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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海南的“3108”

“8年前，谁也想不到读书会能坚
持办到现在。”复旦大学 2006 级
EMBA校友、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发
起人王格平感慨道。

20世纪90年代初，复旦海南校
友会成立，后因各种原因“停摆”，直
到2015年12月恢复。“为庆祝校友会
恢复，在一次聚会上校友们一见如
故，一致商量决定要举办读书会，每
月一聚，一起读读书、聊聊天。”郭瑞
俊回忆。

“我深受许知远的单向街书店启
发。可以说，举办读书会的想法，某
种程度上源于单向街。”王格平坦
言。单向街书店是北京一个致力于
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
间，成了不少文艺青年的“精神家
园”。而在复旦大学，同样有一处“精
神家园”——3108教室。

那是一间位于复旦大学第三教
学楼最大的阶梯教室，看似普通，却
因曾有许多全球知名的“头脑”到此
发声，成了复旦学子心中的文化地
标。过去，无数学子因这里停留，在
这里倾听，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和智
慧。不仅复旦学子，上海许多其他高
校学子也会跑去3108教室听讲座。

“我们创立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
的初衷，就是要寻找复旦在海南的
3108。”复旦大学1985级校友、海南
复旦校友读书会成员孙瑜说，希望海
南复旦校友读书会也能有这样的影
响力，像火种一样把文化之光洒进人
们心中。

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很快，第
一束“光”照进了现实——2016年4
月，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举办第一期
阅读分享活动，共读第一本书《南渡
北归》。

“我们每年制定一个阅读主题，
每两个月读一本书，一本书分享两
次。2016年的阅读主题是‘回溯千
年’，读人文历史类书籍；2017年的阅
读主题是‘俯瞰当下’，读财经类书
籍；2018年是‘仰望星空’，读哲学类
书籍……”王格平说。

智山慧海传薪火

筹备一场3小时的读书会并非易
事。郭瑞俊坦言，从前期讨论选书、
挑选场地，到中期组织人员、主持分
享，再到后期文稿整理、汇编推送，每

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
由于读书会是纯公益活动，久而

久之，一些问题便接连冒了出来——
因工作事务繁忙，参加读书会的人数
有时寥寥；一些书籍部头大、内容“难
啃”，理解起来门槛高……如何破
题？在8年的发展历程中，海南复旦
校友读书会逐渐摸索出办会的心得
与经验。

“我们开过一场只有七八个人的
读书会，但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反而
能讨论得更充分、更有深度。”王格平
说。前两年，在上海校友的支持下，
读书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渠道，让分
享更便捷。

复旦大学1999级校友段曹林介
绍，为了更好提升阅读质量，读书会
成员们会认真调查书本相关情况后
再慎重推出，也会充分汲取广泛意
见。主持人和主分享人常常还要通
读几本与选定书目相关的书籍，以确
保每一场分享高质高效。

被大家称为“学术担当”的复旦
大学2014级博士后校友赵颖，尽管
是中途加入，却与读书会结下了深厚
感情，多次担任主分享的重任。若用
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读书会，她认为是

“纯粹”。读书会采用“分享式读书”
模式，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尽情发言，
在讨论中发生“争执”也是家常便饭，

“这是一种平等的讨论”。
“读书会坚持到今天，离不开校

友们的支持和无私奉献。”郭瑞俊坦
言，例如，孙瑜、靳婷、薛自华等多次
担任主持人，赵颖、林琳等多次担任
主分享人，刘海梅、陈瑜、林怀宇、何
声芬、吴晓丽等轮流义务撰稿编稿，
方筱承担了大半的文字整理工作
……还有许多校友的企业承办读书
会，做了大量筹备组织方面的工作。

如今，年轻一代的校友们也陆续
“接棒”，为读书会注入新鲜血液。“目
前我们正在拟写一份将近 20页的

‘SOP’（作业标准书），将通过更加高
效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断优化读书会
流程，更好地统筹组织各项工作。”复
旦大学2018级MBA校友、海南复旦
校友读书会成员叶向元介绍。

播撒阅读的种子

成立8年来，随着海南复旦校友
读书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同行者也
越来越多，目前已形成一大批读者
群。其中，既有各行各业的校友，也
有慕名而来的书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复旦大学中文

系教授陈引驰在老同学郭瑞俊的邀
请下，参加了一场读书会活动，“给了
我出乎意料的感动，数十位校友背
景、年龄各异，与复旦有着各类学缘
关系，大家相聚一堂，气氛和谐、轻
松，态度认真、恳切，这是超乎世务日
常，沉浸于精神和情谊的交流。”他
说。

读书会资深书友钟国骏只要一
有时间，就会参加。在他看来，一个
人看书往往是孤独的，但当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共读一本书，不断进行思想
碰撞，将会激发出更多想法。

读书会犹如一台播种机，在不少
人心里埋下了阅读的种子。2021年
7月，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与海口市
美兰区图书馆签订了共联共建协议，
共同承担推进全民阅读的使命，每期
预留一定的名额给该馆读者。去年，

该案例入选《海南省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汇编》“全民阅读
类”典型案例。

“读书不要枯读，要聚读和走
读。”除了定期举办读书活动，8年间，
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还开展了系列
游学活动，先后前往四川宜宾李庄、
深圳华为总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
广东惠州罗浮山、海南儋州东坡书院
等地，在行走中努力做到知行合一。

与此同时，读书会还被“搬”到海
南文昌十八行村、定安母瑞山、乐东
白沙河谷博物馆、琼中白鹭湖等，孔
见、蔡葩、马良等一批海南文化名人
受邀到场，大家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
源，展开深入交流探讨，为传承和弘
扬海南文化贡献力量。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一个真正的
人应当在灵魂深处都有一份精神宝藏，
那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的一二百本
书。”

如今，回看8年来读过的52本
书，以及积累的近百万字读书分享心
得，郭瑞俊颇有感触。尽管离“一二
百本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仍期
待着能通过读书会继续弘扬阅读文
化，在海南播撒阅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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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来，大家参加
读书会都有哪些收获？”
随着复旦大学 1984 级
校友、海南复旦校友读书
会主持人郭瑞俊这个问
题的抛出，一个个答案接
踵而至——

“像重读了一个大
学”“在精神上交到了一
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读
了很多书，精神世界丰富
了许多”……言语之间，
情真意切。

4月 20日下午，由
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海
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
日报新闻图书馆联合举
办的复旦大学海南校友
读书会第9季第4场（总
共97期）在海口举办，首
次阅读分享复旦校友、海
南师范大学教授段曹林
所著的《唐诗修辞史研
究》。这也意味着，成立
于2016年 4月 30日的
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已
跨过整整8个年头。

8年，97场读书会，
一月一读，一期一会，从
未间断。当先进的文化、
科学汇成一股向前的潮
流，追逐这个潮流便成了
向光而行。时光不语，却
见证了这群向光而行的
人，如何共攀一座又一座
思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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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成员在进行
读书分享活动。 受访者供图

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第9季第4场在
海口举办。 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