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朵云书院·黄岩店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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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书院·黄岩店是黄岩区引进的高端文化项目。今年

6月26日，是朵云一周岁生日，朵云邀请了浙江省作协主席
艾伟来做讲座分享新书，这只是你们系列活动之一。那天看
到现场播放的短片，知道这一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非常不
容易。听说，这一年来，朵云团队每个人都成功瘦身。

俞：朵云书院·黄岩店（以下简称朵云）是黄岩城投集团
成立以来第一个自主经营的文化项目。是海派文化与台州
山海文化的深度融合，是黄岩继“千年永宁、中华橘源、模具
之都”三张金名片之后的又一张文化名片。

我的名字读音与朵云设计师俞挺相近，是否也算缘分？
一年间，朵云接待了近 20万市民，举办了 18场分享会和 10
场展览，包含“美好江南 自在一刻”赵宗彪木刻展，“无须抱
怨 可以抱我”小林漫画展等展览，以及玫瑰装置展——5米
高的仿真玫瑰瀑布，院落白墙上每朵玫瑰配一句书摘，吸引
了大量市民……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团队心血。

事实上，运营前期筹备过程更艰辛，就好像造房子前的
打地基。朵云启动之初，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
核心技术力量，包括图书、文创、餐饮等方面核心人员，在黄
岩驻点指导半年，倾尽心力；为推进项目落地，黄岩区成立
了朵云专班，黄岩区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直接挂帅，全程参
与；从项目签约到落地，黄岩城投集团用短短 100天完成
2500平方米的朵云书院·黄岩店的装饰工程，确保及时运营
开业，真正体现了黄岩速度。前期筹备到顺利开幕，团队每
个人确实瘦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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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建设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而不

是急功近利，需要的是一砖一瓦积累和一代一代的传承，而
不是立竿见影和轰动效应。

我看你们团队除了作为分管领导的你和总经理陈剑年
龄稍微大一点，别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年轻，你和你的小伙伴
们如何看待这份需要埋头苦干、一砖一瓦积累的工作？

俞：朵云由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开业之初，基
本上所有管理层和店员都没有书店行业从业经验，经过一
年多的实践和磨练，图书区的店员小郑，几乎可以知晓每本
书的具体位置，店员小陈则对所有文创产品如数家珍……
他们都非常敬业。

朵云作为市区的文化地标，一直也接受着读者的检阅，
同时成为热门打卡点之一。同时，作为黄岩城投集团旗下市场
化运营的子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既要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美誉
度，实现社会效益，也要为实现经济效益方面的目标任务走在
赶考的路上。我们不敢奢望立竿见影和轰动效应，只能一步一
步来——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得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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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借助优秀作家的洞察力、创作力、影响力，让更多

人知道美好的黄岩。”今年年初，“朵云驻店作家创作计划”
正式启动，邀请10位作家走进黄岩，用一年时间书写黄岩。
眼下，时间过半，这个项目进展如何？

俞：年初，我们和“稻田读书”出版人、作家周华诚共同
发起朵云书院·黄岩店驻店作家创作计划，从朵云出发，关
注黄岩的自然、风物、人文、生活，书写黄岩、推介黄岩，多方
位讲好黄岩故事。最初，10位驻店作家包括甫跃辉、周华诚、
马国福、周水欣、草白、王寒、周吉敏、沈希宏、何婉玲、孙雯。
其中我最熟悉的是本土作家王寒。我在报社时，她是分管我

所在周刊的晚报副总，后来她跨界金融，而我转行行政，十
余年后因朵云再度续缘，觉得特别美好。甫跃辉是上海作
家、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草白是台州人，周华诚曾是媒体
人，另外，马国福后来换成杨青了。目前，10位驻店作家在多
次分批到黄岩实地采风后，已基本完成文字创作，预计今年
11月发行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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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书店到如今层出不穷的网红书店，书店的功能

从单一的卖书到兼具社交、艺术、休闲、互动等功能。但是，
不管方式如何改变，本质的东西是永恒的——从古至今，人
类文明通过阅读得到传承。朵云邀请的嘉宾中，作家占很大
比重，你认为他们会为读者带来哪些影响？

俞：每个人出身背景不同、阅历不同，注定阅读是私人化
的。但是，了解作家写了什么在读什么，一来，满足了好奇心；
二来，与其在茫茫书海大海捞针，不如跟随名家大师进行有针
对性的阅读。比如去年朵云开业季，我们策划了系列活动，余
华来了，带来他的新书《文城》，也分享了他多年来的阅读体
验；今年世界读书日，台州籍数学家、诗人蔡天新也来了……

朵云是一家书院，书籍和阅读推广是核心。邀请作家携
带本人新出版的书来开分享会，是朵云强化阅读推广的一
大抓手。朵云目前有书籍近两万本，得天时地利之便。现在，
我们团队每两周会召开一次员工读书会，分享阅读心得，互
荐好书。我希望从自身做起，传递一种以书籍为起点的美好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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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滴努力，满仓满屋收成。据了解，一年间，朵云载

誉无数，包括：2021年度中国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典范、中国
长三角百佳公共文化空间、“新时代杯”致敬年度最美书店、
2021浙江最具人气文化场馆、台州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台
州市第一批青年文化地标等。你如何看待这些奖项？朵云这
一年，是迅速成长的一年，读者对朵云的期待也会水涨船
高。有读者认为每期的讲座很精彩，但互动环节有时候似乎
不够热烈。此外，书院可以进一步打造沉浸式阅读空间，比
如设置更多可以舒服地坐着阅读的位置，而不仅仅是几级
台阶。对此，你怎么看？

俞：朵云一周年能获得这么多荣誉，品牌肯定第一位
的，另外特别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高度重视，给予宽松的发展
环境和政策支持，最后才是团队的努力，没有前面两个大前
提，一切无从谈起。比如，工程建设期间和临近开业的紧张
筹备期间，黄岩区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经常日夜相伴朵云团
队，他们对细节把控的严苛，让团队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
上。区里希望朵云能够办更多公益性文化活动，导入更多一
线城市优质文艺资源。这些希望，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朵云是成长中的孩子，必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会倾听各种不同声音。比如，我们设置了读者留言板，
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会交由相关责任人跟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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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美好呈现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一直以来，

朵云的服务工作做得很到位。比如，张良的这期讲座，因为
疫情反复，两次推迟，每次推迟都接到朵云工作人员的电话
通知，活动重启时，又接到电话询问是否有空参加。反复通
知、沟通，也是一件繁琐的事情。

俞：去年要不是受疫情影响，我们给自己定的文化活动
目标是每周一场，目标是要把每位嘉宾的档期完美地按次
序安排到每一个周末（外地嘉宾常常因为疫情变化会多次
推迟，反复沟通，才能最后敲定）。我们私下说，在朵云除了
看不完的书，还有就是回复不完的微信信息。在我的微信群
聊里搜索“朵云”两字，跳出来八九十个群，自己都吓了一
跳。一年来，周末无休是常态。

经常有人碰到我说，你负责分管朵云书院啊，太羡慕
了，环境这么好，看看书，喝喝咖啡，太舒服了。事实上，身在
其中才知其中味——运营一家书店的工作量超乎想象。

当被书籍包围的幸福感慢慢演变成来不及读书的焦虑
感，不禁为自己曾经虚度的光阴扼腕，也为完不成的目标焦
躁。当知识边界被不断打破，当真正理解生也有涯知也无
涯，便释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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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云最近两期的讲座，都围绕“宋韵”展开，如第19期张

良谈宋服之冠，第20期那海谈宋画之韵，邀请嘉宾时是出于
怎样的考虑？下阶段关于“宋韵”有什么具体安排？

俞：黄岩提出“实施文化复兴战略 打造宋韵黄岩”。张
良谈宋服，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他跟赵伯澐有缘——他刚
到黄岩文广旅体局当局长，恰逢有人发现了赵伯澐墓，里面
的衣服穿越了 800多年岁月，依然相对完好。这一重大考古
发现，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宋服研究的兴趣，后来他干脆出了
一本专著。邀请那海，是因为看到《台州日报》关于她的报
道，发现她对宋画有独到见解。下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宋
韵”主题，解码黄岩“宋韵”文化基因。一方面设立“宋韵书
架”帮助读者选书，同时邀请文化大咖走进书店和读者们面
对面交流宋史和宋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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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提出“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此背景下，朵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
多元文化交互分享空间，让群众在一次次参与过程中汲取
文化力量、享受文化获得感？

俞：不久前，我们启动了朵云·城市行走计划，该计划将
从四个方面出发——分享平台不再局限，将文化资源惠及
更多读者和市民；“驻店作家计划”精彩继续，用文字记录小
城美好；邀请台州籍作家回到家乡，“朵云·江畔书房”更加丰
富；视频新栏目“可以去你的书房吗”，探访城市里有趣的私家
书房，将文化种子撒播到书院外的广阔空间。最近完成了“可
以去你的书房吗？”第一期视频拍摄。拍摄对象是一位策展人。

今年黄岩提出文化复兴战略，成立了工作专班，对文化
的重视和投入都是空前的，在永宁江江北，今年还将开工建
设文化会客厅、书画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一系列公共文
化空间，提升城市文化能级，满足市民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

——对话朵云书院·黄岩店俞婷

台州风雅事 朵云一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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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白云尽，春与永宁长。2021年6月26日，千年永宁

迎来上海朵云书院首家市外分院。作为台州市区第一家新

型复合型书店，一经诞生自带光芒：高颜值的空间设计，加

上高密度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展览策划、图书文创选品……

让台州市民近距离感受可与一线大城市相媲美的精神产

品。一年来，书店赢得无数读者追捧，捧回一系列各级奖项，

获得各方的赞誉肯定。永宁江畔一朵云，成为市民精神家

园、台州文化名片。近日，我们走进朵云书院·黄岩店，走近

朵云团队，听他们讲述——
卢江良 /文

笔 者 跟 余 喜 华 相 识 于
2019年下半年，其时笔者供职
于《山海经》杂志社，他投来一
篇关于“宁溪二月二”的地域
文化稿。由于杂志强调稿子的

“故事性”，而余喜华的那篇稿
子这方面相对薄弱，加之他没
有创作小说或故事的经验，那
篇稿子在笔者的要求下被反
复修改了五六回才过审。

后来的日子里，作为作者
的余喜华，在作为编辑的笔者
这里，又屡次“遭遇”过他第一
次向笔者投稿的那种“境况”。
但难能可贵的是，他都“熬”了
过来。也许正因为在创作上有
着这般勤奋、虔诚和坚韧，这
位曾经的理科生在短短的六
年时间里，在各类报刊上发表
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

最近，他更是捧出了一个
沉甸甸的“果实”——由上海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录其历
时近三年半创作的 51篇漫谈

《水浒传》中的人物或事件的
文化随笔集《水浒谈》。说实在
的，在笔者认识的诸多作者
中，不乏勤奋耕耘者，但能在
这么短期内收获如此丰厚的，
可谓绝无仅有，余喜华无疑创
造了奇迹。

当然，笔者想说的，远不
止这些。如上所述，笔者与余
喜华相识已三年，期间通过来
稿和微信群、朋友圈等途径，
阅读过不少他的散文、游记、
文史、科普等作品，普遍的感
觉是流于一般。而这次的《水
浒谈》，认真捧读之后，让笔者
倍感惊喜，彻底改观了一贯以
来对余喜华作品的偏颇之见。

确 实 ，余 喜 华 的《水 浒
谈》，不失为一部佳作。作为一
部文化随笔集，每一篇均围绕
着《水浒传》中的某个人物或
事件，在写法上旁征博引，但
不作理论性太强的阐释，行文
缜密但不失活泼，结构自由但
不失谨严，使整部书“理趣”横
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采用
了“平民视角”进行解构。

譬如，李逵这个角色，在
约定俗成的评价中，“心粗胆
大、率直忠诚，同时又鲁莽好
战”。可余喜华在《嗜杀成性的
李逵》中，以《水浒传》中关于
李逵的诸多事件为依据，重新
评定其“不仅嗜杀，而且有吃
人肉的原始兽性，超出了人性
的底线”，是“宋江豢养的最忠
实的打手”和“狡诈之人”。

又如，读者一般都认为时
迁“能力出众，功勋卓著”。但余
喜华并不这样认为，他在《一只
鸡引起的战争》中说：“因为一
只鸡，引发一场战争，导致三个
村寨被毁，无数无辜村民伤
亡，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始
作俑者，鼓上蚤时迁也。”甚至
将时迁最后死于绞肠痧，视为
偷吃大公鸡的报应。

而对于《水浒传》中那场
被称颂为“农民起义领袖们劫
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
为”的农民起义，余喜华更是
客观而决绝地予以了否定：

“梁山的每次攻城劫寨，都放
任滥杀无辜，致大量平民流
血，百姓遭殃，社会秩序遭到
破坏，社会财富遭受重大损
失。梁山的大多数战争，谈不
上正义性。”

关于这部书，余喜华在
“后记”中写道：“仅一家之言，
就人物评人物，缺乏深刻思想
性和批判性”。但事实上，正是
在这部书里，作者站在民间的
立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历
史。而这样的立场，是人性的
立场。它体现了一名写作者的
思考、担当、情怀和价值取向。

《水浒谈》：
用民间视角
构建的

“全新历史”

台州书屋

俞婷当过6年记者，是曾经的同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有些人，你无须刻意联

系，你知道他（她）在那里，如果需要找他们，必有回应，便觉
暖心。那海和俞婷都是这样的人。

2021年5月底，我在台州日报发表那海的人物通讯后，
俞婷打来电话，说朵云书院·黄岩店即将开业，想邀请那海
老师来一趟。

后来，朵云活动一场接一场，俞婷没再提，我也没吱声。
今年开春，俞婷又问，那海老师能否来谈谈宋韵文化。

原来，她记得。
为方便沟通，我们仨建了个小群，从3月初建群到7月

初成行，从时间确定到海报制作（那海还特别表扬了海报制
作者的专业和用心）、图书采购，到发布公号，再到迎来送

往，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细致入微、丝丝入扣。不禁感叹：俞
婷，你不容易啊。

俞婷强调，是我们。
她说，每一场活动都是这样过来的。有感觉累的时候，

但更多的感受是幸运：能通过分享会和策展，近距离接触各
文艺领域的佼佼者，即便是短暂交会，也学到很多。

王小波说，人活在这世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一件
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朵云已渐渐成为黄岩、台州市区乃至全市人民的精神
栖息地。朵云团队作为文化家园的守望者，是否在伴随朵云
成长过程中，对自己接下来要走的路要做的事，更多一分确
定和把握？

当我们读云时，云也在读我们。

当我们读云时
记者手记

任 健 /文

本报记者任 健 /文

俞婷，生 于 1981 年 9
月，2003 年大学毕业后，先
后在台州日报和台州晚报
任记者，后来转行行政，在
黄岩乡镇（街道）工作十来
年，现任黄岩区政协文化文
史和学习委副主任，挂职黄
岩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分
管黄岩永云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朵云书院·黄岩店）。

▲余华、潘凯雄、张新颖在“你生活在你的阅读中”分享会现场。

▲驻店作家在朵云书院白云庭合影。

◀黄岩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
姚君丹（左）与作
家周华诚共同揭
幕“驻店作家创
作计划”。

古代美术研究者、文物鉴赏类书籍作家那海做客朵云时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