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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以及碎片化阅
读、短视频的影响下，许多年轻人开始陷入“三
分钟热度”的怪圈，或者被“拖延症晚期”所困
扰，每天的生活都是“三点一线”，如同复制粘
贴般单调重复，很多人说自己的生活缺少了激
情和意义，甚至陷入焦虑迷茫中。

面对这样的困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主题月生活法”在一些年轻人中应运而生，并
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烈讨论。很多体验者纷纷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的实践成果并
表示：“生活丰富了好多，开始对未来每个月的
生活都有了期待”“真的很有用”“仿佛每一天
都是新的……”

“主题月生活法”是在一些年轻人中一种
以月份为单位，每个月可以设定不同的主题，
平时一有空闲，就会优先围绕主题进行一系列
活动和自我提升的生活实践方法。

比如，把一个月的主题设定为“健康生活
月”，那么在这个月中，大家就会把生活重心放
在健康饮食、充足睡眠、规律运动等健康的生
活方式上，改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在“读书
月”中，则会提前制定好一份阅读清单，在这个
月中专注于读书，进行深度学习；或者“户外
月”，生活中一有空闲就走出去，到公园骑行、
菜市场闲逛、去户外徒步，亲近大自然。

在社交软件里，有很多人记录自己的“主
题生活”，有的人去尝试一直不敢尝试的极限
运动，有的人读书并坚持写读后感，有的人学
习摄影并制作图集……很多人说：到现在才真
正感受到自己在“生活”，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流
水账，而是每个月都有一件自己喜欢或者想尝
试的事情在发生。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聚焦于
一个特定主题上时，不仅能够提高行动力，减
少不必要的纠结，克服行动前的懒惰，还能够
帮助我们系统性地去探索、开发一个从未接触
过的新领域，从而展开新的生活。

对于那些长期困于“三分钟热度”或者“生
活无意义”论的人而言，“主题月生活法”就像
是一剂良药，可以相对解决他们当下的困惑。
它通过细分时间维度，将大目标分解成可执行
的、看得见的小任务，让人在短期内能看见明
显的结果，进而激发大家对生活持续的热情和
动力。而每个月变换的主题也让生活充满新鲜
感，避免了日复一日的单调乏味，让人们在追
求目标的同时，也享受着探索新事物的快乐。

事实上，“主题月生活法”不仅是一种生活
方法，更是这些年轻人传递出的一种生活态度
和生活哲学。这些生活中的小变化，鼓励我们
在单调、忙碌的日常中找寻生活的乐趣，挖掘
自身的潜力，不断挑战和突破自己。每一个主
题月都给我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发现世界的
机会，让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充满
活力和期待。

也许抵抗平庸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
己变得有趣，也许发生一些改变，可以让我们
重燃对生活的信心。

“主题月生活法”
——给生活找点新鲜感

因为热爱读书，
她开了一间书店

每到下午，就有人陆陆续续来到
书店，有和朋友一起来买书的中学
生，有来帮忙的义工，有和老板讨论
下一次活动细节的伙伴。对周奕君
来说，看着这个空间渐渐被大家填
满，是最幸福的时刻。周奕君经营的
小石岛书店位于盐湖区步青路御溪
苑南侧的一个小巷子里，附近是办公
大楼和居民楼，不远处就是运城中
学。书店从 2024 年元旦开始营业，
到现在虽然才经营了短短几个月，但
这几个月却给了她很多不一样的人
生感受。

1990 年出生的运城姑娘周奕君
是一个十足的人生体验派。年纪不大
的她，从山东大学舞蹈编导专业毕业
后，当过舞蹈老师、独立摄影师、瑜伽
老师、疗愈师，做过舞台策划、户外漫
游，办过素食沙龙，现在的她经营着一
家独立书店，成为了一个书店老板。

怎么想到开书店呢？和每个同
龄人一样，周奕君从小就热爱读书，
小时候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经常就
把她放到新华书店或者学校门口的
书店，一待就是一整天。在家里，还
有一整面墙的书柜，到了周末她也很
少出去玩，就在家看书。即使大学毕
业在外面租房住，周奕君依然保留着
买书、读书的习惯，会在租的房子里
特意准备一排架子专门用来放书，放
置她最喜欢的书。

从书店的选址、设计店面风格、
装修到选书等，建造这个图书馆的各

个环节可谓挑战百出。
周奕君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能够

让人们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的空间。
书店选择在市中心的一个安静街道
上，店面虽然不大，但每一本书都是周
奕君精心挑选的。从经典文学到现代
小说，从历史研究到思想前沿，书籍种
类丰富，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周奕君不仅是一位书店老板，更
是一位文化传播者。她经常组织各
类文化活动，如共读活动、阅读分享
会、观影活动等，为读者提供一个面
对面交流的平台和机会。这些活动
不仅丰富了书店的文化内涵，也让读
者在阅读之余，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
和灵感。

周奕君坚信，书店不仅仅是卖书
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社区。
她鼓励读者在书店内留下书评，分享
阅读体验，甚至设立了一个小型的读

者俱乐部，定期举办观影会，让爱好
阅读、喜欢电影艺术的人们能够相互
认识、共同探讨。

书店是城市的文明灯塔，小巷里
的书店更是为街道增添了几许浓厚
书香。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周奕
君和她的小石岛书店，就像一盏明
灯，照亮了那些渴望知识与文化的人
们。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纸质
书籍的魅力和阅读的力量，永远不会
被时代所淘汰。

周奕君的故事不仅仅体现了一
个书店老板的坚持，更是对文化和人
文精神的一种坚守。在这个充满变
化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多像“小石
岛”这样的书店，需要更多像周奕君
这样的文化守护者，让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生活，充满书香和智慧。

因为书店，
她收获了更多温暖

在书店筹划期间，经常有路过的
人询问：这里是书店吗？什么时候开
业？后来还有陌生人来询问：这里招
聘吗？书店开业后，大家就走进来，
自觉聚在一起，帮忙包书皮，打扫卫
生，布置节庆装饰……慢慢地，大家
之间好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朋友关
系，走进这里就像是回家了一样。

书店二楼的阅览区书架上摆放
的基本都是读者朋友或送或卖的二
手书籍，在这些书籍里的标注里，留
着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的思想痕
迹。在周奕君看来，这不仅是书籍的
循环利用，更是利用“书”这个媒介，
让人与人之间更好地链接起来。

在二楼的楼梯口，还放着一本
“书店日记”，在书店开业的这些日子
里，几乎每一个来过这里的读者朋友
都留下了他们的暖心话语。在这场

“爱的奔赴”里，周奕君收到了很多来
自他们的留言。深夜里，周奕君常常
就着昏黄温暖的灯光，认真地翻看着
每一位读者的心声。一天晚上，她翻
看着那些留言，看到其中一句话，不
觉眼眶湿润，上面写着：“整个书店都
在发光，书在发光，你们亦是……”

有人说，书店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那些独立的书店，一店一面，散落
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以书籍、以阅读为
内核，像一个个真实的人，真诚、安静、
温暖、笃定，满足人们口味各异的选
择，让人与书面对面，让人与人面对
面。

在这个数字化和网络化日益普
及的时代，实体书店似乎成了一种
渐渐远去的记忆。然而，在城市的一
隅，有这样一家独立书店，它不仅坚
守着纸质阅读的传统，还成为了文
化交流的温馨场所。这家书店的主
人周奕君，用她对书籍的热爱和对
文化的执着，温暖了每一位走进书
店的读者。

□记者 杨颖琦 文/图

20242024年的春节年的春节，，位于位于
运城一条小巷内的小石岛书店老运城一条小巷内的小石岛书店老

板做出一个决定板做出一个决定，，邀请假期不能回家的邀请假期不能回家的
人到书店来人到书店来““悦读悦读””过年过年。。在这个不大但装在这个不大但装
饰一新的饰一新的““小天地小天地””里里，，他们过了一个难忘的他们过了一个难忘的
年年。。

前段时间前段时间，，记者来到书店记者来到书店，，午后的阳光照在午后的阳光照在
书店的玻璃窗上书店的玻璃窗上，，在书架上留下暖暖的倒影在书架上留下暖暖的倒影，，书书
店老板周奕君和她的伙伴倩倩正在书桌上为店老板周奕君和她的伙伴倩倩正在书桌上为
参加观影活动的人们写着明信片参加观影活动的人们写着明信片，，一笔一一笔一
划之下划之下，，书写了她们对前来书店朋友书写了她们对前来书店朋友

的欢迎的欢迎。。在这里在这里，，周奕君为记者周奕君为记者
讲述她与书店的故事讲述她与书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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