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印象中的温州和温州人是什么样？
我是从温州商人那里开始认识温州的，

做生意是温州人最普遍的执着追求。他们
大多性情温和又不乏精明。电视剧《温州一
家人》及《温州两家人》又让我进一步感受到
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爱拼才会赢的
坚定与执着。很多美好的词汇都可以用在
温州人身上，然而，“书香气息”这个词我从
来没有想过。

真正到了温州，我却意外地发现，最难
忘的是浓浓的书香味道。这令我惊喜，甚至
颠覆了我对温州的原有认知。我兴奋地用
相机记录下眼前的美景，我也急切地想把我
的感受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文化气质是内在和外在浑然一体的。我
们先来看看温州的城市文化公园。它由一个
老旧下沉式广场改造而成，位于鹿城区东垟
路、三友路交叉口东北侧。下沉区圆心图案
的广场，仿佛有与繁华街市既隔离又浑然一
体的美妙境界。更美的是东南角一处圆弧状
建筑，玻璃窗里隐映出的书桌、书架，还有读
者恬静思考的身影。远眺近看皆成景色，这
就是温州的城市书房——海坛分馆。

城市书房给了温州这座城市以书香的
儒雅气质。遍布在这个城市里不同区域的
城市书房，24 小时开放，不分昼夜、不管晴
雨、不论寒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不远处，刷
卡进入、自助借阅。不打烊的城市书房，又
给温州人一个心灵的栖息之地、精神的享受
家园。

由此转向广场南面，BRT站头还有一处
令人眼前一亮的景致——BRT 城市书巢。
这是2018年1月正式启动的全国首创项目，
35个BRT站头35个红色邮筒形状的城市
书巢，随时取阅、免费阅读。每个书巢可放
置五六十本书，自愿捐赠、自由置换、自觉借
还。自BRT城市书巢项目筹建以来，交运
集团精心“筑巢”，热心团队抢着“认领”，海
内外温州人争相“捐书”，又为这座城市酿造

了一道沁人的精神大餐。
24小时无人值守城市书房是2014年4

月启动的，是为了构建市民“15 分钟阅读
圈”，进一步建设书香温州，打造市民家门口
的阅读空间。目前城市书房已接待206万
人次，外借图书197万册，图书外借率达到
380%。有8支社会志愿者团队近200人与
城市书房建立了长期服务机制。

而今年年初启动的 BRT 城市书巢项
目，则是为了放大城市书房效应，补充公共
阅读服务体系，让读书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
一项公共文化服务。“书巢”既是文化的“微
载体”，也是见证市民文明和诚信的“小窗
口”。截至目前，城市书巢已获得公益捐书
2600多本，绝大部分都是新书；市民、公益
人士、作家等积极参与捐书，海内外温州人
互动为城市书巢助力。在筹建过程中，志愿
者争做书巢的护巢人，招募护巢人的消息发
布之后，在一天不到的时间，就有2/3的站
点被认领光，还有一个点被多家组织抢着进
行结对服务。

城市有“书房”，乡村有“客厅”。城市的
文化发展了，农村也并不是“文化荒漠”，走
在温州乡间地头，可以看到一座座被称作

“村庄客厅”“乡愁基地”“精神家园”的文化
礼堂，这些场所，承载了村民更加丰富多彩
的文化体育活动。天天有人气、周周有活
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盛会……眼下，温州
文化礼堂正将文化“种”进农民心田，激发乡
村文化活力。

阅读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书香铸就城
市的文化品位。从城市到乡间，文化创造正
在温州不断释放新鲜活力。如今，遍布全市
的48家城市书房、35个BRT城市书巢、21
家百姓书屋、40个文化驿站，仿佛是一座座
滋养着温州人心灵的圣地，更成为这座城市
一道道暖心的亮丽风景。

书香气质已然成为温州的又一张亮丽
名片。

品 味 书 香 温 州
□ 姜 帆

城市的“性格”来自城市发展史，也凝结着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

们那份自觉努力。温州正以阅读塑造着文化性格，以书香熔铸着城市

品位

北宋有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其中汝窑居
首，民间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件)”的传
说。据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最新统计，目前存世的
汝官瓷为92件。河南博物院院藏的汝窑天蓝釉刻花
鹅颈瓶，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这件文物不仅工艺精美，而且“身世”坎坷。
汝窑因产于河南汝州而得名，有民窑和官窑之分，

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随着“靖康之难”汝官
窑窑空烟冷、技艺遗失，一代名窑如昙花一现般只烧造
了短短20余年。宋代汝官窑究竟在何处？这个问题
始终令考古工作人员魂牵梦萦，却从来没有人会把这
问题和农民家的地窖联系起来。

1986年，平顶山市宝丰县清凉寺一位农民家的红
薯窖突然垮塌，露出一件完整的汝瓷器。这件瓷器经
鉴定，竟然是汝官瓷作品！这个坍塌的红薯窖开启了
一段考古的新时期。从1987年至2014年，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村进行了十多次考古发掘，清
理出大量汝瓷器、窑具标本及窑炉、澄泥池、作坊等遗
迹，消失了近千年的汝官窑窑址，终于大白于天下。

汝官窑系属贡御窑，即官方置场订货的贡御窑
厂。通常由管理皇帝日常生活的“六尚局”的属官挑选
出合格的供宫廷使用，剩余产品还可以出售。这件汝窑
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8.2
厘米，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址，是目
前考古发掘的唯一一件完整的天蓝釉汝官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青云说：“它是被
窑工挖坑私藏的——就在一个小坑里，竟然出土了7件
汝官瓷，件件都是汝官瓷中的佼佼者。”或许是为了躲避
战火摧残，或者是为了日后重新制作汝瓷时能够参考，
老窑工们小心翼翼地挖了一个坑，里三层外三层地将它
埋了起来，谁知一埋就是近千年！

自宋真宗以后，百年无事，经济繁荣，皇室的文艺
情趣也由原来的富贵张扬转而追求温润内敛。当时定
州白瓷虽为御用，但却因其光芒耀眼而被皇室所弃
用。汝州青瓷却以其“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
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独特魅力，独领风骚二十余载，
成为一代名窑。

这件瓷瓶敞口细颈，腹部浑圆饱满，下有圈足，圈
足底部有芝麻钉，整体器型规整，线条柔和，宛如少女
般端庄婉约；瓶身以刻花工艺装饰，长颈及腹部刻有清
雅脱俗的折枝莲花纹；釉料中加入适量的玛瑙末，釉质
温润如玉，在放大镜的观察下，釉中气泡稀疏，寥若晨
星；釉层略有开片，细碎的冰裂纹犹如蝉翼般轻薄；瓷
瓶通体施天蓝色釉，恰如雨过天晴后的清新自然。

书画皇帝宋徽宗笃信道教，清雅含蓄的天青色彰
显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为王宫贵族、
文人雅士所倾心，曾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
将来”的传世佳句。

汝瓷釉色“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汝
瓷釉色的形成，除配方外，在烧制过程中还需要窑位与火
候恰到好处，古时就有“造天青釉难，难于上青天”的说
法。就算今天化验出配方烧出了天青色，也不能与当年的

“天青色”同日而语，更别说天蓝色了。河南博物院收藏
的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是唯一一件经考古工作者
科学发掘的天蓝釉且刻花的汝官瓷，其珍贵程度自然
不言而喻。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现已安家于河南博物院。
在聚光灯下，它依然从容淡定、宁静安详。它用低调而
又奢华的目光注视着来往参观的观众，无声地述说着
它那传奇的身世过往。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一窟埋身近千年

□ 段晓静

最近上映的电影中，《后来的我们》深
得不同年龄段观众喜爱。这部以逝去爱
情为主题的影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
通篇以简洁的线条，穿插倒叙和插叙的方
式，讲述了一个有些忧伤的爱情故事。

这部影片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
跌宕起伏的高潮。但即便寡淡如水，《后
来的我们》还是在同期诸多影片中赢得了
更多观众。究其原因，在青年人的爱情之
外，这部影片也揭示出一些生活道理，反
映了一些现实困惑。

影片的故事情节十分单一：主人公
是两个北漂青年，方小晓和林见清。一
个爱喝酒、没文化，古灵精怪；一个爱
较真、孩子气，单纯朴实。十年前，两
个本无交集的年轻男女在回家过年的火

车上，因为一张掉落的车票，相识、相
知，到最后相爱。

这是一个曾经深爱但最终彼此错过
的故事。多年后，在飞机上小晓和见清偶
然重逢，他们回忆往事，互诉衷肠。此时
的见清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少
年。昔日稚嫩的少女身上多了几分沉稳。

“错过”的故事，其实古往今来有过许
多。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唐代诗人李商隐
的那句诗来表达这份“错过”的心情：“此
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不同
的时代，面对“错过”会有不同的“惘然”。
那么，《后来的我们》影片中，表达的是怎
样的“惘然”呢？

从小丧父、母亲远嫁国外，也许缺乏
安全感的缘故，小晓一直有个梦想：嫁个

北京人，在这座偌大城市里拥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家。她曾幻想用美貌与青春交换，
可惜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见清当初怀
揣梦想开始创业。两个打拼的年轻人处
处碰壁、抱团取暖，然而，美好纯洁的感情
遇到真实具体的生活时，竟然那样“不堪
一击”。面对琐碎的柴米油盐时，那份看
上去有魅力的感情立即被碰得粉碎。

这两个年轻人的故事，也许正是许
多“漂”着的青年人共同的故事。有些
年轻观众说，他们从中似乎体会到一种
想说未说、欲说还休的感受，看到了曾
经的自己、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努力、
挣扎与无奈。

这是怎样的一份“挣扎与无奈”呢？
其实，影片表达的应该是那份年轻的情感
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坚守这样一个主题。

只有学会如何去爱，才能守住那份曾
经的青春冲动，才能真正收获一份坚韧的
爱情。经不起生活碰撞的所谓爱情，终究

是玻璃花和透明的露珠，看上去很美却经
不起生活的碰撞，抵不住温度升起来的阳
光，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部影片尽管是以两个年轻人的分离
来说明这个道理，但却是对年轻人的一份
真诚告诫。

每次过年回家，林父都会给儿子挖上
一罐子自制酱。在电影中，林父的台词少
得可怜，他与儿子鲜有的几句对话多围绕
着吃展开。然而，这位沉默寡言的林父身
上，其实凝结着深刻的生活哲理。他不仅
仅是饱含温情的“中国式”父亲，更是经受
了生活磨难的老人对青年的看护和守
望。他身上有老人的孤独与脆弱，也有着
生活的智慧。影片结尾时，这位父亲写给
分手后的小晓的那封信，正体现了经受过
生活磨练的老人对充满情感幻想而不切
实际的青年的忠告：

“缘分这事，只要不负对方就好，不负
此生太难了！”

此 情 何 以 成 追 忆
□ 舒 云

岳麓书院，古往今来是人们熟悉的读
书场所。近日，这里举办了一个书屋成立
的活动。书屋有个响亮的名字：“悦读
慧”；成立这个书屋的是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书屋是为了给农民
工提供更多文化服务。

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

一双双略显粗糙的大手，轻轻翻开
书。在活动现场，农民工对书籍产生浓厚
兴趣，纷纷选择喜欢的段落朗读起来。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郭建军说，之所以把
书屋起名为“悦读慧”，就是希望能够让职
工和农民工愉快阅读，增长智慧，更好地
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49岁的冯严翠是中建二局一公司长
沙北辰A3项目的一位抹灰砌筑工人，工
作之余她最喜欢的爱好就是看书。这是
第一次来到岳麓书院，她对大学校园和读
书氛围产生了很大兴趣。

郭建军介绍说，中建二局一公司特别
注重对职工书屋的建设。目前，全公司职
工书屋已超过 100 个，书屋藏书超过

50000册，基本实现了项目工地的全覆盖。
在中建二局一公司项目部一线工作

的祁雁说，很多农民工每天工作节奏快、
工作压力很大。在业余时间，他们也希望
通过读书汲取智慧营养、充实精神生活，
也能为自己减压，而书屋就成为了农民工
兄弟精神食粮的聚集地。

职工书屋的魅力，在于吸引职工走进
来，而深层核心则是要让阅读走入职工心
中，引导职工主动“看书、找书、读书、悟
书”，养成阅读的习惯。

中建二局一公司的做法是：购书随阅
读口味而变。公司购买图书之前都会在
农民工中做调查，有的喜欢看都市小说，
有的喜欢看管理类书籍，还有一些新生代
农民工希望能够学习专业技术。由于职
工看书“口味”不同，书籍种类也越来越
多。考虑到农民工流动性强，各个书屋的
书籍会定期流动，以满足不同职工需要。

阅读成就新生活

杨洁是中建二局一公司高检院 582
工程项目总工。16年来，她从一名普通一
线施工技术人员成长为项目技术骨干。

“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从哪里来？这
都源于读书的渴望。只有学习，你才会
了解最前沿的知识，追得上创新的步
伐。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期间，学习是
修炼自己的唯一方式，总有一天会学以
致用。”杨洁说，正是有了日积月累的积
淀，她才能在工作中坚持创新，兢兢业
业地带领团队。

罗耀辉，这个皮肤黝黑的四川汉子，
回想起 10 多年前初入工地的场景时，憨
憨地笑了。当年，因为读不上书，他来到
建筑工地打工。那个时候，毫无技术的他
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今，他已是中建二局一公司某项目的一
名混凝土带班班长。罗耀辉说，虽然项目
工地书屋不大，但为热爱读书的工人提供
了条件，让人很有归属感。

在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中建二局
一公司许多职工长年坚持读书，将所学知
识运用到工作中，成就了属于自己的奇
迹。曾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的王琦，
数年如一日，从一名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
名创新型领军人物；富浩从普通的技术员
开始，致力探索绿色施工道路，七年磨一
剑，他担任项目领头人的项目，创下了观

摩人数超2000人的纪录；农民工夏荣斌，
靠着读书，从一名项目勤杂工，顺利考取
人力资源证书、安全 B 本和二级建造师。

“如果不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读书学习，我
就不可能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是割舍不
了的读书梦成就了我。”夏荣斌说。

让书屋成为进步平台

郭建军说，目前，公司用于职工书屋
建设资金超过200万元。

“启迪智慧，增长知识，这是‘悦读慧’
书屋的奋斗目标。”郭建军说，他们的设想
是，“悦读慧”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书屋，而
应该是一个品牌平台，包括“悦读慧”农民
工夜校、“悦读慧”书院等，让大家愿意在
这个平台上沟通交流，共同进步。

“当然，这个交流平台未必是实体
的。现在农民工都有手机，我们也可以通
过互联网载体，比如微信公众号、app等方
式，做到‘实体’与‘互联网’相结合，‘书
面’与‘多媒体’相结合，‘政策落地’与‘评
先争优’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的互相联
动。”郭建军介绍，公司将让公司的每一名
农民工共享文化建设成果。

“ 悦 ”读 点 亮 梦 想
□ 韩秉志

经不起生活考验的情感，终究只能是美丽的玻璃花或闪光的

露珠。学会坚守才能获得一份坚韧的爱情

图① 温州市樟里村富有农家特色的

书房。

图② 读者在温州市城市书房庆年丰

分馆读书。

图③ 温州街头鲜艳的BRT书巢。

姜 帆摄

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天蓝釉刻花鹅颈瓶。（资料图片）

一户农家地窖的坍塌“塌”出一件稀世

珍宝。它以一身的低调奢华展现着瓷器的

精湛工艺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