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康 人 的 阅 读 风 景
———来自市图书馆的大数据分析

“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
万物生长。 ”在最后的歌声里，《人世间》剧终。我眼里
含着泪光，有点不舍。 结局很圆满，编剧呈现了最大
的善意和温情，亲情血浓于水，发小情同手足，爱情
一往情深，正义胜了所有。 虽然圆满有时候也是一种
缺憾，但这种缺憾终究是美的。

在梁晓声的原著里，每个人物刻画得更加现实，
这种现实可能更接近人性。 他在《人世间》里写道：
“某些人经常不讲道理、反逻辑，自以为是。 即使这
样，那也要相信，人世间永远有真爱和真友谊。 ”

相信真爱，相信真友谊。 电视剧版《人世间》的结
局是一种理想和希望，从内心来讲，我们总希望一切
结果都是好的。 剧终人散，在光字片 50 年的岁月里，
那些经历过磨难，依然挺直腰板顽强生活，一生向阳
的人们，尽管各有各的小心思小毛病，但是他们合在
一起，就是一部真实的普通百姓生活史。 这部生活史
里有你，也有我。

人世间的你我，记忆里是否还有那样一方烟火？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家，周家三代人，生活在一
个叫“光字片”的地方。 电视剧里有个很扎心的细节，
回来做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大儿子周秉义拉着弟弟穿
着水鞋走光字片，全是软泥的路，举步艰难。 这个他
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几十年来环境没有改善，甚至社
会环境变得更坏。 周秉义独自离开时，在光字片竟然
遭到了抢劫。 他怀念小时候家家夜不闭户，邻里友爱
的时光。 而现在，那些抢劫他的半大不小的青年或许
就是他熟人的儿子。 作为一个城市的父母官，这种痛
促使他冲破一切阻力想要改变光字片。

我的故乡所在的小城， 也曾有这样一处 “光字
片”。 一长串穿来穿去的胡同，各家自己搭建的矮房
子把路挤成窄窄的一条，清早，睡意还没完全消失的
人们排着长队倒尿盆。 公共厕所外面永远堆满垃圾，
苍蝇蚊子漫天飞。 天没亮， 一群孩子拎着发黑的篮
子，围着看不清颜色的围巾，等着烧煤的火车靠站，
在车上倒下来的煤灰里去捡还没烧尽的煤球。

拎着煤筐回家吃完饭， 便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
一起疯跑着去上学。 那时候书包很旧，巷子里的路坑
坑洼洼，却从不觉得路难走。

下雨时的泥巴路让人心烦， 好不容易穿上的一
双白色的布球鞋，走一路回家便再也洗不干净，于是
大人骂，孩子哭。 但那又怎样，这里是几里之外的乡
下羡慕的城里， 那些拥挤在狭窄而黑暗的小屋子里
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城市户口，尽管很多户
口是一家人省吃俭用甚至是借外债买来的。

沿着铁路边搭建的小矮屋里， 曾经住着很多我
认识的人，父辈和在大三线工作的周志刚相似，都是
老实巴交，没读过什么书的普通铁路工人，一辈子守
着门前这段铁路。 尽管父辈没读过多少书，但有机会
做了工人，也多多少少吃了没文化的亏，所以希望孩
子们有读书的机会。

那些常年在铁路线上劳作的叔叔伯伯们， 他们
用工人最朴素的善良踏踏实实地工作、生活。 白天辛
苦工作，晚上为孩子们做各种零活，和爱人一起扛着
一家老小的冷暖。 遇到大调整，有可能沿着铁路线被
调往远方，于是一家人被分在了不同的地方，你在铁
路的这头， 我们在铁路的那端。 现在看着似乎不遥
远，但是在绿皮火车的时代，那也是孩子们眼中遥远
的距离。

我曾见过他们年轻时的意气风发， 也曾见过他
们中年时被生活压弯了腰， 依然努力挺着身子走路
的样子。 而那些没有工作，留守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的
婶子阿姨们，多是勤劳、善良肯吃苦的。

在那些连片的低矮的房子里， 曾经也是一家家
围桌而坐，吃着简单的饭菜，围着炉火聊家常，灯火
可亲。

多年以后再见到那些叔叔阿姨， 是在父亲的葬
礼上。 久经岁月，很多我已经认不出了，当我和他们
的手握在一起，我突然间觉得父亲还在，这些曾和父
亲一起走过激情岁月的老朋友们， 他们彼此见证了
各自的人生，也一起守护着这一段铁路，相互帮衬着
守护彼此的家庭。

我还记得巷子中间有个阿姨开的小卖部， 那间
自己搭建的矮房子靠路的这边有一扇窗， 窗台上放
着一部电话。 我在异乡的整个高中阶段，都是用这部
电话和家人联系， 时常在电话那端听到守电话的阿
姨、伯伯对我说：“你等着啊，我去喊你爸爸妈妈。 ”电
话里甚至能听到他们回来时奔跑之后的气喘吁吁。

而那一批从小在胡同里、 在火车上穿来穿去的
孩子们，有的跟周秉义、周蓉一样考上了大学，离开
了“光字片”，尽管上的不是北京大学，那时候能考上
一个普通的大学，就足以令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更多
的人和周秉昆一样，没机会上学，早早地顶了父辈的
职，或者做了临时工。 他们继续在那片土地上顽强地
生活，经历各种岁月变故。

有人走，有人留。 有人走了，还会回来，有人走
了，就永远走了。

近二十年来， 那些曾和我的父辈一起守望岁月
的老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去，剩下的依然住在“光字
片”。 在我去另外一个城市上高中之前，这里的矮房
子陆续拆了，建起几栋 6 层高的楼房，大多数人都搬
进楼房了， 但是依然还有几排矮房子里住着一些老
人。

路依旧坑坑洼洼，每到雨天，处处积水。 车进出
也不太方便。 楼道里处处贴满各种广告小纸条，老楼
门口错综复杂的旧电线一捆捆地耷拉着， 看着也觉
得不安全。 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习惯住在这里，因为这
里有他们的老邻居，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看着孩子
们长大、离开。 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异常地熟悉。

去年妈妈在电话里说，那些路终于修好了，还装
了路灯，原本等着拆迁的老楼，邻居们又都舍不得离
开了。

四十几年过去了，远在异乡的我从《人世间》里
看到光字片的这群人时，依然会热泪盈眶。 无论走多
远，在我们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我们曾经嫌弃过的
“光字片”，当它轰然被推到的时候，留在我们记忆里
的只有美好，而那些脏乱、拥挤、贫穷、无序也都成了
美好的一部分。

关于爱情， 剧中最令人感动的场景是周志刚在
亲人的陪伴中离世，安静地躺在小院里，等孩子们醒
来，发现母亲素华坐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的手，已
经失去体温。

生同枕，死同眠。 这对普通夫妻的离开方式，不
光让他们的孩子泪如雨下，也让亿万观众泪目。

《人世间》里父母的爱情简单、朴素，分隔两地的
夫妻，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但一个眼神、一句话、一
封信，就心满意足了。

《父母爱情》里安杰说：“人生啊！ 就像韭菜，一茬
一茬地生，一茬一茬地割，大概这就叫生生不息吧。 ”

父母的爱情，是孩子最好的楷模。 他们看着父母
相爱，成年之后，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爱身边的人。 《人
世间》里第二代三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挚爱，这也源于
他们的原生家庭给了他们爱的能力。

“冷风吹过，早晨雾气，昨夜想起你，那是一起走
过的森林、土地和田野。 ”大哥周秉义爱得纯粹，当他
有升迁机会时， 他站在两人经常见面的桥上对郝冬
梅说：“苟富贵，勿相忘。 ”他选择了留在建设兵团，因
为冬梅只有他。

结婚后他们相敬如宾，郝冬梅为他和父母吵闹，
而喜欢孩子的周秉义对无法生育的郝冬梅不离不
弃。 最让人心酸的是，异地生活的两人，同时办理了
调动，都想去到对方生活的城市，给对方更多陪伴，
他们同时放弃工作，奔向对方。 虽然结果是郝冬梅失
去了自己热爱的岗位，但是这种情感上的奔赴，是绝
对的真爱。

周秉义在吉春时， 把郝冬梅的父母当自己的父
母照顾；周秉义远调北京时，郝冬梅照顾他的弟妹，
是他们眼中的好嫂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爱
情该有的模样。 即便在争吵中脱口而出“离婚”的时
候，依然想着对方的冷暖，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选
择无条件地陪伴。

最后两鬓生白发的彼此在旅游的途中依偎着坐
在石头上，当年一起闯天涯，当你老了，还有爱人一
起在路上。 那些一起走过的深深浅浅的岁月，都是爱
的见证。

编剧改了他们的结局，即使如原著里写的一样，
最后不得不永远地告别， 但那些他们相濡以沫的日
子，都真实地存在过。

二女儿周蓉借蔡晓光的口说 ：“崇拜是爱的基
础。 ”十几岁的周蓉因为崇拜一个北京诗人冯化成，
离开父母家人，不顾世俗目光，孤身远赴贵州，爱得
义无反顾。 连女儿冯玥都说很羡慕她，前半生爱的轰
轰烈烈，后半生有蔡晓光这样的蓝颜知己。

周蓉在剧中前半部分并不讨喜， 一个以自我为
中心的女孩，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为了她认为的
纯粹的爱，从小把女儿丢给弟弟抚养。 她甚至还有点
自私，知道蔡晓光一直喜欢她，即使是结婚之后，遇
到事情，也首先想到的是找蔡晓光帮忙。

当年激情的两个人，败给了琐碎的现实。 当周蓉
结束了第一段婚姻之后， 终于和那个从小深爱她的
蓝颜知己走到了一起，剧中她也在慢慢改变，目光和
心思从自己身上慢慢转移到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身
上。

人生路很长，当你转身时，那个一直站在不远处
看着你生活的人依然还在， 这种又重逢的爱情确实
让人羡慕。 大多数时候，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却没
有那个在等你的人。

经得起岁月摩擦的，都是真爱，但有些真爱也曾
和岁月擦肩而过。

老三周秉昆和郑娟的爱情刻骨铭心， 他们在最
苦难的时候相识，一生相伴着携手面对各种磨难。 古
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他们却从贫贱夫妻走到
了彼此想要的样子。

郑娟的乐观，秉昆的坚韧，善良的两个人，一路
搀扶着打怪兽通关。 遇到坎儿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说
过过不去，郑娟对秉昆说：“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
都不怕。 再苦的日子，我也不怕。 ”在她眼中，秉昆的
“傻”是最高境界。

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彼此完全信任，这是夫妻间

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周秉义最后在给弟弟妹妹的信
中说：“我们此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各自找对了生活
中的另外一半，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 ”

周家两代四种爱情，从最初的相遇，到一生的相
守，到最后的告别，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经历诠释着什
么是真正的爱情。

在当年的光字片，为了让大家过年吃上肉，仗义
的秉昆带着大家一起去供销社，差点被抓。 从此有了
光字片“六君子”：周秉昆、孙赶超、肖国庆、曹德宝、
唐向阳、吕川，他们一起手拉着手，斗命运的曲折。

他们都曾是木材厂、酱油厂的普通工人，大多住
在光字片，少年时一起疯玩、一起闹。 后来各自走了
不同的路：向阳和吕川去上大学，剩下的四个都经历
过下岗、打零工等各种境遇。

相遇、分离、重逢，然后再各自奔向远方。 在几十
年的岁月，一家有难，一群人帮，他们亲如异性兄弟。
虽然聪明的曹德宝最后掉队了， 但是大家也没完全
放弃他，最终故事结束时，六君子还是六君子。

最后一集以《干杯吧朋友》开始：“朋友你今天要
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 ”歌声想
起，屏幕内外，眼泪都出来了。

总有一帮朋友，曾经和你一起哭过、笑过。 当你
遇到困难时，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当你荣耀的时候，
他毫无私心地替你高兴。 即使是打过架、对骂过，也
从不记仇，转身还是朋友。

故事里患绝症的赶超为了不拖累家人、朋友，选
择了卧轨，这悲情的结局是六君子心里最深的痛。 在
他们对朋友的认知里，只要你需要，我有的都愿意拿
出来，哪怕是生命。

赶超不在之后， 他们照顾赶超的妻子于虹和儿
子，更在搬迁时，郑娟把自己的房子过户给了遇到大
难处的于虹，一如当年秉昆坐牢时，赶超和于虹及六
君子的其他人，有空就来帮郑娟一样。 他们都懂得感
恩。

最大的恩， 是他们在对方遇到苦难时伸出去的
手。 这手不管力量大小，总能帮助彼此渡过难关。

《人世间》剧终了，光字片的这群人，故事并没有
结束。 光字片的小巷子里暗藏的仁义礼智信，让他们
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那片土壤里，随万物一起
生长。

故事里还有很多人，有为民的好官，也有贪官；
有热心肠的， 也有耍小聪明的人。 但他们中的大多
数，是有光的人。 剧中两个名字有“光”的人：蔡晓光
和光明，他们身上一直有一束温暖人的光。

有光，就能彼此照亮。
周秉昆对儿子周楠说：“走一步看一步， 走一步

走好一步，苦吗？嚼嚼咽了。 ”细碎的苦难，嚼嚼咽了，
也可能衍生出幸福。 剧中周秉昆的扮演者雷佳音在
该剧播放落幕时写了一句话：“人世间，一辈子，是期
望与和解，也是相遇和告别。 ”

周秉义在最后写给弟弟妹妹的信中说：“我们周
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绝对不能
成为没有德行的人。 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
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
不爱国的人。 好好生活吧！ ”

好好生活吧， 在平凡的人世间， 去爱自己的国
家、小家，深爱自己的亲人、朋友。 愿我们有光，一生
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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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都曾有个光字片

情感的双向奔赴

有“光”的人

阅读氛围愈加浓厚

2021 年，市图书馆（含各阅读吧）共接待读者 437169 人
次， 日均接待读者达到 1197 人次。 阅读吧共计接待读者
172994 人次，占全年接待读者总人数的 39%。数据表明，市图
书馆正逐步成为市民阅读、学习、交流、休闲的重要场所。 安
康阅读吧在为读者提供便捷阅读的同时， 节约了时间成本，
加快了书香安康的建设步伐。

去年市图书馆总借还人数达到 139271 人次， 相较 2020
年同比提升 20.6%。 7 月正值暑期，馆内座无虚席，读者借阅
量全年最多，总借还人数达 11041 人次。 全年借阅文献最多
的读者达到 283 册次，平均每月借阅 23 册次。

同时， 市图书馆在 2021 年共计举办线上阅读推广活动
480 余场，共计参与 57890 人次，场均参与人数 120 人次。 其
中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为图书推荐， 全年达到 14213 人次。
场均参与人数前三名的活动分别是书评、猜灯谜以及安图姐
姐讲故事。 线上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极大调动了全市读者
的阅读积极性，以《安图姐姐讲故事》为主的一系列面向少儿
读者的活动，在儿童读者群体里广受好评，活动参与人数稳
步上升。

青少年群体是阅读主力军

从读者年龄段来看，市图书馆 2021 年有幼儿读者（0-6
岁）324 人，少儿读者（7-17 岁）8098 人，青年读者（18-45 岁）
18686 人，中年读者 （45-69 岁 ）4347 人 ，老年读者 （69 岁以
上）366 人。 读者群体中青年读者占比最大， 占读者群体的
59%。 少年读者和青年读者仍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总
占比达到 84%。

相比于 2020 年，各年龄段读者群体数量都有显著提高，
通过对新增注册读者进行分析，其中青年读者的增长人数仍
保持在前列，达到 3076 人。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读者的增长
数量仅次于青年读者，达到 2831 人。

2021 年，接待人数最多的阅读场馆也是少儿馆，接待人
数 147188 人次，占全年接待读者总人数的 34%。 借阅排行榜
的前 20 名均为少儿图书，其中杨红樱所著《笑猫日记·蓝色
的兔耳朵草》全年借阅次数达到 97 次。 这表明，随着双减政
策的落地和少儿阅读积分存折、亲子阅读等少儿阅读推广活
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少儿群体的阅读积极性，图书馆正
逐渐成为学生群体课余生活的新选择。

文学类书籍最受读者欢迎

2021 年，安康市图书馆文献累计借阅量为 137977 册次，
累计归还 113014 册次。 其中文学类最受读者欢迎 ， 达到
91667 册次，借阅次数占总比重的 66%。这主要缘于文学类书
籍馆藏丰富，覆盖范围广，种类繁多，能满足不同知识背景读
者的文化需求， 读者也期盼利用文学及艺术作品来陶冶情
操。

数据显示，读者对新入藏文献的借阅兴趣较高，新入藏
文献能更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市图书馆 2020 年入藏文
献 89974 册，这部分文献 2021 年已利用数为 32073 册，总利
用率达到 35.6%。 文学类文献的利用册数最高， 共计 21624
册， 利用率达到 41.9%。 数理化类文献利用率最高， 达到
42.9%。

“阅读达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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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资料由市图书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