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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昭淳

化州市图书馆副馆长、 青年作家罗伟莲， 要出一本书， 她把

厚重的书稿寄给我， 让我给其写个序。 说实话， 我这人从事图书

馆工作多年， 接触的作家、 艺术家和读者不少， 长期在书海里漫

游， 但从没有给别人的作品写序。 我觉得一个在基层图书馆工作

的人员， 忙于公务， 要写成一本书不容易， 要付之出版就更不容

易， 对这样的文化自觉， 理应给予鼓励， 于是我便接受了这个任

务， 算是说说自己读过这部书稿后的一些感受吧！
罗伟莲这部文集， 分三辑， 一是 《书园散章》， 主要是散文作

品， 内容丰富多彩。 二是 《书香报道》， 主要是通讯报道， 内容基

本是图书馆新闻。 三是 《书海探索》， 属理论文章， 内容主要是对

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探索。 捧读这部文集， 我觉得它有几个

特色， 略述如下：
一是显示了作者爱岗敬业的精神。 图书馆是人类智慧和知识

的宝库，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窗口。 从事图书馆事业是极其光荣的，
在我心目中则升格为菩萨事业。 正是作者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她

热爱这个事业。 她从事图书馆工作十多年， 她与书成了亲密的伙

伴， 图书馆成了她的家， 她刻苦钻研， 精通业务； 既当领导又当

馆员，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不断开创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 因

工作成绩显著， 多次获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文化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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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和奖励， 还被广东图书馆学会授予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 “优秀服

务奖”。 由于她爱岗敬业， 因此写了多篇以图书馆为题材的散文作

品及理论文章， 经常采写或邀约新闻媒体报道图书馆的有关情况。
她说： “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 成了我工作与生活的乐章。”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 罗伟莲因为爱岗敬业而富于思考， 写了多

篇关于图书馆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 探索工作方法和管理经验。
例如 《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推进图书馆事业建设》 一文， 就很

有见地。 她认为，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必须同步推进图书

馆事业的建设， 要加大对图书馆的投入， 要大力培养图书馆专业

人才， 要实现图书自动化管理， 要创新机制……我想， 只有把图

书馆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乐曲， 才有可能把这项工作热情地做好。
只有自己对自己满意， 才能让读者对你满意。

二是显示作者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对大自然的向往。 作者善

于利用节假日或其他一些机会外出参观学习， 揽读名山胜水和自

然风光。 每到一处， 她都爱作点记录， 写篇散文， 抒发真情实感。
例如， 她登上了长城后在文章中写道： “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

征， 作为中国人更应该亲身去体验古人为我们创造的奇迹。 只要

你登上了长城， 你就会对人生、 对社会充满自豪感和自信心， 你

就可以对人说， 我成为 ‘好汉’ 了。” 她在 《吉兆弄潮》 一文里

写道： “在海里， 我们既是吉兆的客人， 又是吉兆的主人， 真正当

了一回大海的弄潮儿， 与海浪搏击， 充满了挑战性， 其实人生有

了挑战， 才有乐趣啊！” 我想， 一个人将自己融入了山水自然， 精

神境界就别具一格了。
三是显示了作者浓郁的乡情和亲情。 她写家乡变化， 写风土

人情， 写民间民俗， 写父亲母亲， 写大姐二姐， 写孩子情趣， 写

姑嫂情深。 例如她写家乡的年例， 就充满民间民俗情趣， 充满乡

情风韵。 她写道： “家乡的 ‘年例’ 从元宵节衍化而来， 每条村

庄按照自古传下来的既定日子做 ‘年例’， 日子一到， 锣鼓喧天，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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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齐鸣， 车水马龙， 欢腾热闹…… ‘年例’ 节最有气氛的要数

‘狮子采青’ 进村助兴活动…… ‘摆醮’ （游神） 是 ‘年例’ 中

最传统的节目……” 这真好像是一幅民俗风景画。 作者关爱她所

有的亲人， 特别是对父母亲充满孝心和感情。 她在 《父亲三题》
里写道： “我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自豪， 父亲的希望将是我工作和

生活的动力。 我会不断向前求索。” 她在 《岁月沧桑刻在母亲的脸

上》 一文中写道： “母亲就是这样平平凡凡的一个人。 我爱我的母

亲， 爱她勤劳的本质， 爱她善良的品格， 更爱她坚强的品质。” 我

想， 作者笔下的乡情、 亲情令人动容， 古人以孝治天下； 古云：
念旧情者必有大德。 一个情字体现了人生的品格和境界。

四是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和行文风格。 作者的散文具

有质朴清雅的文风。 她用朴实的语言， 细腻的笔墨去叙述事情，
评论时政， 抒发感情。 散文是以写 “我” 的经历、 见闻、 感受为

主， 情文并茂的散体文章。 散文最讲究 “文采”， 也就是文章的文

辞风采。 “情思美” 与 “语言美” 两者结合便产生好的散文。 所

谓 “情思美” 是指思想感情健康而高尚， 纯洁而丰富。 所谓 “语
言美” 是指语言朴素、 简练、 准确、 优美。 我认为作者的散文是

基本具备这两个美的。 尽管她写的不是美文， 但却给人一种美的

享受。 例如她在 《六月荷》 一文里写道： “滴滴沥沥， 突然天空

下起了太阳雨， 雨打在碧绿的荷叶上， 成了一颗颗逗人的雨珍珠，
荷塘里的荷花越发粉红清润了。 我忽然发觉， 那碧绿的荷叶也很

美。 我想如果没有这田田荷叶的扶持， 荷花会怎么样呢？ 此刻，
我完全迷醉于六月荷池里了。” 这便是美， 它是能扣动人心的。 这

足见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及审美能力。 此外， 她的理论文章

和通讯报道， 也文字精练， 行文准确。
五是本书可以视为作者生命史、 成长史和阅读史叠加的心路

历程。 在我的印象中， 作者一如书中小照， 人如其名， 文如其名：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古云： 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以终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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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图书馆事业阅历的视角认为 “气自华” 这三个字蕴含了多重涵

义： 既是一种并非源自先天禀赋的书卷气质， 又是一种吸引与融

和众人的气场， 也是一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气宇， 更是一种洋

溢着气定神闲自信的底气，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随遇而安 “幸福指

数” 的七彩光谱。 我的解读说辞既赠给作者， 也是给天下读书人

寻找人生宝藏， 挖掘稀缺资源的行业广告， 行动指南。 图书馆的

神秘之处， 就是一块可以让你潜移心性， 默化情怀， 重塑仪容，
重构命运的风水福地， 文化净土。 我又注意到作者从 《母亲求福》
不太认同母亲拜神， 到后来在 《番禺之行》、 《高州行》 等篇写到

自己的虔诚祈福， 欣喜作者心灵的蕴育、 传承、 内化的逐步成熟。
“头顶三尺是神明”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 是民族道德体

系的重要基石。 作者自然流露书写的私密性， 也具有教化的公共

性。 作者认识到宇宙有更高的存在， 有所思索， 有所敬畏， 我认

为这是全书中的闪光点， 思想性的精华所在。
最后写两点希望， 作者作为青年作家， 但首先是图书馆工作

者， 管理者， 希望要处理好职业和业余的关系， 希望作者继续培

育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继续目光向下， 写作重心下移， 关注人

间疾苦， 追求写作深度， 挖掘一口写作深井的同时， 挖好化州市

图书馆这口服务深井。 我以省馆馆训 “渊深者修诸己， 汲养者惠

于人” 与作者共勉。
罗伟莲， 作为一个基层图书馆工作者， 作为一个青年作家，

她认为是图书馆哺育了自己， 她要感恩。 于是以她的千言万语，
凝成一句话： “感恩图书馆”。 这便是她之所以出版这本书的初衷

吧！ 我向她表示祝贺， 并希望她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 再创

佳绩， 并写出更多更成熟的作品， 反哺广大读者， 为国家为人民

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李昭淳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

２０１２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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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书园散章

书香情

我与书结缘乃始于走进夫家， 耳闻目染， 潜移默化。 后来又

进入图书馆工作， 不知不觉， 十多年间， 我与书成了亲密的伙伴，
有时拿起一本喷着墨香心仪的图书， 不禁拥在怀里爱不释手。

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 成了我工作与生活的乐章。 寓工

作于学习， 寓学习于娱乐， 三者的有机结合， 成了我日常生活地

地道道的三点一线。 简单的程式化生活， 自诩是内心最为得意的

精神索求。 我们家庭， 也有四千多册藏书和十多份报刊。 家里大

小数口， 几乎每个成人都是作家或文化工作者， 茶余饭后的谈资

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对着孩子， 挂在嘴唇边的不是谈学习， 就是

谈成材。 在单位里， 更不用说， 在知识的海洋里， 我偶尔间有了

相见恨晚的冲动， 书到用时方恨少， 感觉是心中的墨水永远贫乏，
于是便捧起书……熟悉的朋友往往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 以前不

觉你是抓笔杆子的料， 咋现在有这份闲情逸致舞文弄墨起来了？
我笑着说： 人会变， 月会圆。 大千世界， 百样米养百样人， 各行

各业都需要人去操持， 适者生存的人生道理每个人都明白。 我想

人生在世， 大抵总应该为社会作点贡献吧， 这样人活着才觉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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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于是我业余时间便爬爬格子。 这也表明近朱红， 近墨黑，
近书香的道理。 记得 ２００８ 年一个金秋的早晨， 本市新任市委书记

到图书馆调研工作， 他对图书自动化管理很感兴趣， 向我们提出

一个问题： 能不能通过电脑迅速为他查找到 《世界是平的》 这本

书。 我想， 书记不光是想考查一下我们的工作能力， 看得出， 他

也是对书籍对知识有喜爱。 我们顺利完成任务。 我把书郑重地交

到书记的手中。 他一边翻阅图书一边点头， 称赞我们的服务到家。
一句 “辛苦了！” 暖透了大伙的心， 更坚定了我与书结缘， 不断进

取的信心。
此后不久， 也是金秋的收获季节， 我有幸代表家庭到省城参

加一个由广东省委宣传部、 省妇联等单位举办的 “第四届广东省

优秀书香之家” 现场评选暨颁奖会。 会议在省妇儿活动中心的月

亮湾酒店举行。 我抵达目的地时刚是一个华灯初上的时分， 璀璨

的灯光点缀着林立的高楼大厦， 眼下的省城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 举目可见 “木棉盛放、 五羊含穗” 的宣传广告牌， 大都会显

得格外迷人。 透过轻纱帐外的玻璃窗， 借着灯光， 远处美丽的堤

湖隐约可见， 平静的湖面偶泛点点星光， 堤湖的两岸挂满了南方

一年四季特有的绿意。 在这样一个温馨怡人的夜晚， 我们来自二

十多个不同地方的家庭代表， 在妇联各界的引领下共餐， 互相认

识。 可巧的是， 安排和我住在一块的是一位画家， 她是黎雄才艺

术馆的一名副馆长， 名叫谭映虹。 更巧妙的是， 她竟是我以前邻

居的同门姐妹兼老友。 我们彼此心中添了股冥冥中缘分安排的巧

合。 艺术从她的嘴边娓娓道来， 我感受着， 聆听着。 画家擅长画

牡丹， 笔下的牡丹千姿百态， 形神俱备， 一如她那线条流畅的外

表。 她让我一口气看完了她载在手机里的几十幅牡丹画， 在 “国
色天香” 里尽情享受了一回。 聚餐时一位来自东莞书香世家的老

先生犹为吸引大家的眼球。 老先生乃东莞市文化局的退休老局长，
名岑詒立， 是东莞著名的书法家。 岑老七十多岁， 身材高大，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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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白， 精神矍铄， 言谈举止无不彰显他老人家的文化情结。 他

思维清晰， 目光睿智， 时不时笑称自己已返回十多岁的孩童时代，
要向大家学习， 惹得我们频频向他敬茶敬菜。 他夫人在旁不时为

他挡驾， 夫唱妇随的情景， 羡煞旁人。 我想， 女画家和老先生他

们， 便是 “书香” 熏陶出来的人物吧！ 在会议上， 我们畅所欲言，
大家仿佛恨不得把自家的书香情全掏出来与众分享。 评选结果公

布， 我们家庭获得 “广东省书香家庭” 称号。 后来， 一些媒体对

此作了报道。 我家公问我： 你对此有何感想？
我说， 我不敢夸口自己是一个嗜书人， 但我愿做一个爱书者。

走进书的海洋里， 会让你倍感充实。 “腹有诗书气自华”， 知识就

是力量， 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 而书能给人以知识， 给人以智慧，
给人以快乐， 给人以希望。 但愿千家万户满书香啊！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追　 求

身居城区一隅， 除了上班时间， 平日无甚消遣。 闲来爱捧上

一两本书， 在书的海洋中寻找一份心灵的共鸣与默契， 充盈充盈

肚里的墨水， 间或弄点文字， 以此为生活添些姿彩。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 也可以培养一个人。 我原本只是一个

在学校读书时才与书本交友的人， 自从嫁入了精神食粮颇为丰富

的文化之家后， 才逐渐与书籍结缘。 家公与丈夫都是业余作家，
一家有几人先后在文化部门工作。 十余年来， 耳闻目染， 沉浸于

文化的熏陶中。 同时也因我后来进了本市图书馆工作， 更与文化

结缘。 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下， 遂生了文学的情愫， 动笔写一些散

文之类的东西。 别人往往赞扬说： 你真不愧是进了文化之家，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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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报刊上见到你们一家人的名字， 可算是为地方文化建设作

贡献了。 每逢如此， 我总是报以虚心的微笑。 身在文化氛围中，
总该有点长进， 何况， 人生总是要有点追求的， 人总要或多或少

为自己添点社会责任感的。
与文字打交道， 是乐趣也是苦恋。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 日

常除了工作， 还要料理家务和孩子， 这也够忙的了， 还有啥时间

去弄文字？ 但我却认为： 偷得浮生半日闲， 闲来有工夫， 拾掇心

情化作文字， 偶然一次半次取得社会的认可， 这可是一份无法估

量的快乐。 也许就是这股初衷， 延续着我对文字的矢志不渝。 曾

记得前些年我去海南一游， 回来后， 第一次提笔， 把我对海南海

岛风情的美丽感言化作文字， 被 《茂名日报》 刊登出来， 这给了

我一个不小的鼓励， 从此， 我时不时有东西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
北京 《伯乐》 文学网还为我开辟了 “化州情韵” 散文作家专栏。
舞文弄墨， 还未是小女子的强项， 但窃以为这是我与文字结缘后

的一份快乐追求与精神奉献。
“腹笥满盈”， 与文字打交道越久， 我越感觉自己对文字的浅

薄了。 水里行舟， 不进则退。 人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取得进步。
我原抱着与文字沾沾边的态度， 不料在文学这个多情缪斯的吸引

下， 我越陷越深了， 现在如果不动动笔， 心里便不痛快， 像是欠

了谁的债。
要写东西， 就得有生活， 就得不断地充电。 一个人随着社会

阅历的增长， 可以提高自身的知识。 但对知识的渴求更离不开书

籍这宝藏。 每年 ４ 月 ２３ 日为 “世界读书日”， 世界倡导全民 “快
乐阅读、 享受阅读”， 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说， 阅读是一份美丽。
我不仅自己享受这份 “美丽”， 也希望为别人创造一份 “美丽”。
自己拿上一本好书， 手不释卷， 或者写出一篇文章， 写成一本书，
让别人也 “爱不释卷”。 这便是我与文字结缘后的人生追求吧！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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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图书馆

（一）

今年六月中旬， 我有幸参加了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办的

首届广东流动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学习。 省城的天气， 异常闷热，
时而夹有阵阵小雨。 也许是求知若渴， 面对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

大都市， 我的心情却是轻松愉快的， 没有受天气沉闷的影响。
在学习期间， 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不光是图书馆业务知识

的学习， 最让我铭刻的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上上下下工作人员

的那份敬业精神。 走进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真是一个读书的好

天地， 这里浓浓的读书氛围， 结合了现代化的管理设施， 我如走

进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 爱岗敬业，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难。
在学习中， 我很幸运， 有机会聆听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李昭淳

馆长的指导。 据了解， 建立广东流动图书馆， 是李馆长连同刘斯

奋等十几个知名的省政协委员联署提出来的。 响应建设文化大省、
文化强省的号召， 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龙头馆， 由省财政厅

拨出专款， 以大物流的方式， 分别在粤东、 粤西、 粤北地区以县

级图书馆为硬件依托， 整合全省公共图书馆之间实质性的文献资

源共享。 这一重大举措的实施， 将会给基层图书馆、 广大读者、
广大山区人民带来莫大的福气！ 李馆长向我们郑重承诺： 省馆的

资源， 就是我们分馆的资源。 大家说， 我们是吃了定心丸啦！
广州学习期间， 紫金一行， 也让我受益匪浅。 刚踏进这小县

城， 就让人感觉到浓浓的客家文化氛围， 紫金人重视文化， 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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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深厚， 紫金人热情好客。 这给我这异乡人在诧异中有如

沐春风之感。 我笑着对热情招待我们的潘馆长说， 紫金是个好地

方， 客家人热情好客， 我早就听说了， 如今也真正见识到了。 那

风味独特的紫金黄酒， 食之留香的紫金辣椒酱， 各具特色的美食

特产， 都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在学习期间， 我结识了一位非常有

事业心、 非常敬业的小伙子小王， 流动图书馆紫金分馆在他的带

领下， 充分展示了紫金人对图书馆事业的执着和干劲。 从广州到

紫金， 从总馆到分馆， 取经学习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从广州回来， 我想： 图书馆， 是人类精神食粮的宝库， 是人

们汲取知识的第二课堂。 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图书馆更是

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 社会进步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知识的重要， 图书馆这座知识的殿堂， 很自然成了首选， 成为人

们身边的好朋友。 图书馆要发挥其作用， 除了靠质量好、 数量多

的图书来吸引读者外， 还需有良好的读书环境、 良好的读书氛围，
还要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管理模式。 传统的管理方式已逐步被淘

汰，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图书馆也面临着极大的挑

战， 面临着各种压力。 将压力变成动力， 这是广大基层图书馆的

努力方向。 广东流动图书馆的成立， 将会对图书馆传统的管理模

式提出挑战。 “人气旺， 财气旺”， 这是李馆长对我们图书馆行业

的独到观点。 我们作为基层图书馆， 只要努力， 相信也能从一个

“小天地” 创出 “大世界” 来。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二）

图书馆， 一个以文化为载体的美丽殿堂， 每天敞开她温暖的

怀抱， 接纳着千千万万吸吮知识的人。 十年前， 一个机缘的巧合，
我有幸从一个企业单位调进化州市图书馆工作。 虽说这是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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