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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自小就是“书痴”的赵健，抖音号“赵健的

读 书 日 记 ” 粉 丝 超 过 114 万 人 。 借 助 新 媒 体 平 台

为网友分享好书、解读经典，占据了这个年轻人

全部的生活。

赵健的朋友圈签名成了他如今生活最精准的注

脚：“世上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今年“世界读

书日”前夕，赵健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直播间

接受了专访，分享自己与书的深厚缘分。

赵健说，最初，他阅读的动力来自孤独。

“我是在一个戏园子里长大的，小学放学就去

听戏班彩排，我基本上是跟一群老人长大的。这也

使得我跟同龄人之间没有太多话想说，有种孤独感。

中学期间，我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所以刚好能有

机会在里面读大量的作品，也能摆脱这种孤独感。”

在大学，赵健学习戏剧文学，主要研究昆曲。

“这需要阅读大量古文，让你安静下来；同时要横

向对比，得读西方戏剧，这又需要有更广博的阅读

量。所以我上大学期间基本上都是泡在图书馆”。

第一年，赵健便借了 400 多本书，成了图书馆

建成以来借阅量最多的读者。

除了自己读书，这十多年，赵健还致力于成为

一名“阅读推广人”。他做文化沙龙和读书会，和

朋友一起开书店；近两年，成为一名读书博主，用

短视频的形式分享好书、直播卖书。

2022 年 9 月，赵健用短视频讲述 97 岁江澄波

老人和“文学山房”旧书店的故事，迅速走红网

络：在苏州的钮家巷，一棵高大的白玉兰树下，有

一位 97 岁的老人，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这家建立于

清朝光绪年间的旧书店，并守护至今。小小的书

店，溢满书籍的油墨香，“爱书人闻到这种味道会

顿时安静下来”。因为他的这期名为“孤独的旧书

店”的视频，网友知道了坚持卖旧书的 97 岁店主

江澄波，被其坚定的精神打动。苏州市市长和文旅

局局长专门拜访了江澄波老先生，给他免去了书店

20 年的房租。

谈到这段拜访经历，赵健说，认识江澄波老

人，制作这期视频，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我自

己人生选择带来了不一样的启发。”

“ 做 一 件 事 情 不 仅 自 己 受 用 ， 还 能 深 刻 地 影

响、改变其他人。这家书店 100 多年四代人，没有

做太大，没有规模化、连锁化，而是‘逆向’的，

就 做 小 而 精 的 事 ， 坚 持 了 100 多 年 ， 这 让 我 挺 感

动。”赵健说，这次经历也让他更坚定地要继续做

读书短视频，专注做好纯粹的事。

“赵健的读书日记”的置顶视频是去年 12 月发

布的“104 岁的小女生——杨苡的传奇人生”，记

录了拜访百岁老人杨苡先生的场景，“时代不是她

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赵健说，他一直尝试着多拍一些老人的故事，

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此前，赵健做了很多准备，计划拍摄快 100 岁

的南京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沈燮元。“老人家一直

步行去南图上班，教那些年轻人修复古籍”。

今年 3 月底，沈燮元去世。“这成了我一个非

常大的遗憾。”赵健感慨，他希望多记录还健在的

老一代学者和他们的人生故事，展现他们对自己所

做之事的坚持。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当天，赵健来北

京主持一场汇集了多个读书领域视频博主的分享活

动。他把短暂的出差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去

故宫附近拍视频，去一家出版社的仓库看旧书，主

持完活动又去另一家出版社直播讲 《四库全书》。

赵健的“读书旅程”，显得专注而感性。

“ 你 的 日 常 生 活 ， 你 看 的 电 影 、 去 旅 行 的 城

市、读的某一本书的关键词⋯⋯都会给你下一阶段

的阅读带来很多灵感，会激起你的好奇心。”

此前他去苏州博物馆，看到相传是 400 多年前

文徵明手植的紫藤盛放，被其美丽打动。有一年，

苏博给游客送紫藤种子，赵健刚好遇上，就把种子

带回家种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你和四五百年前一个文字中的古人产生某种关系。

这种关系会给你带来治愈感和力量”。

因为紫藤，赵健花了很长时间研读文徵明相关

作品。“从文徵明开始，我就发现那是一个宝藏级的

时代，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文徵明和达·芬奇是同

一时代的人。”沿着这条思维路线，赵健继而对文艺

复兴产生兴趣，还因此去这些历史的“发生地”旅行。

“阅读很神奇，只要你开始，你也不知道下一

刻会和谁遇见，或者你会对谁感兴趣，但是一定要

尝试着出发。”

去年“双 11”期间，赵健在直播间里分享优

质图书，实现 152 万元销售额。有一次，赵健在 3
天内，卖出了 3000 套 《资治通鉴》。

赵健爱逛图书仓库，喜欢“打捞”被人遗忘的

好书。

“现在读书博主也成为一个行业了，有它的套

路和模式。但我觉得读书不能标准化，不能成一个

‘生产线上的人’。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多好书经过

我的介绍，离开库房，重新被盘活。”

对于互联网读书博主身份，赵健并不认为自己

从事的是新职业，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职业”。“本

质跟孔子、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传播知识没什么差

别，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如果孔子生活在现在，一定

也会注册个抖音开个直播间给大家传播知识。”

赵健发现每个人都有一颗爱听故事的心，因此，

他选择用讲故事的方式带网友慢慢进入到书籍的文

本中。

也 许 很 多 人 并 不 是 为 了 阅 读 而 去 看 短 视 频

的 ， 但 是 赵 健 希 望 通 过 自 己 的

努力做到。他说：“我的短视频

相 当 于 电 影 预 告 片 ， 对 电 影 产

生 感 兴 趣 ， 愿 意 买 一 张 票 去 电

影 院 看 电 影 。 对 我 的 短 视 频 感

兴趣了，他们会买一本书。”

赵健：让沉睡的好书离开库房，重新被盘活

九三粮油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以“责任、奋斗、梦
想、实干、激情、学
习、速度、创新”为
核心理念，切实保
持和增强团组织的
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坚持线上线
下理论常态化学习
教育，强政治筑底
板；组建助企服务

团、开展“百年回眸说团史，薪火相传
铸初心”青年讲团史活动、举办九三杯

“我的品牌我做主”直属企业主持人大
赛等，扬优势锻长板；推出“青春战疫”
专题系列报道，深化先进引领，强品牌
树样板。未来，九三集团团委将坚持不
懈地建设有凝聚力、有战斗力、有创造
力的共青团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团员
青年勇担北大荒发展之责，在北大荒

“二次创业”新征程中展现青春风采、
贡献青春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温维娜

“现在开始上课啦！今天我们来学

习 24 个韵母⋯⋯”4 月 18 日晚 8 点，金

霞照例在直播间开讲。同一时间，2000
公 里 外 的 广 东 省 英 德 市 ，50 多 岁 的 黄

土娇翻开了笔记本，跟着金霞的讲课节

奏一笔一画写下 b、p、m、f。
金霞的学生不是小孩子，她教授的

对象大多是年过半百却几乎不识字的成

年人。在互联网平台上，有很多人和金

霞一样，在短视频平台开办“成人识字

班”直播。

“ 这 样 的 直 播 间 真 的 有 人 看 吗 ？”

“竟然还会有成年人不认识字？”起初，

很 多 年 轻 网 友 以 为 金 霞 在 做 “ 无 用

功 ”。 但 走 进 金 霞 的 “ 课 堂 ” 会 发 现 ，

这些平均年龄在 50 岁左右的学生，有

的是小时候读不起书、有的是因父母重

男轻女没被送去读书⋯⋯在九年义务教

育还没普及的时光里，他们与识字的机

会失之交臂。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文盲率为 2.67%，文盲人口为 3775
万人。

金霞说，网友们把这些教人识字的

网 络 直 播 间 称 作 “ 没 有 墙 壁 的 教 室 ”，

一块块巴掌大小的屏幕连接起人心，透

出希望的微光。

“金老师”小课堂开始了，
“孤岛”不再孤单

成为成人识字主播前，金霞是一名

个体商户，从湖北省孝感师范学校毕业

后，金霞经历过 3 年支教生活，便离开

了三尺讲台。没能继续教书一直是她的

遗憾。

做生意的间隙，金霞偶然发现短视

频平台上有人在教成人识字，她身边不

识字的亲戚瞟了一眼点评道：“你一定

讲得比他们好。”这句话，燃起了金霞

心中“再为人师”的小火苗。

开班授课前，金霞心里打鼓，“真

的有人会在网上学认字吗？”金霞特意

去找不识字的亲戚咨询。她发现，不识

字的困境几乎遍布“成年文盲”的生活

里。因为不认识字，他们没办法独自去

医院看病，不会用手机打字、不会用自

助取款机取钱，甚至连公共卫生间都不

知道该去哪一边。

不识字的成年人就像一座被时代遗

忘的“孤岛”。“我想帮帮他们，也圆自

己一个梦。”金霞说。

2021 年 ， 金 霞 在 网 上 开 起 了 自 己

的 “ 成 人 识 字 班 ”。 教 室 布 置 在 家 里 ，

设施很简单，一个小黑板、一支笔、一

个支架、一个手机，再加上金霞提前准

备好的备课笔记，这些就是“成人识字

金老师”小课堂的全部。因为学生们白

天要打工、种地、带娃，金霞把上课的

时间挪到了晚上 8 点后。

金霞当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喜欢她

的 学 生 很 多 。 在 广 东 省 英 德 市 ，55 岁

的黄土娇是金霞的学生之一。黄土娇的

父亲在她 8 岁时去世了，生活的重担压

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入不敷出的家庭条

件让她错失了读书的机会。

因为不识字，黄土娇吃尽了苦头：

出 门 打 工 看 不 懂 路 牌 ， 看 不 懂 招 聘 启

事，不会填写招聘信息。哪怕晋升为工

厂里的小组长，也不会写别人的名字、

只能求助他人，偶尔还会上当受骗⋯⋯

“网上竟然还有教人识字的直播。”

刷 到 教 人 识 字 的 直 播 时 ， 黄 土 娇 很 惊

讶。她一边紧张地盯着屏幕如饥似渴地

学着上面的知识，一边警惕着，害怕有

人通过网络来骗自己的钱。默默观察了

很 久 之 后 ， 黄 土 娇 锁 定 了 金 霞 的 直 播

间，“金老师讲得很细心，说话也这么

温柔，我就跟着她学了。”黄土娇说。

半年后，黄土娇学会了几百个字。

黄土娇的女儿也惊讶地发现，母亲竟然

已经能看得懂公交站牌上的字。

越来越多不识字的成年人，
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教成人识字有多难，只有直播间里

的老师最清楚。

程 杰 也 是 一 名 成 人 识 字 主 播 。 此

前 ， 她 是 一 位 有 着 8 年 教 学 经 验 的 老

师 ， 曾 先 后 在 一 些 学 校 和 教 培 机 构 任

职。即便积累了很多经验，在最初面对

这群“大龄学生”时，程杰也犯了难。

“ 很 多 人 连 基 本 的 手 机 操 作 都 不

会。”程杰刚开始直播时，想和粉丝连

麦互动，了解他们对刚刚所教授内容的

困惑，但迟迟没人回应，一番询问才找

到症结——不会操作。程杰立马转变了

教学方式，开始一步一步教学生怎么使

用手机、如何参与直播互动、如何购买

回看课程等。

为 了 让 学 生 们 更 加 理 解 上 课 的 内

容，程杰努力将每个字都用生活化的语

言去解释。她在教“染”字时，会将字

拆解成三部分，并和“学生”解释说：“染

布一定会用到水，所以先写三点水，染色

的颜料都是从草木中提取出来的，所以

下面是个“木”字，布一定要多次浸染，才

能完全上色，所以还有个“九”字，这三部

分组合起来，就是染布的染。”

因为各地发音习惯的不同，很多学

生在学拼音时总是读不出正确的读音。

程杰便将摄像头对准自己的嘴巴，一边

张大嘴努力发音，一边提醒屏幕另一端

的“学生”要注意自己发音时的口形和舌

位，并通过连麦一遍遍纠正他们的读音。

成为主播的这 3 年，程杰几乎没有

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在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她笑着说，如果不

是因为自己拔牙后，不方便授课，可能都

没时间接受采访。她几乎每天都在录课、

剪辑、直播，改作业，中午饿了就对付一

点麦片，晚上直到 12 点才上床睡觉。

儿子心疼妈妈，问程杰“为什么一

定要干这件事？”程杰低头沉思，她想

到学生“知足常乐”说自己因不识字错

失了卖菜给商贩的机会；想到学生“天

天哥”说自己去了餐厅不敢看菜单的窘

迫 遭 遇 ； 想 到 一 些 女 学 生 舍 不 得 买 10
多元的日用品，但是却愿意花几十元报

班学认字；想到她们顶着家里人的“都

这个岁数了，学这些有什么用”的不理

解 ， 依 然 努 力 学 习 的 坚 持 ⋯⋯ 想 到 这

里 ， 她 抬 头 对 儿 子 说 ，“ 这 事 不 好 干 ，

可再难也要做下去！”

程杰的坚持让她拥有了一批铁杆粉

丝 ，“ 学 生 ” 们 给 她 寄 来 了 宁 夏 的 枸

杞、新疆的水果，还会在微信上开心地

和她分享自己的进步和日常。“我现在

有 6 个学生考了驾驶证，还有‘学生’

可以给孩子读故事书了，甚至有学生找

到 了 收 银 员 的 工 作 。” 提 起 学 生 的 变

化，程杰嘴角的笑怎么都压不下去。

来直播间的学生少了，
他们却笑了

许薇从 2021 年 9 月开始在短视频平

台上做成人识字主播，据她观察，直播

间里报名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去年她做了一场直播后，最多能有

30 个 人 报 名 学 习 课 程 ， 但 是 近 几 个

月，她直播一个星期，也仅有两三个人

报名识字课程。

“ 不 识 字 的 这 些 人 就 是 像 一 块 蛋

糕，在慢慢变小，总有一天基本上就没

人 来 直 播 间 了 。” 对 于 这 种 发 展 现 象 ，

许薇没有气馁，反而有点开心。“这说

明 识 字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文 盲 越 来 越

少。”许薇解释道。

随 着 成 人 识 字 领 域 的 受 众 越 来 越

少，一批主播渐渐离开这一行。“卖课

难、挣钱少，没人愿意干很正常。”程

杰、金霞、许薇是少有的能坚持下来的

老师。程杰在直播间上课时，看到相熟

的老粉，甚至会“指责”她都学会了，

干嘛还来浪费时间。

程杰希望，学生们在这个课堂上学

会 认 字 后 能 去 做 一 些 更 加 有 意 义 的 事

情。据程杰的观察，很多人因为不识字

常年自卑，不擅于表达自己，也不敢对

自己不赞同的事情提出异议。为此，她

常常在直播间讲穆桂英挂帅的故事，鼓

励他们学会识字后，要放开手脚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许薇带的第一批学生即将毕业。对

于这批“大龄学生”毕业的要求，没人

规定一个标准。许薇认为当他们能掌握

3000 个常用汉字才算“出师”。程杰觉得

是他们能学会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查阅

生僻字，“万事不求人”。金霞觉得是他们

做到外出看得懂路，能阅读简单的书籍。

这 些 成 人 识 字 主 播 都 希 望 ， 3775
万 名 成 年 人 中 顺 利 “ 上 岸 ” 的 越 来 越

多，自信过好每一天。

为不识字的人找到诗和远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父母双亡，考研上岸，拥抱春天

吧。”最近，23岁的贵州姑娘彭小桐没想

到自己在社交平台分享的视频会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成功的喜悦，不能与父母分享，于

是她想在社交平台上找一个情绪出口。

视频里，彭小桐失声痛哭，配发着她收

到吉林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拟录取

通知的手机截图。彭小桐的分享，引来

很多网友留言。有人给她加油，也有人

分享自己的人生不易，彼此安慰。

彭小桐出生在贵州毕节，父母都

曾是当地乡村中学的老师。原本幸福

的三口之家在她 11 岁时突遭变故，母

亲患白血病去世。和父亲相依为命的

小桐，大学毕业准备考研时，却又再遭

重创 。去年 10 月，父亲因直肠癌也永

远离开了她。

在网上看到彭小桐的经历，吉林

外国语大学校长秦和回应说，“要对该学

生负责到底，不仅要关注经济上的困难，

更要从人文关怀角度做到位，让学生感受

到吉外大家庭的温暖”。

为了能精准帮助彭小桐，吉林外

国语大学开了专题会。秦和还特意给

彭小桐写了一封信。

秦和在信中鼓励彭小桐，“人生并

不是一片坦途，每个人的成长会哭泣

悲伤，会无助孤寂，真正的坚强不是面

对悲伤不流一滴眼泪，而是擦干眼泪

后微笑面对生活的勇气，这些你都做

到了，做得很好！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

倍感欣慰。”秦和还鼓励彭小桐，要学

有所长，成为一名启智增慧的园丁，向

世界推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尽快把学校的帮扶政策、信

件和爱心带给彭小桐，吉林外国语大学两位老师连

夜从长春出发，奔赴 3100 公里外的贵州毕节市大方

县理化苗族彝族乡。历时 19 个小时，完成了一次爱

心的极速送达。

来自校长的一封信，让彭小桐觉得“意外又欣

喜”。这是她成长经历中，第一次有老师用写信的方

式鼓励和赞赏她。

“我们与小桐在贵阳见了第一面，她正在当地勤

工俭学，初次见面就能感受到小桐身上有一股积极

向上的力量。”吉林外国语大学学工处副处长任雪艳

是这次家访的老师之一。与彭小桐在贵阳见面后，他

们一同前往彭小桐的老家。

家访的老师告诉小桐的爷爷、奶奶和大伯，孩子满足

学费全部免除的条件，入学后还享受新生奖学金、校长爱

心基金和“三助一扶”岗位补贴等，可以不用为开销发愁。

如果成绩优秀，日后还有机会获得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等奖励。得知这样的好消息，

小桐的爷爷奶奶高兴得热泪盈眶。

感受到千里之外的温暖，彭小桐也给校长秦和回

了一封信。信中说，“与困难作斗争是我 20多年人生的

主题，失落与孤寂常常伴随着我，而您在信中鼓励的话

语，给予了我无穷的勇气与力量继续面对生活⋯⋯我

在千里之外的贵州仿佛感觉到您就站在我的身边拍

着我的肩膀说加油！”

最艰难的时间里，彭小桐并未放弃考研的梦想，

参考书上画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记，笔记整理了一沓。

彭小桐从小就喜欢学英语。考研复习时，她最高兴

的是自己英语阅读题做的都对。答对了，她就用红笔画

个大对勾，这让她感到快乐和自信。最终，她以 356分的

好成绩考入了吉林外国语大学汉语的国际教育专业。

她还喜欢看小说，魔幻题材和现实主义类型，她

都爱。

一位香港男歌手是她的偶像。她说，这位歌手唱

歌时释放的激情，最能扫除她的压力和疲惫。她更欣

赏这位歌手为人处事的方式：热爱自己的事业，善待

周围人。这也是彭小桐对自己的期待。

最近在长春，有很多热心人通过视频欢迎和鼓励

彭小桐。有人说，要请她吃“热乎乎的铁锅炖”和“酸酸

甜甜的锅包肉”。在吉林外国语大学，很多同学期待可

以早日见到彭小桐。

彭小桐盼望入学的金秋时节，来长春上学。上学

前，她要游泳减肥，还要准备考国际汉语教师资格。她

说，“要继续拥抱生活！”

三千一百公里外的家访

赵健正在直播荐书。 受访者供图

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贵
阳客运段团委在段
党委和上级团委的
领导下，引领凝聚
青年、组织动员青
年、联系服务青年，
在运输组织、安全
生产、突击任务、志
愿服务等工作中展
现良好的职业风貌
和拼搏奉献精神。

贵阳客运段团委常态化开展青年志愿
者服务活动，打造有影响力的志愿服
务品牌，连续 7 年开展“贵州娃走出大
山看大海”游学活动，推出“小候鸟”无
陪伴乘车亲情项目；利用高铁和“慢火
车”流动平台，在列车上开办扶贫产品
及贵州土特产“展销会”“品鉴会”“年
货节”，助力黔货出山，为乡村振兴贡
献铁路人的力量。

中 国 铁 路 成 都 局 集

团 公 司 贵 阳 客 运 段

团干部 沈向全

九 三 粮 油 工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孙玥

55 岁的黄土娇（右上）通过短视频平台跟随识字主播金霞（左下）学习认字。 受访者供图

插画：张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