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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 期  旅行之阅 阅读之美 

  

 

“阅读的目的就是为了行走，继而通过行走后的阅读去印证世间，是否繁星闪耀，是否长河

流淌；是否有宇宙的真理，是否有伟大光荣正确；是否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分，是否有悲悯

和谦卑之痛；是否有外婆的澎湖湾，是否有乡间的小路；是否需要寻章雕句，是否需要冥思苦想；

是否有思考和智慧的痛苦，是否有无知无畏的幸福；是否 To Be，是否 Not To Be ……” 

————顾晓光《旅行之阅·阅读之美》 

本期书之道（Book Knows）精品读书会，我们邀请《旅行之阅·阅读之美》作者顾晓光来

与大家一同分享旅行中关于阅读的那些事。 

主讲嘉宾：顾晓光  

读者嘉宾：赵亮、张帆 

关于嘉宾： 

顾晓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研究馆员、图书馆学博士生。曾任《数字图书馆论坛》执

行主编和《信息与管理研究》副主编。著有《旅行之阅 阅读之美》、《拥书权拜小诸侯》。 

赵亮，上海市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 

张帆，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工摄影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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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道(Book Knows)第六期：旅行之阅，阅读之美 

4 月 25 日下午，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C220 报告厅，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研究馆员、图

书馆学博士生顾晓光受邀做客上海交通大学第六期“书之道”精品读书讲座，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赵亮、上海交通大学教职工摄影协会会长张帆作为读者嘉宾在互动交流环节

与主讲人进行了阅读感悟分享，图书馆副馆长李芳、馆长助理余晓蔚以及现场众多阅读、旅行和

摄影爱好者到场聆听这一场精彩的读书会。本期“书之道”分享主题是顾晓光老师的著作《旅行

之阅 阅读之美》。 

 

伴随着主持人的介绍，“领读者”学生阅读推广社团成员薛雅琪同学现场诵读《旅行之阅 阅

读之美》的精彩片段《树下》。在薛雅琪同学动情的朗读声中，在场听众仿佛跟随作者的笔触，

置身于荫蔚之间，手捧一本书籍，一起感受树下阅读“融入自然界”的美好，领略“倚树情态被

书迷”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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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过程中，顾晓光老师将自己对阅读的思考总结为六个部分，用 60 张照片，以每张照片

讲一个故事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了《阅读之美 旅行之约》一书的创作故事和心路历程。他首先

介绍了本次活动的核心书目《旅行之阅 阅读之美》的出版故事，以及由此书带来的两种观点：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他认为不论是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其终极目标都是从中学习如何丰富

自己的内心。随后顾晓光老师介绍了本书序言作者葛剑雄、王余光和许知远三位学者与本书的渊

源，旅行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保持良好阅读传统的四个国家，以及涵盖纸质书、kindle、手机、

音频和视频的五种阅读载体，和六类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等文化背景在内的阅读传统。 

 

在嘉宾互动交流环节，读者嘉宾张帆老师从摄影的专业角度分享了这本书的读后感，她指出

书中的摄影作品多采用了纪实类的摄影手法，通过不同景别、不同角度、不同构图勾勒出不同的

时空、不同的环境下人们阅读的状态和心情。她将书中的摄影作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简单的记

录，其次是通过一定技巧和专业设备拍摄出的作品，其三是融入创作者情感并通过镜头传达给读

者的作品，她认为顾晓光老师的有些作品已经达到了第三个层次。读者嘉宾赵亮老师则以另一种

诙谐幽默的交谈方式叙述了自己作为书中“模特”的经历，并就“数字阅读未来的趋势”这一问

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趋势是很难预测的，数字阅读这一概念本身就在不断地变化，

阅读方式在变，工具载体也在变。 

现场听众热情高涨，积极抒发自己对读书的热爱和对这本书的感受。针对当下青年人离不开

手机所产生的焦虑和疑问，顾晓光老师耐心地做了解答，他认为任何习惯的养成和改变都是基于

一定的压力和动力，当这两种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足以纠正自己不好的阅读习惯。讲

座结束后，李芳副馆长为顾晓光老师颁发鲜悦证书，并向三位嘉宾赠送《印象·李政道》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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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始于阅读，同时旅行的终点又是阅读的起点。”读书的身影是校园一道永恒的美丽

风景，通过此次书之道(Book Knows)精品读书讲座，希望每位老师和同学，都能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收获知识和心灵的享受。图书馆将不断推出更多阅读推广活动，为建设书香校园，营造浓

郁的校园文化氛围，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