步器锻炼 11 年了，每天走 1
万步。”长寿是人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
和美好的心愿，但能够像胡大一教授这样
活得明白又会养生的人毕竟是少数。

胡大一教授说：“记住有氧运动中的
1357：每天运动 1 次，持续不少于 30 分
钟，每周确保运动 5 天，运动时适宜心率=
170-年龄。只要你遵守四句老话——戒

烟限酒，合理膳食，有氧运动，心态平衡，
就可轻轻松松活到九十岁。活不过 90 岁
那就是你的错！”

养生先养心

在我们的生活中，还会看到一些保健
品“控”的中国老人。他们平时生活上省
吃俭用，但每个月在保健品的开销上出手
大方。他们从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和亲
朋好友道听途说中购买各种保健品，不管
自身体质虚实，看到补品，就毫不犹豫下
手买。当很多儿女对此抱怨时，在我所居
住的社区中，一位 80 多岁的大妈对我说
起她对保健品养生的想法：“我们谁都不
想身体有病，也许日常保健能救你的命，
医生却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平时在保
健预防方面花几百元，减少疾病，预防大
于治疗。不管这些保健品是不是真像广
告说得那么玄乎，但吃了对身体只有好
处，要不然国家有关部门也不会同意他们
在市场上销售。”

老人们这么想对错不论，但是可以看
出，他们购买保健品，更多的是求得心理
安慰。其实，养生重要是养心，心病不除，
吃多少营养保健品都难以吸收。因此对
老人而言，保持积极心态对健康十分有
益。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积极心态比
运动更能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该研究
首次证实，下意识地接触积极信息，能促
进身体健康，甚至超过 6 个月运动带来的
好处。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贝卡·利维
说，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引导性的潜意识
手段能改善老人的身体机能，潜移默化的
信息能够帮助人们改变社会强加给老年
人的消极认知模式。由此可见，拥有一个
好心态是由内而外的养生秘钥。

如何帮助老人培养好心态呢？在联
合国老年人原则“自我充实”一条中指出，

“老年人应能追寻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机
会，老年人应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
和文娱资源”。78 岁睿智的孙老伯就是
一位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快乐老人。他
至今仍然担任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信奉“人生在世，奉
献二字”的理念，自称天天“累并快乐着”，
把真诚的关爱洒向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
识的人。他分享养生之道时说：“青年人
的任务是拼搏，老年人的任务是快活！老
年人要学会自得其乐，以玩为乐，助人为
乐，共同追求长寿快乐！”

一堂“人生课”

养生，表面看起来解决的只是个体的
身体健康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迫在眉
睫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重要问
题。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应该把全球老
龄化的进程同更广泛的发展结合起来，关
于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制定应当被当成一
堂“人生课”。

老人是每家每户的宝，助老养生应该
成为全体公民一种积极主动的行动。北
京西城区有一家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主要从事老年人精神关怀服
务工作。这家名为“银铃精神关怀服务中
心”的六名主要工作人员均为国家认证心
理咨询师，具有多年心理咨询级教学经
验。该中心主要负责人介绍，服务对象主
要是全区 60 岁以上无神障碍但有心理服
务需求的老年人，其中空巢老人是服务的
重点人群。

随着各国老年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助
老养生成为一项全球各国都在积极探索
并付诸实践的行动。比如在法国，许多超
市、餐馆、商店门口都有一个特殊标识，表
明该店内接受助老券为支付方式。法国
政府为给老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在
2006 年成立了全国家庭服务署，并向全
国推出了助老券，面值有 5 欧元、10 欧元
不等，可用于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而助
老券的收入则由法国的银行、家庭服务协
会和医疗互助会共同支配，全部用于改善
老人的医疗护理的服务质量。

尽管养生方法因人而异，但总是有一
些共同点。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养生的梁
冬总结说：最靠谱的养生办法就是做一个
尽量天真的人。健康的源泉不在于身体，
而在于心性。要明白生气是愚蠢的事，你
才能不生气，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健康了
一半。

给长寿加加码
□ 陈 颐

这是一座不设大门、没有围墙的“红色博
物馆”。井冈山历史博物馆依山临水，与茨坪
革命旧址群隔挹翠湖相望；它以井冈山的民
居“围屋”为建筑主体造型，正面是“五指峰”
的意象，屋顶则像一顶红军帽——作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设计者
的匠心独运让它成为井冈山地标性建筑。

一级，一级，沿着红色花岗岩铺成的台
阶，缓步“红色之路”上，仰望周围群峰，不朽
的历史如同莽林中的缕缕云雾弥漫而来——
4.8万名革命先烈长眠于井冈山，这里的每一
朵杜鹃花都曾被鲜血浸染，每一棵树木都在
讲述动人的传说，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悲壮
的旋律，每一块岩石都镌刻着钢铁般的誓言。

拾级而上，赫然入目的是朱德的题字：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一笔一画，苍劲有力，肃穆
庄严。走进序厅，柔和的光线下，红色道路从
脚下延伸至群山深处，半景油画井冈山主峰
——五指峰巍然屹立眼前。一团耀眼的火
焰，定格在一盏青铜制的油灯上面。油灯的
下方刻有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

作为江西省率先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博物
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每年要接纳来自全国
各地上百万的游客。然而走进馆内却秩序井
然，地面干净整洁。大家边参观边向前移动，
或驻足观看，或认真听讲解员解说，出奇一致
地保持着安静，即便偶尔几声低语讨论，也与
适才在馆外的喧闹拥挤全然两样。让人很难
想象也不禁诧异，是什么强大的力量感染大
家有了这样的改变？

我边看边沉思，差点撞到一面浮雕墙
上。这块名为《卢德铭》的浮雕，占据了整面
展板的位置，表现了卢德铭骑着白马紧握手
枪向着敌人冲锋的一瞬间。浮雕上，卢德铭
持枪骑马飞奔几欲破墙而出，气势逼人。然
而，这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在
掩护大部队撤离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2
岁。然而他眼中的坚毅与视死如归，蓦地让
人感到死神也那么苍白无力。

除了雕塑、油画等美术作品，各类先进的
灯光技术在展厅中也运用得非常丰富，吸引
观众流连忘返。《八角楼的灯光》用幻影成像
技术 1∶1 比例动态演示毛泽东、贺子珍在八
角楼生活工作情景场景；《朱毛会师》结合大
型场景复原、绘画、仿真雕塑和多屏影像演示
于一体，让观众走进场景中⋯⋯

“这是朱德的扁担，这是罗荣桓的‘工’字
银元，这是黄洋界保卫战的迫击炮⋯⋯”一位
年轻妈妈拉着小男孩的手，轻声说着。

罗荣桓“工”字银元的故事很传奇，我最
早是听高中历史老师讲的。说红军长征途
中，一次敌人突然发动袭击，一颗子弹向罗荣
桓的前胸飞来，上衣袋被击穿，但罗荣桓却没
受伤，原来是正巧打在银元上。事后罗荣桓
风趣地对着银元说：“原来是你保了驾，不然，
我早见马克思了。”

当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和文物，如此近
距离出现在眼前时，鼓角相闻、硝烟弥漫的战
斗场景逐渐地在人们的视野里清晰起来。这
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什”，背后却有着
一个个声名赫赫的革命故事。它们拭去历史
的尘埃，依然发出不朽的光芒，折射出时代风
云里的一幕幕动人传奇。

一次博物馆之旅，让一幕幕历史风云浓
缩眼底，让一页页波澜画卷扣动人心。都说
井冈山博物馆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不
仅在于它是开放的，而且在五百里井冈这片
土地上，到处都散落着革命旧址，人口传唱的
都是革命故事。如果说历史只是停留在书本
上，那么在这里，历史就变成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被赋予了生命的东西，你不再置身事
外，而是深入其中；不仅收获知识，而且撼动
灵魂。

老有所乐

②

长寿是人们一直努力追求的

目标和美好的心愿，但能够活得

明白又会养生的人毕竟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