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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阅读空间：滋养“文化秧苗”茁壮成长

� �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浙水
村“自然书屋”

———依山构筑 美用一体

不少人是因为“自然书屋”
而知道的浙水村。

这个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
东北端的传统村落，地处晋豫两
省交界， 被太行深处的群山环
抱。 由于交通不便，这里的发展
曾一度落后。 2020 年，随着当地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修到村门口，
古村重焕生机。 村中的“自然书
屋”也成为游客几乎必去的打卡
地。“专门开车过来的，在网上就
被这个‘太行山村最美书屋’吸
引了。 ”一对来自河南省辉县市
的夫妇难掩兴奋地对记者说。

书屋紧临村东的浙水河，倚
靠天然石壁，只建了两个面：一面
是倾斜的大屋顶； 一面是作为围
护结构的承重墙。 建筑灵感产生
于设计师罗宇杰的实地调研。 当
时， 浙水村作为旅游公路的驿站
村，正在打造配套设施。接到委托
后，罗宇杰走访了许多村落。他发
现，在太行山区的民居建筑中，石
头是主要材料。“当地许多村民，
累了就直接靠在山石上休息。 这
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景给了
我启发。 ”因此，他就地取材，为村
民设计了这个实用性与艺术性兼
具的公共文化空间。

书屋内没有桌椅和板凳，层
叠的岩石稍加打磨， 放上一个个
藤编垫子， 就成了孩子们的阅览
区。书屋的入口处与对面的墙，用
玻璃搭建而成。 木框架构成的承
重墙，中间嵌入玻璃砖，室内部分
被用作书架， 户外部分成为人们
休憩的座椅。白天，自然光透过玻
璃，让人们能在阳光下尽情阅读；
晚上，室内暖光亮起，书屋又成为
静谧村落的一道风景。 书屋不仅
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还增进
了村民之间的情感交流。

书屋建成后，当地市县两级
相关部门发起图书筹集工作。 如
今，书屋已有 1000 多本图书。 图
书管理员原沈飞这样描述孩子
们争相看书的热闹场景：“周末
一大早，孩子们就嚷着让我赶紧
开门，一待就是一天。 ”

对于 40 多岁的村民牛庆丽
来说，农闲时间，带上读书卡，步
行 10 分钟去书屋借几本喜欢的
历史类、养生类书籍，成为一种
习惯。 她的两个在县城上学的女
儿，回来也爱借上几本故事书与
手工艺书。 如果没看完，还可以
带回县城图书馆归还。“书屋接
入了公共图书管理系统，县城与
村里的图书可以通借通还，为大
家提供方便。 ”原沈飞说。

如今， 往来的游客多了，书
架上特意增添了许多文旅类图
书，有陵川县志，有太行红色故
事，也有山西历史故事。 浙水村
的“自然书屋”，正成为展现太行
文化与古村风貌的一扇窗口。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花山
村“马家垄 1953”“蒋山书舍”
———老校舍新用途 文化融入生活

环山皆翠，江苏省南京市高淳
区花山村的农家阅览室———“马家
垄 1953”便在这苍翠之间。 充满现
代美感又不失古朴韵味的建筑风
格，使其既“亮眼”又“养眼”。

这座阅览室原是村里一处
废弃的校舍。 2019 年，当地进行
美丽乡村建设， 决定把这处于
1953 年落成的老校舍改建成一
个农家书屋，以充实人们的现代
文化生活。

原址的一些基本要素被保
留下来。 灰色的校舍底部建筑结
构、木质的顶梁，都展现着传统
乡村意韵。

远观，几何形的黑色屋檐如
瀑布般泻下，宽大的梯形面上留

置一个圆形大洞，原来栽种的榉
树从中穿过，呼应了“村口大树”
的传统村落意象。 室内，设计团
队运用玻璃材质制作屋脊和前
后落地窗， 不仅改善了采光，而
且从窗户望出去， 绿色尽收眼
底，让建筑成为自然的延伸。

这座建筑面积有 102 平方
米的阅览室，如今已成为村民阅
读学习和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
室内配备有休闲平台、 图书室、
茶水吧台、盥洗室等设施。 藏书
约 2000 册，有党史学习材料、当
地民俗方志、农业种植养殖手册
等，类型丰富。

到了周末，剪纸艺人常会在
阅览室里教大家剪纸，村里的民
俗文化艺术团会在阅览室外的
小广场上进行打莲湘、十番锣鼓
等非遗表演。 今年清明前后，村
里还根据当地种植特点和村民
需求，在阅览室举办了一堂茶叶
种植理论培训课。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
振兴。 如今，书屋已经成了花山
村的文化阵地。 ”花山村党总支
书记何腊保告诉记者，花山村下
辖 9 个自然村， 除了“马家垄
1953”阅览室，村里还有一座网
红书屋———蒋山书舍。

书舍由一处明清老宅改造
而成。 设计团队最大限度保留了
老宅外在“青砖黛瓦”的形态，同
时对建筑内部进行了功能置换
和空间重构。 一个包裹着天井的
书架和一个面向庭院的玻璃茶
亭被植入其中， 打破室内外界
限， 形成了一个公共阅读区，通
透明亮的格局为村民打开宽阔
的文化空间。

春风化雨润心田。今年，高淳
区还通过举办“淳享·漫读”乡村
阅读行动、“诗游高淳”“戏唱高
淳”等品牌活动，让文化在乡间流
淌。阅读空间的更新，让更多人将
目光聚焦在乡村文化振兴上。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农家
书屋+新华书店”

———步步皆景 座座不同

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钟管镇干山村，一座简约现代的
二层小楼与一旁红瓦砖墙的老
屋形成鲜明对比，引人瞩目。 巨
大的落地窗，让楼内整洁明亮的
空间一览无余。 木色书架、白色
座椅与浅灰色瓷砖的搭配，既彰
显设计品位，也刷新了人们对农
家书屋的传统印象。

干山村农家书屋的书架上、
茶几上，3000 余册党史读物、文
学作品、儿童绘本等令人目不暇
接。“这里不仅书多， 环境还很
好。 ”正带着孩子在此看书的村
民范碧霞笑着说。 书屋内部经过
精心设计， 不仅有图书借阅区，
还有亲子共读阅览区、文创文具
和教辅书零卖区等，力求为读者
提供周到的文化服务。

走上二楼， 更是别有光景。
宽敞的露台上，一场有关少儿读
物的阅读沙龙正在进行。 去年，
农家书屋借助新华书店、县图书
馆的力量， 举办了 50 余场阅读
活动，吸引许多村民参与。

这样设计现代、 借阅便利、
活动丰富的农家书屋始建于
2020 年底。 当时，德清县委宣传
部与县新华书店洽谈，提出由各
镇街道提供场地、新华书店承担
运营的合作模式，并逐渐摸索出
一条“农家书屋+新华书店”的发
展新路子。 升级版的农家书屋，
不仅能根据读者反馈定期添加
新书，更打通图书馆借阅系统和
新华书店零售系统。 新书既可销
售，也可拆封并免费借阅，作为
馆配书由县图书馆买单，真正将
文化惠民的触角伸向田间地头。

如今，德清已建成 60多座“悦
读悦享书房”， 每一座都有自己的

“模样”。 其设计方案由县新华书
店、图书馆与各镇街道共同研究决
定，通过邀请不同建筑师，以多元
设计语言诠释本地文化特色与书
屋定位。 一些书屋在设计过程中，
还充分采纳读者建议，使书屋与村
民产生更深层次的联系，成为多维
复合、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空间。

在禹越镇的“禹悦书房”，木色
桌椅搭配绿色植物和暖光灯，明亮
而温馨；新市镇的“运河书局”里，
各类图书、明信片、文创产品琳琅
满目，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中，是道
不尽的古镇文化；雷甸镇的“雷甸
书房”，则在空间设计中融入枇杷、
珍珠、中初鸣遗址等颇具地域特色
的元素，步步皆景，使读者在阅读
的同时领略人文历史之美……

从单一阅读平台到农文旅
综合体， 从一间书屋到一座书
乡，之江大地正书香满溢。

安徽省潜山市万涧村“萤萤
公益书屋”

———河山千重景 萤萤一点光

翻过山，突然间，一抹绿色

入了眼。 微风拂过树梢，竹影婆
娑，民居倒映清溪，翘角飞檐。 天
柱山下，山涧穿村而过，安徽省
潜山市龙潭乡万涧村这个传统
村落藏于林间。

又是一个星期天， 对于 12
岁的杨文慧来说， 窝在村中的

“萤萤公益书屋”浸润书香，格外
悠闲自在。“自从书屋建成以来，
每场活动她都会参加，有时是读
文学作品，有时则做创意手工。 ”
看着杨文慧在阅读中找到自己
的一方天地，涧行者乡村服务发
展中心成员杨积霞在一旁笑眯
了眼。

过去是造纸作坊、 荒废老
宅，如今成了阅读空间、孩童乐
园。 变化，还得从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北京）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 90 后驻村规划师刘琳入
村说起。

为保护传统古建，助推乡村
振兴，2017 年， 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选取万涧村作为传统
村落保护项目试点。 第二年，带
着让古村焕发新生的使命，刘琳
开启驻村生活。“来了头一件事，
就是挨家挨户串门，收集村民的
想法和需求。 ”指着桌上一角摆
放的“驻村笔记”，刘琳笑着说，
这样的本子，她已写了 30 多个。

沿着村路往里走，尖尖小屋
冒出头。 在尽量多保留物理层面
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设计团队创
造了灵活适用的室内空间。 屋顶
的圆形透明天窗， 夜间仰望，便
能看见星空； 可移动的木质书
架，堆满书籍，孩童在其中钻来
钻去；温暖的灯光，沿梯而上的
书格， 黑板上稚嫩又认真的笔
迹，都让这座书屋充满温度。

2019 年建成的“萤萤公益书
屋”， 始于刘琳丰富村中留守儿
童周末时光的规划设想。 于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出资
支持，潜山市图书馆赠书。 改造
后的书屋富有童趣，“小朋友们
可以在这里看书、游戏，‘萤萤公
益书屋’就是万涧村孩子们的快
乐大本营。 ”刘琳说。

如今， 书屋还开展了陪读计
划， 每月邀请关注乡村发展与教
育的朋友过来陪孩子一同读书，
分享见闻。村民们还尝试制作花草
灯、创作散文诗、举办“村晚”……
诗意生活得以点亮，乡村文化更
添人间烟火。

当乡村规划建设告一段落，
修缮好的老宅、改造后的书屋又
该怎样持续运营？

涧行者乡村服务发展中心
的成立给出了答案。 这个由万涧
村 50 多名妇女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 从书屋轮值到村庄清扫，从
筹备“村晚”到照顾老人，她们认
真负责。

河山千重景， 萤萤一点光。
村中的杨家老屋修缮完成，建成
民俗博物馆；溪流旁的杨家花屋
改成民宿，发展乡村旅游；儿童
游乐场和老年活动室接连落地。
这片土地，生机勃发，精彩不断。

（下转 06 版）

一座书屋，可以温暖
一个村庄。

伴随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 全民阅读不断升温，一
座座兼具内涵与颜值的农
家书屋、乡村书局成为人们
钟爱的精神家园。 这些文
化空间或以现代设计升级
阅读体验、 传递人文关怀，
或以诗意营造彰显乡土特
色、赋彩乡村生活。在这里，
书香味、泥土味与艺术味融
为一体，滋养“文化秧苗”茁
壮成长。

4 月 23 日是第二十八
个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跟
随记者的脚步， 走近五地
小而美的乡村阅读空间，
感受艺术设计为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带来的新活力，
品味书屋里的馥郁书香。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浙水村“自然书屋”内景（金伟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