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市区滨河路一家智慧书
屋，记者看到里面摆放着几千册
图书，全部分类摆放，方便市民挑
选。书屋的一角设有服务台，备
有茶水、药品等。该书屋负责人
告诉记者，书屋目前藏书有 3000
余册，很多书籍是捐赠的，近日书
屋正在安装自助借书系统，安装
好以后，市民可以到此办理借书
卡，凭借身份证或借书卡，自行
操作借阅书籍，现在大家刷身份
证后，可以阅读这里所有的书
籍，但还不能借走，等系统安装
好以后，就会方便很多。

在郾城区黄河广场，一座智
慧书屋十分醒目，里面放置着桌
子板凳，书柜上摆满了书籍，几
位市民坐在桌子前正在安静地阅
读。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告
诉记者，她家就在附近居住，空闲
的时候，就会到书屋读书，双休日
时，她还会带着孩子到这里写作
业或者读书。“这里面空调开放，
很暖和，也很安静，特别适合学习
和读书。”市民刘燕告诉记者，她
目前正在准备招教考试，每天都
会到书屋学习。

随后，在市区烟厂花园、黄
山路南段等，记者也看到了智慧
书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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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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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书屋 让生活弥漫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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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不仅部分路段

设有书屋，在许多社区，也设有
智慧书屋。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
路社区也设有智慧书屋，该书屋
光线充足，布置得十分温馨，书
架上的书籍有文学类、科普类
等，桌子上摆放着绿植，一进屋
就能感到浓浓的阅读氛围。受降
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个社区书屋建成已经几年了，上
班时间都对居民开放。另外，该
书屋备有笔墨，居民们来到这里
后，不仅可以读书，还可以练习
书法等。

在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
的智慧书屋，记者看到门口的桌
子上放着借阅本，上面详细地记
录着居民借阅、归还书籍的情况，
其中借阅最多的是文学类书籍。
据该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书屋
由专人管理，居民们可以在此读
书，也可以将书借走，只要进行登
记，并在约定的时间归还书籍即
可，“居民还是很自觉的，基本都
能按时归还。”工作人员说。

社区书屋 走进居民生活

“以前读书要么到图书馆，
要么自己买书，现在想看书方
便多了。”采访中，很多居民告
诉记者，随着书屋的建设，他
们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市民
秦先生家住滨河路幸福家园小
区，平日有阅读的习惯，“市图
书馆离家比较远，虽然办了借
书证，但很少去借书，现在方
便多了，出门过个马路就有书
屋，想看书的时候就去那里。”
他说，从家附近的书屋开放以
来，他阅读的时间比以前增加
了许多。

记者了解到，很多书屋不

仅为居民提供阅读服务，还会
开展各种活动。据受降路社区
书屋的负责人介绍，辖区的孩
子们放学后，可以到书屋写作
业，遇到不会的题目，还可以
向社区的志愿者咨询。“在寒暑
假和双休日，我们也会在书屋
举办各种活动，就是想通过书
屋的建设，给居民阅读提供更
好的环境。”

采访中，很多市民表示，
书屋给大家读书带来了有利条
件，让书籍走进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他们要为每一个书屋点
赞。

书屋让阅读更温馨

□一铭

近年来，遍布许多城市街头
的智慧书屋成为各地新文化地
标，以一种崭新的公共文化服务
形态，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了一个
新阅读平台，对推动全民阅读、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
文化需求发挥着积极作用。

智慧书屋是全民阅读的有
益补充。对一个城市来说，大型
图书馆、书店毕竟还是少数，且
分布不均，对于那些距离图书
馆、书店较远的群众来说有着一
定不便性。而各地在公园、社
区、商场等人流密集区建设书
屋，着力打造“15 分钟阅读圈”，
就大大方便了群众阅读，成为推
动全民阅读的有益补充。

智慧书屋是顺应时代发展
和读者需求的产物。互联网的
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许多人特别是年
轻人都习惯了智能自助的消费
模式。智慧书屋建设就是顺应
了人们这一需求，大都使用智能
化自助借阅设备和门禁设施，有
的书房还配有自助茶点、咖啡，
读者置身其中，仿佛就在自家书
房中，更加提升了书房吸引力，
使得智慧书屋成为老中青皆宜
的阅读好去处。

一个有魅力的城市，应该是
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城市。智慧
书屋的建设大大方便了群众阅
读。期待智慧书屋遍布城市的
每个角落，让更多群众滋养在书
香之中。

让更多市民享受阅读乐趣

□杨宇全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书
画界出现了一种“贪大求
长”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书
画家的作品尺幅越搞越大，
只要一下笔，动辄四尺、六
尺、八尺整纸，有的书画家
似嫌不过瘾，乃至出现了丈
二匹、丈八匹甚至更大的尺
幅。如此一来，一批批大而
无当的“巨幅作品”便横空
出世，炫人眼球!

为何书画家的作品越画
（写） 越大，我想不外以下
几个原因：

首先是“以尺论价”的
书画市场规则使然。许多书
画家为迎合市场，唯“平方
尺”马首是瞻，不在笔墨、
内涵、格调上下功夫，而是
专注于投市场之所好，为
了捞实惠、博眼球，只管
赚个盆满钵满而一味追风
求大，于是小品大写，小
画 大 作 ， 三 米 五 米 不 足
奇，十米百米寻常见，也
就 难 怪 出 现 “ 牧 童 放 风
筝，人短线儿长”的奇葩画
作了！如此一来，书画家的
腰包是鼓了，但其思想内涵
与笔墨格调却是越来越空
洞，越来越浅陋……

其次，眼下风起云涌的
各种大展大赛也是一个重要
诱因。书画家为适应展赛的
需求，过分追求一种所谓的

“艺术张力”和“视觉冲击
力”，一味强调“展览效
果”。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
设施投入力度的加大，美
术场馆等许多展览场所的
硬件设施越来越好，或许
是为了展示自己驾驭巨幅
作品的能力，或许是在炫
技于人，仿佛不如此便不
会吸引观众，不如此便不会
引起评委的关注与青睐，于
是一批批为展览而创作的巨
幅作品便充斥着艺术创作领
域，并一再刺激着观众的视
觉神经。前些年美展上就一
窝蜂出现了许多“工笔大
画”，其结果是千篇一律，
一味求大求细，让观者目乱
神迷……

在过去，书画本是书斋
艺术，琴棋书画更是文人墨
客必修的“秀才四艺”，往
往被视为“诗赋小道，文人
不为”的雕虫小技，限于物
质条件和创作习惯，真正
的鸿篇巨制并不多见。翻
开一部中国书画史，许多
经典之作都是小尺幅，宋
代纨扇仅仅一平方尺，是
典型的小品，现在却是价
值连城的国宝；元代黄公
望的 《富春山居图》 虽是
尺幅不大的手卷，却影响了
整个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再
说书法作品，号称天下前十
大行书的作品尺幅都不太
大，如王羲之的 《兰亭序》

才十六开纸长，还有被公
认为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
最高水平的书法字帖“三
希帖”——王羲之的《快雪
时晴帖》、王献之的 《中秋
帖》、王珣的 《伯远帖》，
均为寥寥数十字的小幅作
品，却成为传诵后世的不
朽法帖，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人。

所以说，“巨大”不等
于“伟大”，“巨制”未必能
成“鸿篇”，作品的感染力
不在大小，而在于其所蕴含
的文化气息与人文内涵。其
实，书画家在小幅作品中
所表现出的巧妙与灵动、
精致与完美，会让观赏者
感受到另一番书画境界和
艺术享受。因此，方寸之
间气象万千，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的小幅作品同样
能够打动人心、流芳后世。
而且有些题材只适合做小
品，一味“求大”，人为

“拔高”，不仅流于草率，大
而无当，反而少味道，不耐
品了。

当然，巨制未必无佳
作，大幅作品不可一概否
定，大幅作品也不是不可以
创作，关键是如何创作。迄
今为止，在我们记忆中留下
难忘印记的一些作品就不
乏巨幅作品，如蒋兆和的

《流民图》、徐悲鸿的 《愚
公移山》、董希文的 《开国
大典》、陈逸飞与魏景山合
作的 《占领总统府》（亦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 等大幅作品，它们
均以恢宏的气势、深厚的
功 底 传 达 出 一 种 超 越 时
空、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因此才成为经典而被载入中
国美术史册。所以说，确因
展出空间的需要或者作品
题 材 为 “ 宏 大 叙 事 ” 的

“重大历史事件”等缘故而
创鸿篇、绘巨制，本属正
常，也无可厚非。但画的
尺幅大小与艺术质量高低
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立意
浅薄、水平不行却一味贪
大求大，指望以巨幅大作
来刺激人们的眼球，甚至
冲刺“吉尼斯世界纪录”
并借此扬名立万，流芳百
世，那就是“无实事求是之
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了，
到头来在书坛画苑只会留下
一个供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
资的笑柄。

书画不可“贪大求长”

在滨河路一家智慧书屋，市民正在读书。

在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智慧书屋，三个孩子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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