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的人因此
有了更多的可能”

帮小城人拓展视野
夏日晚上，夜很深了。有为图书馆

的“梦想教室”，笑声不断传来。“有为”工
作人员项雨薇在表演“脱口秀”，同时传
授演讲技巧。

这场活动不一般，它是按照国际著
名演讲协会——头马俱乐部的模式举办
的。2018 年，这个在全球 126 个国家有
14650 个俱乐部的非营利教育组织，走
进了“有为”。当时，国内只有上海等大
城市才有类似项目。

项雨薇是“有为”公益类项目主要负
责人，头马是其中一项。这位江西姑娘
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在去年10月
萌发了回国做公益的想法。因为知名媒
体人梁文道在“有为”的一场讲座，项雨
薇孤身一人来到“此前都没怎么听说过
的”三门，加入“有为”。

“三门县地方不大，开15分钟车，就
能从县城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项雨薇
颇为感慨。

10 年前，这里是另一番光景。那
时，全县公共文化设施老旧而稀少，不少
三门人甚至跑去隔壁县市看电影。

“有为”的出现，给三门人带来了更
多可能性。

“图书馆的功能，已经超出了原有
设计。”章瑾记得，在早期举办的各种
活动中，很多孩子和志愿者、员工、主
讲人聊到大学志愿选择和未来规划。
于是，“有为”的定期活动里，出现了

“职业选择”冬夏令营。来自天南地
北、各类专业的志愿者，汇聚在这里，
跟参加活动的孩子一起聊专业、谈人生
规划。

“没有‘有为’，我或许会碌碌无为。”
95 后三门姑娘李晨，在高一结束那年暑
假历经短短一周的“有为”夏令营，便对
自己大学要学什么有了概念——学习俄
语，学习俄罗斯文化。

“志愿者们思路很开阔，阅历很丰
富，很有亲和力。随时可以去线上‘私
戳’一下他们。”李晨说，2015 年填报志
愿，她毫不犹豫选择俄语专业，此后

“一路直线发展”——过专四、专八，本
科去白俄罗斯交流。硕士读的是社会
学，因为在“有为”待过，对社会组织产
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申请到俄罗斯去
读研。

这期间，看着很多同学考研、退学、
就职、辞职，李晨觉得自己很幸运：曾经
自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但
没人告诉她什么才算有作为。而这一过
程，并不是听课刷题就可以弄清楚，“尤
其我们这些在小镇长大的孩子，需要有
人帮我们打开视野，理清自己到底想做
什么。”

“有为”还在改变三门的不少女性。
“我已经在香港进修了。”9 月初，章

宸旖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曾经她只想
安耽过日子，在参加“有为女人俱乐部”
后听了黄理理“土包子变书香门第”的分
享——只有初中学历的黄理理因为阅
读，激励女儿努力考上大学深造，这鼓舞
章宸旖重拾学业。

“有为女人俱乐部”是一个以女性
读 者 交 流 为 目 的 的 项 目 ，2015 年 成
立。已经成为俱乐部召集人的黄理理
说，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把三门女性从麻
将桌边拉回来。但如今，150 名注册成
员，正在改变 150 个家庭，也在慢慢影
响整个县城。

截至目前，“有为”已举办头马俱乐
部、冬夏令营、有为女人俱乐部等文化活
动 3000 余场。“有为”员工张丹自豪地
说，有空到“有为”聚聚，正成为三门一股
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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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有为图书馆，记者发现这里不像普通图书馆那般安
静，时不时传来孩子念绘本的声音、学生讨论声，偶尔还会冒
出一个“大嗓门”，带着浓浓的三门腔喊道：“给你们送西瓜来
了。”

前来迎接我们的图书馆创始人章瑾对此颇为骄傲。她
说，这是“有为”的特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这一“融”，已十年。有为图书馆在一片不被看好声中成
长为台州三门县公共文化领域的一棵大树，荣获2021年中国
慈善项目大赛30强、2020年度浙江省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最佳
志愿服务项目、首届浙江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等多项荣誉。

不过，对于三门人而言，这些都比不上它带给大家的诸多
“第一”：第一次漂流书、第一次冬夏令营、第一场绘本剧、第一
个社区故事小站⋯⋯小县城因此起了变化：孩子手里的手机
变成了书，青年有了国际视野，公益项目吸引全城人参与。

“有为”究竟是如何改变这座城市的？它是否可以复制、
如何复制？在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
大背景下，在各地积极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际，

“有为”和三门的这十年，更值得剖析。在有为图书馆度过十
周岁生日之际，我们来到三门县，看其如何十年有为。

“不是不想读，只是缺乏吸引力”

让三门人爱上阅读
暑假，每天开馆时间未到，就有孩子迫不及待地来敲门。

一楼的海啊绘本馆，一群孩子早早拉着家长过来，三五成群围
坐着，听家长或志愿者讲故事。

晚上 9 时是闭馆时间。二楼阅览室，暖黄色的灯光迟迟
未熄，几只“小书虫”赖着不肯走。

“规定时间到了不能结束，挺常见，加会班就好了。”现任
馆长丁玲萍笑着说。因为经常这样“有求必应”，她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阿拉丁”。

阅读对人有如此浓厚的吸引力，在 10 年前的三门很罕
见。利用休息时间前来帮学生搬书的珠岙中心小学教师章宸
旖回忆说，几年前初来乍到的她第一次去家访，学生一个个在
家抱着手机玩，哪怕老师到访也没能让他们有所“收敛”，“家
长说孩子连去田间地头‘撒欢’都不肯，更别说读书了”。

这并非个别现象。眼下，乡村发展迅速，但精神文化却暴
露出许多不足。在今年世界阅读日，北京单向街公益基金会
发布的《乡村儿童课外阅读调研报告》显示，过去半年，40.6%
的乡村儿童阅读量在 5 本以下；同时期，45.8%的城市儿童阅
读量在10本以上。

是孩子们不想读书吗？“有为”的火热已经给出答案：
不是。

有为图书馆“一人一书”项目负责人曹晶晶分析，问题出
在阅读氛围的稀薄。她自己就有切身感受：在自己十多年的
求学时光里，在校接触的是教科书，县城里仅有的几家书店也
几乎被各类教辅参考书挤满，学校图书馆有数万藏书，但开馆
时间跟学生课后时间重合很短，“这样的氛围如何培养孩子的
阅读兴趣？”

2012 年夏天，三门县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拿到剑桥
大学双硕士学位的“三门囡”章瑾，辞掉香港的高薪工作，和几
个人钻进三门中学边上的一个旧仓库，要办一个不赚钱的图
书馆。这批深感家乡阅读文化“荒芜”的年轻人，心情像“吃了
杨梅一样酸甜”，“‘酸’是条件简陋，‘甜’是看到希望落地。”章
瑾说。

图书馆初名“立光”，一年后更名“有为”，取自《孟子》“人
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章瑾解读，人的精力有限，只有放
弃一些事情，才能在别的事情上做出成绩。“别的事情”就是阅
读、就是“有为”，而放弃的“算不清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
全省首家注册的民间公益图书馆。

三门人惊讶地发现，这家图书馆跟大多以“静”为标签的
图书馆不一样：它“搞事情”，把目光集中在 3 岁到 18 岁的读
者，办起了绘本阅读、素养课程、兴趣小组。滨海小城，第一次
玩起了漂流书、第一次开启了冬夏令营，上演了第一场绘本
剧，建立了第一个社区故事小站⋯⋯十年下来一盘算，年均办
活动200余场、吸引上万人次参加。

即使是读书这件事，“有为”也有自己独特的做法。在三
门县民政局帮助下，“有为”发起“一人一书”阅读推广项目，即
一人负责看完一本书并将书中精彩内容与大家分享。2016
年，该项目与城区小学进行合作，并于 2017 年在乡村学校
铺开。

“我们都觉得很‘酷’，读书原来这么好玩。”曾经的“分享
者”丁玲萍说，“一人一书”为她打开了阅读的大门，也打开了
腼腆的山里娃与外界对话的大门。

当然，其中挫折也不少。“部分家长甚至老师会说‘看这个
干啥，考试又不考’。”曹晶晶说，尤其在高中，很多家长会阻止
孩子参加活动，“有为”就想办法去改变教师、家长。书架上摆
着很多教育理论书籍、教学工具书，墙上的活动日程中，专门
有针对教师、义工、母亲的安排。其中最出名的案例要算“从
来不进图书馆”“业余爱好打麻将”的黄理理，因为被儿子拉着
参加了一场活动，开始主动阅读，并推荐好书带动丈夫一起
阅读。

“双减”一周年，这样的变化愈发明显。目前“有为”持卡
书友有近5000人，人均年借阅量14本，高于全省人均图书阅
读 量（13.4 本）。 而 当 地 居 民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现 已 接 近
90%——而浙江省的目标，是2027年达到93.5%。

十周年庆，“有为”人收获了与往常周
年庆不太一样的仪式感：线上线下居然有
数万名读者、朋友、市民关注。章瑾颇为
感慨：“当年很多人嘲笑我大费周折建一
座民间公益图书馆。对此，我甚至有些自
嘲地给自己取了个花名——‘章二妹’。
没想到，10年过去了，‘二妹’越来越多。”

十年，这座小小的图书馆，历经风雨
考验，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
从旧仓库搬到了县城核心地区的地标建
筑“文创1号”，成长为三门这座滨海小城
的“文化地标”。

在“有为”全体员工眼里，这是一趟幸
福之旅。“三门人很可爱。”“有为”理事许
斌这样形容。原来，维持这家民间公益图
书馆的，有政府的补助、企业家的赞助，还
有一笔“额外”的馈赠——很多来过“有
为”的三门人，会自发掏腰包捐一点钱。
甚至有小朋友，每年会把一部分零花钱或
压岁钱捐出来。

据统计，平均每年向“有为”捐赠的人数
近万，大大小小的捐款，加起来已有700多
万元。图书馆的每个书架，都贴上了捐赠者
的名字。

“‘有为’十年，是三门精神文化事业
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三门县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说。

近几年来，三门人迎来首个多功能展
演剧院——三门剧院，它由浙江大学专业
团队设计。三门人有了总建筑面积7350
平方米的新全民健身中心，各种体育公
园、健身网点、登山步道构成县域体育设
施“十分钟健身圈”。平均每年千余场次
的文化下乡，也让章瑾他们这代人曾经眼

里的“文化荒漠”，长出了“村村都有品质
生活文化圈”“乡乡都有乡村文化能人”的
花海丛林。

“如今回过头来看，‘有为’能够有为，
除了自身因素，比如吸引了很多有专业、
有毅力的志同道合者参与，很大程度上也
离不开三门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视。”长期关注“有为”的真爱梦想公益
基金会课程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博士
张伟说。

完成了第一阶段“深耕”的使命，“有
为”开始向外辐射。2020年，受当地政府
的邀请，“有为”在嘉兴开了一个分馆——
梅里有为图书馆；2021年，“有为”在三门
县横渡镇开设横渡艺术分馆。今年4月，

“有为”成立浙江省有为公益基金会，从一
个图书馆辐射到整个文化产业，公益版图
不断扩大。

“远行”途中，新挑战也不断涌现。
“蛮出乎意料，在嘉兴推进得并不那么顺
利。”在章瑾看来，相比于三门，梅里有为
图书馆所在的嘉兴秀洲区王店镇地理位
置并不偏，经济更发达，按说应该有更多
人会来看书，但情况恰恰相反。仔细一
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王店是嘉兴
现代物流园所在地，尽管有 12 万常住人
口，但人口流动大，且多为外地人，“如何
让他们产生归属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
问题。”

“打算把家搬到那里，在旁边再想想
办法。”走在图书馆，一群群孩子跑过，不
少停下来跟章瑾打招呼。章瑾笑着一一
回应，“走一步看一步吧，慢慢摸索、慢慢
成长，‘有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三门这家民间公益图书馆创办十年，改变了什么

“有为”十年，十年有为
本报记者 谢丹颖 金春华 杨 群 共享联盟三门站 陈玲玲

杨 群

采访间隙，偶遇一位二胎妈妈，聊天
过程中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正在馆
内翻看绘本的女儿，言语中满是感慨：“囡
囡之前说话总是咕囔，想说但不会说。现
在变成了一个伶牙俐齿的小话痨。”

在与有为图书馆“结识”的一年多时
间里，这位二胎妈妈收获良多，读了更多
书、认识更多人、女儿也变得善于自我表
达了。“很遗憾，大儿子没赶上‘好时候’。”
以前她忙于工作，“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
能让我完全放松地陪他读一本书。”

一般来说，图书馆承载的功能，无外

乎借阅、收藏书籍。但走进“有为”，却能
感受到当地人在情感层面上产生的一种
更为深刻的化学反应——有为图书馆不
仅给了三门父母一个与孩子读书、互动的
空间，还推着人们在阅读、参与文化公共
活动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更有不
知几对情侣在此相识、相知、相恋甚至成
家立业。

“有为”发展模式颇有些特立独行。
不同于其他图书馆，这里以书为依托，却
打破沉默，引入沙龙、戏剧表演等多元素
文化业态，让家人、朋友、同事、师生都能
在这里共享开放空间，不带任何功利限
制，任凭各自兴趣静静生长，互不干扰。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阅读触手可
及，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对于很多
人而言，不缺读书的途径和方法，缺的是
这么一个地方，一个能相约伙伴放慢脚步
的去处。在不那么安静的阅读中追求心
中所想、找到自我，让我们的人生因读书
更美好。

因“有为”而美好

记者手记

“给每一座小城，留下一点东西”

公益版图不断扩大

有为图书馆老馆

图书馆二楼阅览室

有为图书馆新馆

有为图书馆海啊绘本馆

“有为”十周年启动式上章瑾发言“有为”十周年启动式上章瑾发言

2016 年有为
图书馆高中夏令
营（本版图片均由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