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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我的阅读分享和阅读主张 我曾在微博上发起了两次晒书单活动，一次是去年年底
的&ldquo;2010年度私人阅读书单&rdquo;，一次是2011年农历春节的 &ldquo;我的春节书单&rdquo;。
这两次晒书单活动得到书友们强烈的响应，每次都有几百位参与者。
　  征集来的这两份庞大的书单摆在眼前，很喜人也很愁人。
喜的是，看着大家的阅读生活，那么美好，那么充实；愁的是，该如何把大家的阅读分享再次分享。
我采取了最偷懒的方式，把它们稍加修饰编在我自己的电子杂志《绿茶书情》上，取了一个&ldquo;晒
书楼&rdquo;的名字，算是给这些书单安了一个家。
　  之所以产生晒书单的念头，缘于我对各类媒体和机构评选出来的年度好书的无感。
虽然我也是有些媒体的评委，也参与了这些书单的评选，但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疑问，我真的喜欢我自
己参与选出的那些书吗？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阅读拔高到一定的段位吗？
我今年最认真读的也是那些参与选出来的书吗？
其实我心里是否定的。
　  好在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可供分享的平台，于是，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在微博上试着征集一
下，看看大家是否愿意分享纯私人角度的阅读。
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好几百人参与分享他们的私人阅读书单，呈现出来的阅读画面远比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丰富得多。
　  晒书单是很个人的行为，但很多人的书单晒在一起，就有了一些共性和共识，也会引起很多人的
共鸣。
这份&ldquo;2010 年度私人阅读书单&rdquo;就像一顿丰盛的阅读自助餐，每个人都奉献自己的菜单，
也都能在这份书单中各取所需，满足自己的阅读需求。
　  阅读需要分享，这是我一直坚持的阅读主张，也是我办电子杂志《绿茶书情》的初衷。
　  &ldquo;2010年度私人阅读书单&rdquo;活动是一次意外的惊喜，也是&ldquo;阅读需要分享&rdquo;
的最直接体现。
那么多书友把他们一年来的阅读在网上公开晒出，既是对自我一年阅读的梳理，也是对别人阅读的一
次激励，更是一次无私的阅读分享。
　  晒私人书单让我尝到了乐趣，也感受到了幸福。
不久后，大年三十那天，有网友建议我发起&ldquo;我的春节书单&rdquo;征集，我没按捺住，就又发
起了，没想到，这次的活动响应者更多，整个春节，我几乎都搭在这个活动中，每天惦记着转发大家
的书单，整个春节弥漫着浓浓的书香，不仅没感到辛苦，反而觉得边转发边分享的过程很幸福。
　  这两次热闹的晒书行为让我觉得，随着阅读载体越来越多样化，我们的阅读观念也在发生着微妙
的变化。
一直信奉传统阅读，并愿意坚守传统阅读方式的我，也在微博等新兴阅读形态冲击下，开始慢慢转变
和适应。
　  微博和豆瓣是现在网上最具分享功能的两个平台，也是当下新形态阅读的主要生发地。
我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这两个平台上享受分享阅读的乐趣，也渐渐地定制出属于自己的阅读界面，
用&ldquo;互相关注&rdquo;、&ldquo;加为好友&rdquo;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阅读链。
这是一个群，也可以说是一个圈子。
网络上，这样的圈子很容易形成，也很容易解散。
　  作为&ldquo;阅读需要分享&rdquo;的坚持者，我自然要接受大量阅读信息，再把这些信息消化、加
工，才能起到分享阅读的效果。
　  每天，我都会收到大量来自各出版机构的样书，少则几本，多则几十本，这些书大大增添了我办
公环境的书香气，这其中，也许只有小部分书会进入我的阅读视野，加入我的书房，更多的书会被淘
汰掉，或送人，或堆在办公区，谁爱拿拿去，又或者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我的邮箱里，也同样会收到各出版机构发来的书情信息，其中，多数为群发，少数为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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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推荐，还有一部分是常规的定期邮件。
这些信息为我选书提供了最初的判断。
　  我的MSN、QQ上，人数最多的一类也是来自各出版机构的媒介人员和编辑，我们不会天天聊天，
但互通信息和索要样书时，我们会及时而迅速地反应。
　  还有，在微博和豆瓣上，也能看到各出版机构的媒介和编辑，他们利用微博和豆瓣的互动性功能
，尽可能多地让他们的书保持高转发率，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这也是我获取书情信息的渠道之一。
　  当然，还不止这些，每年还有很多台书业大会，书博会、图博会、图书订货会等，热热闹闹，以
书为由头，聚会的聚会，旅游的旅游，交友的交友。
此外，各出版机构和作者，在平时也会组织各种形式的新书发布会和读者见面会，这也是我接受新书
信息和阅读资源的渠道之一。
　  以上这些构成了我每天离不开的&ldquo;书生活&rdquo;。
　  作为&ldquo;阅读分享者&rdquo;，我首先要做一个&ldquo;阅读者&rdquo;。
　  阅读是很私人的行为，很私人的选择，而我的阅读，多少带一点工作成分。
每次拿起书，总下意识地看版权页，看出版年月，因为作为媒体，有媒体的报道节奏，以新书为主，
以新闻手法报道图书，这是大多数媒体的选择，这也是没有办法。
　  &ldquo;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rdquo;。
虽然我的书多数都是出版机构提供的，不用买，但&ldquo;读书如抽丝&rdquo;的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作为书评编辑，我的阅读就不能如抽丝，不然显然赶不上出书的速度，也跟不上媒体的节奏。
　  我也许不是阅读量最大的，但绝对是最关心书的人。
　  因为书，是我的工作，是每天要面对的对象，通过阅读它、推介它、分享它，我也得到收获和快
乐！
 虽然我的阅读貌似多了一点工作的成分，少了一点私人的需求，但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其实阅读不分出发点，就看你是否阅读，在阅读中是否得到启发和收获，并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出来
，和更多的人分享。
　  这就是我的阅读，一种很纯粹的、具备分享精神的阅读。
　  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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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绿茶书情(印象阅读)》由绿茶著，收入了作者2004年至2011年的书评、书情、书话，包括《符
号世界里的奇妙和有趣》、《港台书情：港台作家朋友和他们的书》、《书店，我的阅读邻居》、《
我的偶像们和关于他们的书》、《美食书情：在葡萄酒中沉醉阅读》等。

 这本《绿茶书情(印象阅读)》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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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绿茶，真名方绪晓，20世纪70年代生人。
上大学期间曾在风入松书店做店员，后为店长，从此与书结缘。
曾为人民网读书频道主编、人民网读书论坛斑竹、《新京报·书评周刊》统筹编辑，现为《文史参考
》主编。
2010年8月28日独立创办《绿茶书籍》电子月刊，主张“阅读需要分享”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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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看书人访问书人 最近，读梁文道的《访问》，该书的副题为&ldquo;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rdquo;。
　  对于主张分享阅读的我来讲，了解不同的书人是我多年的习惯。
　  何谓书人？
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界定，在我这里，我认为是那些生命中离不开书的人。
我的朋友中，有很多这样的书人。
比如，在全世界寻访特色书店的钟芳玲；漫游在旧书中不亦乐乎的傅月庵；带领大家&ldquo;开卷八分
钟&rdquo;的梁文道；对书有独特洁癖的止庵；收藏期刊创刊号的谢其章；等等。
　  梁文道这本书人访问录，是为上书局创办的《读书好》免费阅读杂志做的系列访问，我看过这本
薄薄的杂志，非常喜欢，这样一份免费阅读刊物，其策划的选题和完整的内容较比内地很多卖钱的杂
志都更用心、更有分量。
书中收录的十五位书人，以港台书人为主，还好其中董桥、赵广超、陈智德、舒国治等几位书人的书
都拜读过，算是有种亲近感。
另外两位大陆书人，其中十年砍柴是很好的朋友，另一位长平是媒体同仁，他的时评文章也长期拜读
。
　  董桥先生是香港著名书人，他对书的喜爱和收藏让很多书人羡慕嫉妒恨，他的书话作品也让我们
羡慕嫉妒爱。
今年初，他的《青玉案》和《记得》再次将我们带回到那典雅的旧书珍本世界中，体会到一位书人的
情致和对书的关怀与爱。
也许很多人已经烦了董桥体，但不可否认，他的这种文体和讲述的爱书故事已成为书界一道独特风景
。
　  香港艺术学者赵广超，他的每一本书都让人惊艳，从《笔记》，到《一章木椅》再到最新的《十
二美人》，每本书都让我们见识了中国古典艺术中的美妙与精彩，用他独特的方式展现和诠释，这样
的传统艺术被赋予全新的呈现方式，让我们体会到艺术之美和传统之魅。
　  香港书人陈智德没有作品在大陆出版，但他在香港爱书人心中，是那种专家级的人物，虽作品不
多，但对书的爱和热情却无人能及。
编了很多香港文学资料和诗歌方面的文献，仅有一本小书《情斋读书录》专门谈书。
我是托香港朋友帮我买的这本书，文章中突显的功力和对各类图书的评说让人惊叹真正书人的力量。
　  台湾作家舒国治谈书的文章少，谈旅行、漫游和吃的文章多，这些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
他的《流浪集》、《理想的下午》等相继在大陆出版，他本人也开始在大陆漫游，我们也在一些场合
谈及关于流浪和旅行的话题，发现真的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和喜好。
　  再说朋友十年砍柴，我们最开始是网友，都在天涯闲闲书话玩，时不时网聚，喝很多酒，说很多
话。
他话多且密，我很难插上嘴，但听他讲那些历史八卦与非八卦，都很有趣。
后来读他的《闲话水浒》，更是被他的独特视角所折服。
再后来，他给我写专栏，每天看他的专栏是享受也是难受。
历史和现实，总在他笔端被那么贴切地联系。
　  作为一名记者和时评人，他对现实的关怀通过历史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找到很多共鸣。
如今，他投身出版，依然从事着这样的表达方式，只不过运用了不同的载体。
　  关于书人，真的值得用大大的一本书来书写，梁文道访问了十五位，其实还有更多的书人值得我
们去认识和了解。
　  符号世界里的奇妙和有趣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天和泥打交道，整个一小泥人，最爱干两件事
：抓泥鳅和在泥上画各种符号。
那时候穷，没有彩笔，没有画板，一根树枝，一片泥，就构成了我的胡画世界。
那些自己都看不懂的形状和符号，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
　  后来，试着去学画画，面对画板，却没了小时候的感觉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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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满符号的世界里，任何事物，人们都恨不得给它一个LOGO，符号，似乎更适
合传播。
　  说到符号，它最早是在哲学领域被广泛认识和研究，由此还产生了一种所谓的&ldquo;符号
学&rdquo;，其中，法国哲学家罗兰&middot;巴特就是个典型的&ldquo;符号控&rdquo;，他的《符号学
原理》、《符号帝国》等在符号学方面做了深刻的研究和有力的探讨，甚至他的一本书就直接用符号
命名为《S/Z》。
在这本书里，罗兰&middot;巴特把巴尔扎克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短篇小说，切割成561个基本语言单位
，分别纳人到5种符号代码里，并用93个单元进行详细的分析。
这就是他运用符号学进行结构主义阐释的案例之一。
　  此外，还有法国哲学家梅洛一庞蒂和他的《符号》，英国哲学家米兰达&middot;布鲁斯一米特福德
和他的《符号与象征》等，都是运用哲学理论探讨符号世界的意义。
可以说，符号普遍被提升到离我们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地位。
　  近日读到日本书籍装帧家松田行正的两本书《零》和《圆与方》，让我见识到符号世界里，不仅
有很深的哲学意味，还和我们的生活如此密切相关，美妙而有趣。
　  这是一次挑战传统阅读的体验，和通常的读文和读图不同，读符号是奇异的阅读体验，翻开任何
一页，我都试图把眼前看到的符号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出来，再看松田行正的说明文字，天南地北。
接着往后翻，总觉得自己能真正解读出正确答案来，但始终没能如愿。
然后回过头去看之前看过的那页，又再陷入新的意境，可以说，每一次都是不同的视觉体验和内心反
射，真是太奇妙了。
　  《零》汇集了121类代码、文字、图形、暗号等符号，其中，较多的是曾有又无的各种文字，对这
些文字，我没有太多好奇，怎么看都没有甲骨文好看。
我更喜欢看一些偏门的暗符和记号，如第200页的&ldquo;旧石器时代洞窟里描绘的男女性器符
号&rdquo;就特别好玩。
　  这页收录了50种男女性器符号，男、女各25种，从这组性器符号中，仅能看出一两个我们现在普遍
认同的符号表示，更多的符号用在生活、交通、医院等领域似乎都说得过去，但是，看这些符号，我
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他们太可爱啦。
所以，如果光看符号，我真的会南辕北辙地自我解读，但这样的偏移其实很可爱，内心很欢乐！
 《圆与方》则相对直接一点，主要收录了由圆形和四方形延伸的各类字体、符号等。
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说，这一说法根植于我们传统中，所以，圆与方在我们心中，一直有一种先人为
主的密不可分感。
　  我们的阅读形态越来越多，各种介质和工具也在不断更新，就像读这两本符号书一样，虽是一次
全新的阅读体验，但其美妙的感觉让我难忘，同时也促使我有兴趣接受更多的阅读载体。
让我们的阅读更多元、更有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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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象阅读：绿茶书情》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
入选作者，则老少成宜。
最大愿望，是借这样一本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
，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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