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过去大半，孩子们的时光都花在
了哪里？新颖独特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机
构让人目不暇接，它们精心诠释了寓教于
乐的涵义，让孩子们在暑期有了别样的体
验，甚至超出了课堂的收获。

阅读世界觅清凉

8 月北京一个闷热的夜晚，金中都公
园内散步的人们烦躁地扇着扇子。而在
公园中心位置的“第二书房”内，小读者们
却在尽情享受着阅读的清凉。高高的书
架四周，孩子们或坐或卧，手里捧着书，安
静地畅游在文字描绘的奇妙世界里。

“我知道！我知道！DAD 就是爸爸的
意思”“看，爸爸长翅膀了”⋯⋯试听教室
内呈现出另一番热闹的景象，王坤老师正
在给十几个孩子演绎着精彩的英文绘本
故事《MY DAD》。跟随着她抑扬顿挫的
音调，孩子们热情高涨，七嘴八舌地发表
着自己的看法，小小的教室内仿佛十几只
鸟儿在比赛歌唱。

半小时后，故事结束，英文歌也唱完
了，老师带着大家进入了手工环节。教室
里逐渐地安静了下来，孩子们认真地用胶
水和剪刀制作“会飞的爸爸”，连两岁的宝
宝都有模有样地工作了起来。

这一片纯净的阅读空间仿佛隔绝了
夏日的炎热与浮躁，成为了不少家长和孩
子的乐土。“故事会、父母沙龙、讲座、舞台
剧、科学小实验⋯⋯暑期以来，我们增加
了各种阅读活动的频次，但仍然是供不应
求。为了保证活动质量，我们只好规定人
数限制，往往活动刚一公布就报满了。”

“第二书房”金中都馆的馆长李望告诉记
者，暑期馆里每日的客流量大约在 300 人
次左右，周末会达到 600 人次。

应广大家长的需求，这里还开办了
特色夏令营——图书馆过暑假。据李望
介绍，夏令营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阅读
展 开 的 ， 小 学 员 们 大 多 都 是 周 边 的 居
民。他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畅游书海，还
可以参加美术、书法、科学、扎染、烘
焙等特色活动。活动之余，小学员们还
成了志愿者，做一些简单的图书整理、
修缮工作。“我们的夏令营每周一期，每
期都满额。因为只招收 5 岁以上的孩子，
甚至有家长来商量‘我们孩子虽然只有 4
岁，但跟 5 岁没什么区别，很能干的，就
让他参加一期吧’。”李望说。

这 里 甚 至 诞 生 了 不 少 的“ 书 房 宝
宝”。“有的孩子比我待在馆里的时间都
长，除了吃饭睡觉，恨不得一整天都泡在
这里。”李望告诉记者，“第二书房”的常规
活动基本都是免费的，暑假以来，不少孩
子一场不落地天天参加，比上课还准时。

“如果没有书房的话，孩子的暑假可
能就是在电脑和电视前度过了，身边有这
样一个阅读空间，感觉太幸运了。”一位家
长恳切地说道，不少家长都会主动为书房
做一些志愿者工作。“像前台还书、带领新
读者参观书房等工作，几乎不需工作人员
插手。不少故事会都是由家长志愿者们
组织的。”李望笑着说。

博物馆过嘉年华

这个暑假，不少小朋友跟着“鹏鹏哥
哥”度过了一个博物馆奇妙之旅。不知不
觉，张鹏的博物馆义务讲解之路已经走过
了 13 年，他非常喜欢大家叫他“鹏鹏哥
哥”，他希望能成为孩子们的大朋友，希望
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讲解而喜欢上博物馆。

“有人认为，博物馆高高在上，离我们
很遥远。其实，博物馆就在我们身边。”张
鹏说，有的孩子不喜欢刷牙，可以带他去
看牙刷博物馆；有的孩子喜欢踢球，可以
带他去看足球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学习
知识排在第二，培养他们在博物馆的学习
习惯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正是博物馆发展
的黄金年代。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近
5000 多座博物馆。此外，平均每天还会
有一家新博物馆诞生。面对这些门庭大
开、毫无保留的知识宝库，我们有没有把
这些博物馆好好地利用起来，让博物馆成
为我们终身学习的地方？

为了让更多孩子走进博物馆，暑假期
间，各大博物馆都推出了丰富的暑期活
动。走进这些活动的现场，你会发现，博
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玻璃墙，这里既是知
识的盛宴，同时也是“游乐”的天堂。

“盛世的屋顶”有哪些玄妙？故宫博
物院 2016 年暑期故宫知识课堂通过课堂
讲授、手工制作等形式，带领孩子们探索

与解析紫禁城屋顶建筑的特色。不少中
小学生通过此活动，接触到中国古代建筑
的冠冕——屋顶，感受到其严格的等级
制度，一一见识了庑殿式、歇山式、攒尖
式、悬山式、硬山式等各种屋顶的样式。

8 月 5 日起，北京自然博物馆敞开夜
场参观的大门，用文艺演出的形式展示亚
洲地区的文化之韵，用别具特色的博物馆
展演节目凸显科学与文化之味。同时，4D
影院还举办了科学分秀场，推进科学传播
与民众之间的近距离的接触，并在多个展
厅安排了精彩的夜场讲解服务。

带着孩子去汉字体验馆参加“汉字亲
子嘉年华”也是一个很棒的主意。在这
里，孩子们可以通过猜古文、画汉字、秀书
法、做汉字手工等诸多活动深入探索汉字
的魅力。此外，好吃好玩的汉字美食、酷
炫的象形字文身贴等让大小孩子们都能
获得丰富的文化体验。

营地夜晚识昆虫

“香山奇妙夜”，听到这个名字，许多
大人一定会纳闷：香山，与奇妙有关系
吗？而对于参加过的小朋友们而言，这样
的一夜的确是再神奇不过了。

在激动的探险之前，老师会给大家带
来一场多媒体讲座，既激发小朋友们的兴
趣，也让他们对于将要看到的生物们有一
些认识。

夜晚终于来临了，孩子们在夜宿营地

的帐篷前张起了巨大的白色幕布，并在幕
布前打上亮光。咻，一只飞蛾停在了幕布
上，紧接着，越来越多的昆虫聚拢了过来，
没过多久，宽大的幕布上就停满了各式各
样的昆虫。在老师对灯诱昆虫一一讲解
之后，孩子们带好头灯、手电正式踏上了
奇妙的夜间生物探索之旅⋯⋯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已
经有多久没有亲近过大自然的土地？除
了苍蝇蚊子，孩子们还能认识多少种小生
物？与我们的父辈相比，恐怕孩子们的野
外 生 存 能 力 和 野 外 知 识 都 已 经 弱 化 了
许多。

如今，类似于“香山奇妙夜”的自然活
动逐渐丰富了起来，它出乎意料地受到了
大小孩子们强烈的喜爱，也许这是人类向
往大自然的一种本能吧。这种需求甚至
催生了一种职业——自然体验师。

在暑期，无论是读书、参观博物馆，还
是学习生物知识，通过精心策划，这些活
动都变成了孩子们喜爱的奇妙之旅。也
许在一个夏日之后，他们幼小的心灵就会
神奇地走向成熟。

玩 转 暑 假 奇 妙 之 旅

长征，是一个光耀千秋的英雄壮举；长征是
一首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之际，我们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来到
长征源头江西省于都县，回望历史，探寻初心。

坐落在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
念园翠柳青青，园内主题雕塑和纪念碑雄伟挺
拔。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飞舞的
红飘带”，从主题雕塑来到集结广场。沿途，一块
大理石砌成的书卷上镌刻着《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关于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的内容：1934年
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后来改名叫于都）河
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
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
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穿过纪念广场，驻足长征第一渡渡口，刻有
“长征渡口”的石碑屹立于于都河畔，静静地守
望着于都河。

离开长征渡口继续前行，一块刻有“长征
源”三个大字的石碑，背面镌刻着“于都人民真
好，苏区人民真亲”字样。绕过石碑，拾阶而上，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跃入眼帘。
一进大门，抬眼就看到右边墙壁上镌刻着

毛泽东同志的《七律·长征》，苍劲有力，气势磅
礴。正前方，一幅长达 25 米的大型浮雕墙，生
动展现了当年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长征、
于都儿女送别红军以及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
情景。

纪念馆的二楼是中心展区。陈列按红军在
中央苏区的活动轨迹编排，分中央红军长征的
背景、中共中央秘密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
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都、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
夜渡于都河出发长征、永远的长征五部分。文
字、图片、实物模型等展示手法，在声、光、电的
配合下，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
集结于都出发长征的历史。

因 1934 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
困境，中央最高“三人团”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
备工作。“长征为什么选择在于都出发？”面对游
客的频频发问，讲解员钟敏介绍：“因为于都是
丘陵地带，便于大部队的隐蔽休整。同时于都
在当时不是五次围剿的主要战场，相对来说物
资人员更充足，便于补充。另外，毛泽东同志在
1934 年 9 月中旬来到于都，进行了军事调查，
并向周恩来发去了电报，为中革军委下定决心
到于都来集结、休整、出发提供了军事情报。”

当年，红军渡河的八个渡口没有一座桥梁，
河面最宽的五六百米，水流湍急，8.6万余红军是
如何跨过了天险？答案是，架设浮桥。为保证红
军顺利渡河，当时于都河面上的民船全部都停
运，共调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
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于都沿河两岸的百姓也把
家中所有可用来搭设浮桥的木材都贡献了出来。

进入夜渡于都河展厅，当年搭浮桥、摆渡船，
母送子、妻送郎的情景重现眼前。一位老大爷扶
着一块寿木正与河边的红军对话，这组雕塑反映
的正是当年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
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
工地，用于红军搭设浮桥。周恩来得知此事后，
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据史料记载，架设浮桥都在傍晚五点后进
行，红军渡河后，要在次日凌晨六点半前把浮桥
拆除，傍晚五点后又要重新架桥，如此重复至
1934年10月20日，8.6万余人通过浮桥、摆渡、
浅滩涉水等方式，全部渡过了于都河，开始长征。

参观纪念馆，使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
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把人民群众利益
放在首位，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新时代、
新征程、新未来，我们只有坚持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才能完成“两个一百年”的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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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征源头探初心
□ 王 潍 钟小明

☞ 新颖独特的活动精心诠释了寓教于乐的涵义，让孩子们在暑期有了别样的体验，甚至超出了课堂的收获

☞ 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玻璃墙，这里既是知识的盛宴，同时也是“游乐”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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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 李 哲

今日难寻弗兰克
□ 文 心

读者呼唤“弗兰克”“费

里克”这样的店员,而不是网

上所谓的“大数据”痕迹搜

索，用作者、题材这样简单生

硬的参数代替人性化的推荐

《查令十字街84号》是美国女作家海莲·
汉芙出版的书信集，虽然被称为“读书人的圣
经”，但在国人眼中依然很小众。不过之前电
影《北京爱上西雅图2》让这本备受冷落的书
着实火了一把，笔者也不能免俗地买了一本。

读完这本书，为男女主人公爱书之情感
动的同时，心中不禁遗憾，为什么我的身边没
有像查令十字街84号那样的书店，书店里也
没有“弗兰克”那样专业而充满责任心的店
员？是否因为缺少这两样，所以我们越来越
不愿去书店买书，而更愿意在网上搜索？

我国传统的图书发行主要掌握在新华

发行集团手中，打造“航母”“旗舰店”式的图
书大卖场，也是一段时间内管理部门的期待
和要求。于是，我们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图
书大厦、图书城、图书批发市场，带来“一站
式”购物便利的同时，也给人将图书混同为一
般商品的粗糙感觉。

作为最早文化传播的形式之一，图书经
历了上千年的发展进化历程。现代图书已经
进化出一整套装帧设计规范，每一本精心制
作的图书，都可以看做一件不可复制的艺术
品。我们何尝看到艺术品被整箱整堆贩卖？
哪一个艺术品公司、画廊不是单为某种风格
的艺术品设计出适合的展示空间？虽然现在
提倡大众阅读，但读什么实在是一件很小众
的事情。大众图书排行榜并不能满足每一位
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需要有更多途径去发
现自己感兴趣的书，书店其实应该扮演为读
者荐书的角色。

在《查令十字街 84 号》里，最令人动容
的，是海莲和弗兰克就图书的讨论。海莲告
诉弗兰克她需要的书目，弗兰克尽心尽力为

她寻找的同时，还把自己认为她可能喜欢和
需要的图书推荐给她。海莲对图书品质近乎
苛刻的需求，与弗兰克认真负责的专业推荐
可谓相得益彰，成就了一段持续20年的爱书
人的佳话。

《查令十字街84号》不能缺少弗兰克，就
像《岛上书店》里也不能没有费里克。在人生
最穷困潦倒之时，他也不愿意关掉小岛书
店。因为艾丽丝岛上只有这么一家书店，不
管是岛上居民，还是季节性上岛观光的游客，
都不能缺少这样一家书店。作为店主的费里
克能够满足他们心中潜藏的阅读需求，他只
要稍稍接触过一个人，就能为他选出适合的
读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一本书都是一
个世界”，一位专业负责的书店店员，可以带
领更多人进入阅读世界，成就他们的阅读
人生。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阅读的便利化与个
性化需求，催生了越来越多独具特色的小书
店。但是无论硬件设施如何完备，也不能弥
补文化准备的不足。读者呼唤“弗兰克”“费

里克”，需要能懂得自己内心需求的图书推荐
者，而不是网上所谓的“大数据”痕迹搜索，用
作者、题材这样简单生硬的参数代替人性化
的推荐。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去年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为4.58本。虽然近些年有所提升，但
与以色列的人均60本左右的阅读量依然有
很大差距。何况这4.58本阅读量中，至少包
含一半的教材教辅图书，这些都不应该计算
在有效阅读中。对于一个人来说，阅读习惯
的养成可能需要一两个月或半年一年，但对
于一个民族来说，良好阅读习惯的形成却需
要几代人的努力。在我们已经跻身经济大国
行列的今天，文化水准的普遍提升不仅是少
数社会精英的责任，更是我们全民族每一个
人的责任。

兴趣就是动力。对阅读的热爱很重要，
更容易地找到最感兴趣的高质量的内容同
样重要。期待我们的书店里能涌现出越来
越多“弗兰克”，引导更多人走进精彩的阅读
世界。

纪念馆内再现了于都人民架设浮桥帮助红
军渡河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