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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25日，

在天行书友会 30 周年

庆典上，《风雨健行 30

春》 纪念册正式发布。

翻开这本纪念册，泛黄

的老照片与密密麻麻的

活动记录，喃喃细说着

宁波市海曙区天行书友

会三十载的坚守与热

爱。

“ 书 卷 多 情 似 故

人 ， 晨 昏 忧 乐 每 相

亲。”在宁波这座“书

藏古今，港通天下”的

城市，有这样一群人，

以书为舟、以文为帆，

在三十年的时光长河

中，执着地传递着阅读

的力量，为书香宁波建

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从 1995 年在书店

角落萌芽，到如今成为

城市文化的闪亮名片，

天行书友会用一场场活

动、一次次行走、一份

份坚守，让书香浸润甬

城的大街小巷，滋养着

万千市民的心灵。

1995 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们
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发迫
切。在宁波，一群热爱读书的人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梦
想——成立一个属于读书人的组织，让大家能定期相
聚，以书会友、交流心得。1995 年 5 月 26 日晚，在
兴宁桥畔的宁波中学 （现为东恩中学） 校园里，书乐
书友会宣告成立，这是宁波首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
间读书社团。

书乐书友会初创时期，主要依托书店搭建起著
者、卖者、读者交流的平台。当时，每逢周五，来自
不同年龄层、不同岗位的爱书人便会相聚在书店，参
加“星五沙龙”。大家一起朗读、分析名家作品，从

《论语》 中感悟为人处世的智慧，在 《周易》 里探寻
宇宙人生的奥秘，重温 《红楼梦》 的儿女情长，品读

《菜根谭》 的处世哲学，赏析 《白鹿原》 的时代风
云。思想的火花在字里行间迸发，知识的力量在交流
分享中传递。

1996 年 3 月，“书乐书友会”正式更名为“天行
书友会”，名称取自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寓意着书友会如同那永不停歇的天道，充满活
力与进取精神。

天行书友会的早期发展，离不开宁波文化界众多
前辈的倾力扶助。曹厚德、杨古城、王重光、谢君
度、王介堂等，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为书友
会指明前进方向。在他们的引领下，书友会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成员，每一场活动都人气满满，充满了浓厚
的文化氛围。

星火初燃：
民间阅读的破土生长

在天行书友会的发展历程中，“海曙讲堂”是一
颗璀璨的明珠，它从最初的“星五沙龙”演变而来，
至今已走过整整 30 个春秋。多年来，“海曙讲堂”深
受会员的喜爱与追捧，讲堂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中国
历史、西方历史、地域风俗文化、丝路文化、佛教文
化、诗词书法楹联欣赏、朗读技巧、文学创作等诸多
领域。无论是历史的厚重沧桑，还是文化的独特韵
味，都能在讲堂中一一领略。

天行书友会精心挑选讲课老师，既有宁波市各领
域的专家学者，也有书友会的资深会员。谢善实讲宁
波历史，带领书友穿越时空，探寻城市的前世今生；
钱共年讲知青往事，勾起一代人的回忆与感慨；钱国
权讲金融知识，为书友打开经济领域的大门；徐雪英
讲月湖地名，让大家重新认识身边的文化地标。而书
友们的分享，则更接地气，将自身所学、所感、所悟
娓娓道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据统计，“海曙讲堂”创立至今，已举办讲课
300 余次，参与听课的书友累计超过两万人次，成为
宁波民间阅读的重要品牌活动。

除了定期的讲堂活动，天行书友会还不定期组织
作家 （作者） 见面活动，为书友与作家搭建面对面
交流的桥梁。从作家天涯的长篇小说 《左岸之光》

《楝树河向东流》《半夏引》，到文史学者周东旭分
享专著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从军旅作家杰宁散
文集 《爱亦有心》，到王重光 《中国帝陵》 出版 25
周年纪念分享会⋯⋯这些活动，拉近了文学与大众
的距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行书友会深知，阅读
不应局限于书本，更应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书斋，去
读“无字之书”。1995 年 7 月 8 日，曹厚德、杨古
城、王重光等文化学者带领 45 名书友、文化人士前
往东钱湖考察南宋石刻。当时，这些石刻历经 800 多
年的风雨侵蚀与人为破坏，被冷落在山坳荒草之中。
但它们分布之广、制作之精、年代之久，彰显着极高
的文物价值。考察结束后，曹厚德和杨古城等通过媒
体撰文呼吁保护，引起各级政府重视。2001 年 6 月，
东钱湖南宋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宁海县前童古镇也是天行书友会关注的重点。杨
古城等率先带领书友多次考察，并通过媒体呼吁保
护，扩大宣传影响。如今，前童古镇已发展成为 4A
级旅游景区，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成为宁波文化
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多年来，天行书友会持续开展以“知我故乡，爱
我中华”为主题的文化之旅，通过组织讲座等形式，

星火成炬：
文化传承的立体实践

天行书友会走过 30 年风雨历程，离不开每一位
书友的精心培育与呵护。在这里，没有身份、职务
的差异，只有对读书的热爱与分享的热情。大家以
书会友，相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
庭。

许多书友自觉成为活动志愿者，默默为活动奉
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不计回报。从寻找活动场地、
邀请讲课嘉宾，到活动现场布置、后勤保障，都能
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书
友会的热爱与支持，是书友会发展的坚实后盾。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因为喜欢读书所以不觉得累，
因为喜欢这个团队，付出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愿读书人越来越多，甬城的书香更浓厚！”会长黄
朝洋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书友的心声。

在 天 行 书 友 会 ， 读 书 与 行 善 并 行 不 悖 。 他 们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责任，传递着温暖与正能
量 。 书 友 会 购 买 500 册 长 篇 报 告 文 学 《生 命 之
歌》 送给服刑人员，给他们送去知识与希望；天
行 收 藏 俱 乐 部 会 员 来 到 海 曙 区 月 湖 街 道 太 阳 社
区 ， 帮 助 残 障 居 民 倪 雄 英 圆 了 门 票 收 藏 展 的 梦 ；
书友会还将书香送进校园，捐赠好书至外来务工
人员子弟学校，助力孩子们成长；2022 年底，书
友 李 健 进 、 徐 玉 莲 夫 妻 送 患 病 邻 居 到 医 院 抢 救 ，
并代替病人家属料理后事；书友胡彩凤坚持 27 年
照顾无子女的邻居江雪人和老伴陈阿云，无微不
至地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她的善举赢得了“浙
江好人”“宁波好人”的赞誉；书友、甬上作家林
俊燕和书友会多次向学生捐赠书籍。这些感人故
事 ， 如 点 点 繁 星 ， 照 亮 了 天 行 书 友 会 的 发 展 之
路，诠释了团结奉献的精神内涵，也让书香融入
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形式日益多样化。他
们在坚守初心的同时，积极探索创新，利用互联网
平台加强与书友的沟通交流，扩大书友会影响力。
天行书友会的微信公众号，不仅及时发布活动讯
息，还推送会员的读书随笔，成为书友们分享心
得、展示才华的重要窗口。2024 年，公众号共推送
184 期，平均两天一更，在宁波文化圈拥有较高知
名度。

如今的天行书友会，成员涵盖老中青三代，既
有白发苍苍、用一生阅历诠释对读书热爱的老者，
也有朝气蓬勃、为书友会注入新鲜血液的年轻人。

“90 后 ” 金 榜 是 天 行 书 友 会 里 年 龄 最 小 的 会 员 之
一，他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单位任职。2024 年初，金
榜在“甬派”上看到一篇关于已故甬上“文保狂
人”杨古城的文章，文中提到了天行书友会。“自
己爱好文博也喜欢读书，但学生时代读的都是与考
试相关的书，对于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
很陌生。”金榜想加入书友会，于是，他搜索发现
书友会有个微信公众号，就找到了入会的路径。之
后，只要有时间，金榜绝不错过书友会的活动，他
第一次在柳庄的阅读基地听李洪福讲王羲之的 《兰
亭 集 序》， 感 受 很 深 ， 连 夜 写 了 一 篇 《再 聚 “ 兰
亭”》 的体会文章。金榜说，这是他大学毕业以后
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写文章。

正如黄朝洋所说：“我愿做一个点灯的人。”在
他的引领下，无数执灯人汇聚在一起，照亮了天行
书友会的前行之路。如今，这盏阅读的明灯越燃越
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在知识海洋中遨游。

这座“书藏古今”的城市，正以一场场全民共
读的盛景，诠释着“阅读即生活”的深层内涵。宁
波以立法先行之姿，在 2020 年颁布 《宁波市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成为浙江省首个以立法推动全民
阅读的城市，明确每年 4 月为“宁波读书月”，10
月 31 日王阳明诞辰为“书香宁波日”，构建起政府
引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阅读生态。

如今，全市近千个民间阅读组织，如同闪闪繁
星，点亮城市的文化天空；4500 多个阅读阵地星罗
棋布，打造出便捷的“15 分钟阅读圈”。2024 年，
全市开展各类阅读活动达 1.5 万场次，平均每天超过
30 场，受益人群超 2200 万人次，全民阅读的种子在
甬城大地生根发芽。天行书友会三十载的坚守，早
已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与众多阅读组织一
道，共同谱写着书香宁波的时代华章，让那一缕书
香，绵绵不绝，浸润着甬城大地。

星火灿烂：
全民阅读的时代答卷3

向市民广泛宣传宁波的历史文化。他们还积极为鄞州大
梅山护圣禅寺遗址、慈溪虞世南故里、宁海方孝孺讲学
处、宁海西岙惠德桥边等筹资立碑，为保护珍贵文化遗
产贡献力量。

2025 年 3 月 15 日，春雨淅沥，天行书友会在海曙
区半山村举行“天行文旅林”揭碑仪式，并植下 30
棵银杏树。这是书友会的第五次立碑活动，首次将
文化地标建设与生态保护相结合，为乡村文旅发展
注入文化根脉，见证着书友会对地域文化保护的不
懈坚持。

2016 年起，天行书友会开展“书香宁波 人文之
旅——带着一本书去旅行”活动。活动中，每人携带一
本 《那些美丽的村庄》，在作者樵夫的带领下，走访奉
化岩头村、宁海许家山村、慈溪方家河头村、慈溪鸣鹤
古镇、舟山新建村、金华诸葛八卦村、桐庐环溪村等。
一路上，书友们不仅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深入了
解各地人文历史，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让阅读与旅行
完美融合。

户 外 朗 诵 是 天 行 书 友 会 的 又 一 特 色 活 动 。 2017
年，在宁海许家山村停车场，一场即兴朗诵开启了户外
朗诵新篇章。此后，从舟山新建村、三毛故里，到绍
兴名人故里、杭钢公园，书友们的朗诵声穿越古村巷
陌，回荡在历史遗迹间。不同年龄的书友积极参与，
共 举 办 超 20 场 户 外 朗 诵 活 动 ， 使 “ 读 书 + 行 走 +朗
诵”成为全民阅读的创新实践，让文字与实景碰撞出绚
丽的火花。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倡导打造“浙东唐诗之路”，
天行书友会迅速响应，开启走读活动。他们踏访四明
山、天台山、天姥山、西兴古渡、萧山湘湖等“浙东唐
诗之路”遗迹，一路上有志愿者详细讲解。这些活动经
媒体报道后，让更多人了解“浙东唐诗之路”的辉煌，
激发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据统计，30 年来，天行书友会开展各项文化之旅
300 多次，参加活动人数累计超过 2.8 万人次，其开创
的“带一本书去旅行”模式，被全国百余家读书会效
仿。“读书+行走”的举措走在全国前列，曾被编入

《宁波年鉴》，成为全民阅读的典范。这种开门读书、寄
学于游、寓教于乐的读书旅行方式，不仅丰富了书友们
的知识储备，开阔了视野，更有力地推动了地域文化保
护与传承。

——天行书友会 30 年
助力书香宁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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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7月 8日，天行书友会第一次开门读书，首
次踏访东钱湖南宋石刻群。

2003年 3月 23日，宁海长街西岙古村之旅，天行
书友会在惠德桥旁举行立碑仪式。

2016 年 12 月 10 日 ，
天行书友会第一次发起

“ 带 一 本 书 去 旅 行 ” 活
动，由樵夫 （章倩如） 领
读、主讲。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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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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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23 日，作
家天涯长篇小说《信客》读
者分享会。

2024 年 3 月 23 日，天行书友会组织“游阳明故
居 感知行合一”人文之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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