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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书 是 给 孩 子 最 好 的 礼
物，点亮了孩子的成长之路。
在全民阅读不断掀起一轮轮热
潮的今天，儿童阅读逐渐成为
老师和家长们广泛关注的一个
话题。

为助力全民阅读从家庭做
起、从娃娃抓起，做好儿童成
长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7 月
27 日下午，中国出版协会理事
长邬书林、中国出版协会少年
儿童 阅 读 推 广 联 盟 主 席 李 学
谦 做 客 全 民 阅 读 “ 红 沙 发 ”
系 列 访 谈 ， 以 “ 儿 童 阅 读 推
广 的 重 要 性 ” 为 主 题 展 开 畅
谈 。 邬 书 林 向 观 众 分 享 了 自
己 从 业 多 年 来 与 儿 童 阅 读 有
关 的 故 事 ， 以 及 自 己 在 推 广
乡 村 儿 童 阅 读 过 程 中 的 心
得 ， 并 呼 吁 大 家 关 注 儿 童 阅
读 ， 进 一 步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的
优 秀 阅 读 传 统 。 李 学 谦 也 分
享自己多年来从事儿童阅读推
广工作时遇到的趣事以及保障儿
童阅读权益等方面的故事。

有益阅读让孩子受
益终身

对 于 每 一 个 少 年 儿 童 而
言，阅读是巩固学习成果、丰
富 知 识 的 有 效 手 段 ， 是 指 引
他 们 成 长 的 一 盏 明 灯 。 阅 读
的 过 程 不 单 是 知 识 摄 取 的 过
程 ， 更 是 心 灵 被 洗 礼 和 滋 润
的 过 程 。 有 益 的 阅 读 ， 可 以
让他们受益终身。

2022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
总 书 记 致 信 祝 贺 首 届 全 民 阅
读 大 会 举 办 ， 强 调 希 望 全 社
会 都 参 与 到 阅 读 中 来 ， 形 成
爱 读 书 、 读 好 书 、 善 读 书 的
浓 厚 氛 围 。 邬 书 林 在 访 谈 中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
强调“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
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这是总书记提出的希望儿童
阅读能够达到的理想境界，也是
我们做好儿童阅读推广工作必须
遵循的重要原则”。邬书林谈
道，对于儿童阅读的重要性，
全世界有共识，从古到今，所
有先进的文明和国家，无一例
外都把孩子的教育和阅读放在
重要位置，只有这样，民族才
有未来。

邬书林还从科学、历史等
多个维度分享了跟儿童阅读有
关的故事和经验。他强调，做
好儿童阅读推广工作，重要的
是要让儿童产生阅读兴趣，掌
握阅读方法，形成阅读习惯，
才能使阅读的效果更持久。他
将阅读的重要性概括为“尊重
科学、尊重知识、尊重古今中
外的经验”。

充分发挥农家书屋
作用

纵观我国少年儿童阅读推
广态势，未成年人整体阅读状
况保持稳定增长，然而低龄幼
儿和高中生阅读相对短板，尤
其是城乡少年儿童的阅读水平
存在较大的差距。

随着手机阅读与听书等数
字化阅读方式正在融入少年儿
童的阅读生活，城乡少年儿童
的阅读差距一定程度上得到改
善，但仍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弥
补鸿沟。

从 2007 年起，中国少儿出
版行 业 持 续 迅 猛 发 展 ， 形 成
了 少 儿 出 版 物 繁 荣 发 展 的

“黄 金 十 年 ”， 童书的出版品
种和质量均大有提升，但农村
儿童的阅读状况仍明显落后于
城市儿童。

邬书林表示，一定要防止
城市与农村因经济发展和家庭
收入的差距形成城乡儿童阅读
水平的鸿沟，推广阅读要有计
划地把阅读鸿沟通过政府的力
量、社会的力量、文化工作者
与 出 版 工 作 者 的 力 量 加 以 解
决。他认为，城乡阅读水平的
差距不改变，我国的整体阅读
问题就始终存在。

在推动少年儿童阅读过程
中 ， 农 家 书 屋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目前，农家书屋的阅读内
容和服务在不断丰富，图书、
期刊、报纸、电脑等资源在逐
步增加，这些都让农村的孩子
享受到最基础、最现实的阅读
保障。目前，国家每年都在持
续 对 农 家 书 屋 进 行 投 入 和 支
持。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印发

《2023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
推荐目录》 的通知中提出，为
落实农家书屋服务标准，要确
保每年每个农家书屋补充更新
图书不少于 60 种、开展阅读活
动不少于 4 次。中央支持地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
金，推动地方政府履行职责，
安排农家书屋工作经费，每年
每个农家书屋出版物配备资金
不少于 2000 元。“全民拧成一
股 绳 ， 需 要 我 们 用 文 化 的 力
量、知识的力量把全民族武装
起来。”邬书林说。

针对目前我国少年儿童阅
读 推 广 的 现 状 ， 李 学 谦 表
示：“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
阅 读 推 广 联 盟 会 将 出 版 社 的
最 新 成 果 及 时 推 介 给 读 者 ，
使 读 者 的 阅 读 需 求 及 时 反 馈
回 出 版 社 ， 实 现 供 需 双 方 的
衔 接 ， 助 力 少 儿 出 版 的 高 质
量发展。”

提升孩子自主阅读
能力

在 推 动 儿 童 阅 读 普 及 方
面，邬书林认为，儿童阅读推
广工作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已
经有了重大进展。2016 年，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将包括阅读在内的教育、文化
的保障作为公民享有的重要权
利。中宣部印发的 《关于促进
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把青
少年阅读作为重中之重。儿童
阅读推广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
的 高 度 重 视 ， 发 展 态 势 非 常
好。但要将儿童阅读推广真正
落 到 实 处 ， 除 了 要 有 法 律 保
障，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推动，包括公共图书馆等基础
设施，还要有商业的运作条件
和 细 则 ， 以 及 大 量 优 秀 的 书
籍，要有老师来引导，由家长
领头。“只有将这些工作都落
实，全民阅读的条件才会完善
起来，少年儿童的阅读就会有
更好的环境。”邬书林说。

李学谦提出，政府机关、
各级地方，都应该把阅读作为
儿童的一项基本文化权益来加
以 保 障 。 让 孩 子 爱 上 阅 读 ，

“要特别注意 0—9 岁这个年龄
段，要在 9 岁之前让孩子形成
自主阅读能力”。

在成长的路上，孩子们的
阅 读 也 需 要 一 位 优 秀 的 领 读
人。李学谦认为，有效地引领
孩子们阅读，其中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做好家长的工作，
让家长在孩子的阅读生活中能
够 起 到 “ 第 一 任 老 师 ” 的 作
用。尤其在早期阅读中，父母
需做好引导。“因此，首先要
让家长重视阅读，在繁忙的生
活中花时间陪伴孩子阅读。因
为好的教育是家庭教育、社会
教 育 和 学 校 教 育 三 方 有 机 融
合。”李学谦说。

关于中国儿童阅读推广的
未来，邬书林持乐观态度，他
说：“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把
儿童阅读做好，少年儿童有了
良好阅读习惯，掌握了阅读方
法，就可以让阅读伴随终身。经
过若干代的努力，中华民族的优
秀阅读传统会得到进一步的弘
扬。也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坚持
不懈地把全民阅读推广这件事情
做好。”正如他所言，儿童阅读
推广如今已是大势所趋，通过各
方共同努力，为孩子们系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给他们提供丰富
的精神营养品，开启儿童幸福的
阅读之旅。

做儿童成长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本报记者 刘子靖

从事出版事业几十年，韬奋
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成绩颇丰。
作为全民阅读的倡导者、领读
人，聂震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
播阅读学。近日，聂震宁重回小
说家的身份，叙写 60 年前的一
场旧梦，成就了 36 万字的长篇
小说《书生行》。

7月29日，聂震宁做客全民
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围绕
“ 《书生行》 与理想的校园阅
读”这一主题，畅谈《书生行》
创作历程，以及自己对理想的校
园阅读的思考。

《书生行》是一部书写爱与
勇气之书，一本叩问教育本质的
思辨力作，入选“京华好书”
第二期书单。聂震宁表示，《书
生行》同时也是一本阅读之书、
感恩之书，其中融入了自己多年
来大力推动全民阅读的实践经验
和理解，也饱含对昔日恩师们的
深深情意。

融入多年阅读推广经验

《书生行》 讲述上世纪中
期，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秦
子岩为了爱人舒甄好回到家乡的
大山里，一起从事中学教育，在
特殊年代，这对夫妇和一群毕业
于一流高校的教师坚守爱的理
念，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教学实
验。这段转瞬即逝的岁月却成就
了沂山一中的高光时刻，长久铭
刻在学生的记忆深处。字里行
间，聂震宁带着对教育、对阅读
的崇敬与冲动书写那些普通的乡
村教师。

聂震宁特别提到的是，《书
生行》 跟校园阅读紧密相关。

“这部小说里，读书是校园生活
的一部分，也是小说情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聂震宁表示，《书生
行》中融入了自己多年来推动校
园阅读的实践以及对于青少年学
生阅读的理解。

关于校园阅读的内容是《书
生行》的一大亮点。比如写到秦
子岩、舒甄好、金子卿等老师在
校长、副校长的支持下开展校园
专题阅读，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
是与学生们共读中外名著，引导
他们学会解读文学的方式，通过
老师之口讲作品要看什么、怎么
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推广阅
读，让大家感受到名著缘何成为
名著。同时，每个老师讲座的风
格各异，思想方法也不尽相同，
甚至还有明显的差异，从而凸
显、深化了小说中一些典型人物
的典型性格。再比如小说中写到
这 些 老 师 怎 么 解 读 作 品 ： 从

“我”自己的感受出发，而不是
听命于别人或者受外界影响，其
实讲了一种阅读方法。因此，这
部小说不仅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

阅读，学生还可以把它作为学习
语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非常好
的指导方法。

正如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
主任、文学评论家潘凯雄所言，
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把聂震宁多年
来关于“阅读学”的论述小说
化、形象化了。

“我理想的校园阅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
中学生的阅读远不像现在中学生
的阅读这么有规范，阅读的书籍
也远不及现在这么广泛，这是
当下中学生阅读远远超越 60 年
前的突出一点。”聂震宁表示，
如今中学生的阅读条件比 60 年
前 优 越 太 多 。 尤 其 是 今 年 3
月 ， 教 育 部 等 八 部 门 印 发 了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
方案》，反映国家对青少年读书
的高度重视。

“ 《方案》 中的 18 条，条
条针对校园阅读的实际。”聂震
宁表示，尤其在《方案》基本原
则里，首先就是坚持服务全面育
人，其次是注重激发读书兴趣。
这两点足以诠释当下了不起的校
园阅读理念：“坚持服务全面育
人”，不只是要读小说，而是倡
导全面育人——德智体美劳，包
括对于语数英史地政等各个学科
的全方面阅读；“注重激发读书
兴趣”，比如可以通过科普阅读
认知自然科学与科技创新，通过

《十万个为什么》加强对物理化
学的兴趣，这一点在《书生行》
中也有所呈现，还有可以读读数
学家丘成桐的《我的几何人生》
等书，会激发青少年对数学学习
的浓厚兴趣……因此在聂震宁看
来，这些才是校园阅读的关键，
也是他理想的校园阅读模样。

“我对校园阅读的理想，也
在这本书中作了表达。”聂震宁
表示，《书生行》中所讲的，不
完全是秦子岩、舒甄好等老师把
课程讲得多好，而是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告诉学生要读书、要怎样
读书。“舒甄好和秦子岩集中推
荐学生阅读，既有那个时代的特
征，也有他们独自的创新追求，
加上沂山一中韦校长的开放态度
和信任，才有了秦子岩和舒甄好
创造的沂山一中学生阅读的高光
时刻。”

“如今正值启动全国青少年
学生读书行动的大好契机，希望
这本书也能为此提供助力。”聂
震宁说。

“献给我所有的老师们”

悠悠岁月里，老师们给予聂
震宁无私的庇护和仁爱，已经固
化成他心头难以磨灭的记忆。因

此给老师写一首赞美诗，成了聂
震 宁 写 作 这 部 小 说 的 直 接 原
因。“在此书扉页，印有一行字

‘献给我所有的老师们’。一整
页白纸，仅印有那么一行字，
也未加黑，我觉得比正文的字
体 还 小 些 。‘ 所 有 ’ 令 我 心
暖。”作家梁晓声在读 《书生
行》时这样感慨。

“因此《书生行》除了是一
本阅读之书，还是一部感恩的
书。感恩我所有的老师，这里面
包括教过我的老师，也包括在生
活中、工作中、成长中帮助过我
的老师。”聂震宁说。

聊起中学时代的往事，聂震
宁滔滔不绝：“我的班主任器重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奖我坚
持阅读和写作；我的物理老师才
华横溢，一手画圆、一手画直
线这些名堂他都会；历史老师
是复旦大学高才生，学业深厚
扎实，讲课口若悬河；教导处
廖老师是北师大毕业，一天晚
自习，突降暴雨，电闪雷鸣，
同学们吓得嗷嗷叫嚷，忽然他
匆匆走进教室，给我们激情朗诵
了高尔基的《海燕》……”

廖老师在雷雨之夜激情朗诵
《海燕》的场景，也被聂震宁写在
了小说中——秦子岩在毕业联欢
晚会的雷雨之夜充满激情地朗诵
高尔基的《海燕》，这一幕深深地
打动着每一位读者。他正是以这
样独特的方式致敬自己的中学老
师、致敬教育家。“这段亲身经历
的真实情景，在当时还是一个小
小初中生的我心里播下了理想主
义的勇敢的种子。我用它来做小
说的结尾，主要是觉得秦子岩配
得上这个情景，似乎这样才能帮
助秦子岩他们出一次彩，或许也
能给读者们增添一点浩然之气。”

后来，聂震宁身载荣誉回到
母校时，却发现当年的老师们不
是已经离世，就是年老体衰、行
路蹒跚。“60年前我美丽的俄语
老师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才华
横溢的物理老师、俊逸而严谨的
班主任、演讲时激情澎湃的校
长，都已不在人世。我多么希望
给老师汇报我的成绩，但是已经
没有机会了。想要报答师恩的时
候已经无从报答。”言及至此，
聂震宁近乎哽咽。

很多人会问《书生行》里的
主人公是否有原型，是否就是聂
震宁 60 年前的那些老师，答案
不言而喻。其实正如他所言，小
说致敬那些老师，书中很多老师
实际上也有原型，但被他摘取种
种特质，进行艺术化、典型化加
工，方才形成了这部作品，所以
聂震宁在题记中说：“所有人事
均为虚构，唯有感情是真。”

融入阅读理念与感恩之心
□本报记者 郝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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