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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部头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著
作，我比较喜欢，却没计划整本书读完，也
没这个能力、精力。而时不时打开，饭
前、睡前，尤其是早上精神集中时，接触
这些深度经典，总能尝到开卷有益的滋
味，这更使我喜欢这些经典，总想把它读
完。保存着读完书的愿望而有限地阅读，
让乐趣不断，这是我的阅读心理调节方
法，也符合我的实际。

我知道这属于碎片化阅读，没有强节
奏，不内卷，有时会缺少系统性。我的书房
名为乘凉室，人老了，读书求知是乘凉用
的，读书为乐，每有得意，即与师友们聊
聊。网络敞开着，全国各地有的是朋友。诗
与远方，属于我们。

通常我以小纸片摘录经典的语句，挂于
墙壁，以便“走读”。因身体需要走动，我
便走走停停，对着墙上语句发发呆，或手捧
一本书，边走边读。读读记记，理解思考，
顺手写点小感悟，做点小小课题，没有刻意
规划，没有明确目的，浸润于自己创设的阅
读环境里。

书房、网络、书友，古今中外缘聚。
当然我还是有一定的方向与范围的。作

为一名中学教师，我想把阅读学与美育结
合，想以校园文化为基础，以人生论美学为
理论支撑，探索中学生美育阅读进路，尤其
要结合中学生的思考与迷茫，他们的人生观
与青春激情。

读写结合，知情意行贯通，或许是读书
正道。“将审美与人生相统一，以美的情意
与精神来体味创化人生的境界。”人生论美
学家金雅教授说。人生论美学的“核心价值
和现实维度就在于为生命的诗化和向美攀升
打开广阔天地”。

我将梁启超等现代名家以散篇的、语段
的形式推荐给学生，也将金雅的美学理论以
文摘加点评形式编写成小册子《美趣与人
生》让学生学习，中学生接触美学，很有新
鲜感。学生将文创实践活动与美育理论结
合，知行合一，则是超出原有预期的。可
见，阅读目的只需要大致方向，不一定设定
明确的目标，也不一定要求整本书读完。

阅读，与美结缘。
也有不少同学经常买书，互相晒书展示

自己的精神财富。他们以读完为成功，如
《月亮与六便士》《百年孤独》等，这些小说
可以整本阅读。有些热爱哲学、心理学的中
学生想读完若干部马克思、弗洛伊德、黑格
尔、马斯洛的经典著作与《孟子》《庄子》
等中国古典哲学名著。我尽管知道这几乎不
可能，但这种热情很难得。中学生视野开阔
了，有了青春迷茫、困顿而扣开了哲学之
门，阅读热情激发了，从而打开广阔天
地。青少年需要博览群书，博览包括文史哲
阅读，否则失之于肤浅。

博览群书，广结缘；文史阅读，深
结缘。

我现在有书，有个小书房。书房就是我
的大山、森林、大海，就是我的无限。

有时我走进图书馆，还会隐隐冒出
读完所有图书的冲动，理智明白不可能
却还是顽强地冲动。这是达到目标与心
灵本体之间应有的张力。我是谁，我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大问题总是
占据心灵的底层，从中学生开始，引导
人们永远阅读，永恒好奇、探索，实现
人生“大美”。

中学生更需要这种阅读环境享受。
他们可以有小书房，建议中学生每周末
花半天时间，没有作业，没有补习，不
迷恋网络，安坐书房或图书馆，开卷享
受书海乐趣，潜入阅读深水区，读写一
体，陶醉于书香之中。如此坚持三年六
年，体验阅读人生自由美好，保持心理
冲击力，就会形成终身阅读的习惯，享
受美好人生。

我们成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周末，生活本
该如此美好。读读“无用”之书，却开卷有
益，久之方成“有用”之人。

开卷，又缘起。

开卷有益惜书缘
□江富军

精心出版一本好书之后，出版方并没
有停下脚步，而是在出版“后效应”上下足
功夫：连续推出盲文版、大字版等多种版
本，密集开展了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成功
开发了多种融媒体产品，颇具针对性地举
办了一场关于“新时代全民阅读中的少
儿主题出版”的研讨会……出版单位如
何让好书抵达更多的读者手中，最大限
度地发挥自己优质图书的功能和价值？
希望出版社和所出版的新书《游过月亮
河》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实践，值得行业
借鉴和思考。

一条河、一条狗、一老一少两个主人
公，人世间这再普通不过的组合，却演绎出
一段感人至深的爱的奏鸣曲。童年的快乐
与创伤、人间的大爱与无常、心灵的撞击与
激荡、情感的纠结与安放、生活的磨难与希
望……《游过月亮河》的作者裘山山用诗性
的语言、动人的细节、牵动人心的情节、童
话般的叙事、现实与梦幻交织的手法，把英
雄事迹、人间大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主
题描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读来既令人
唏嘘，又让人温暖，更给人以向善向上的精
神力量。《游过月亮河》无疑是一部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品，从这部作品出版以来专家
的肯定、读者的喜爱、社会的反响等都足以
得到验证。

多出好书是出版界的永恒主题，让读
者多读好书则要成为出版单位的不二追
求。当下，主题出版已成为新时代出版业
的最显著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一是主题
出版物品种数量越来越多；二是主题出版
物内容质量越来越高；三是出版单位策划
推出主题出版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越来越
强。同时，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主题出版物
正获得读者的认可，其表现在：一是文风正
在改变，主题出版物的读者正在变多；二是
叫好不叫座的状况在改变，主题出版物的
市场在变大；三是社会反映、市场反响在改
变，主题出版的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主题出版包括少儿主题出版的繁荣某
种程度上对整个出版界在选题策划、内容
制作、编校质量上形成了导向作用，有效拓
展了整个出版工作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并

且极大带动了精品出版，因为大量优秀少
儿主题出版物已成为“获奖大户”和盈利板
块，很好地体现了出版企业“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根本要求。

新时代进一步做强做优少儿主题出
版，既要在出版上精益求精，又要在阅读上
狠下功夫，更好体现“出版好书，服务读者，
体现价值”三位一体，让新时代少儿主题出
版在新征程上发挥更大作用。一是需要
进一步推动加大融合转化力度。除纸质
出版物外，要重视“破圈”“跨界”开发力
度，大力加强影视开发、融媒体和新业态
开发，使少儿主题出版物能纸屏互动，相互
成就，进而拓展少儿主题出版物的市场占
有份额，扩大社会影响力。特别是要格外
重视适应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和青少年阅
读的新趋势，进一步丰富听书、动漫书、电
子书等适合少儿市场阅读需要的传播形
式，通过IP开发，更好实现少儿主题出版
物内容所承载的功能发挥和价值引领。二
是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当下，

出版市场上的少儿主题出版物越来越多，
许多出版物并非内容质量不高，但尚未有
效转换成旺盛的阅读行为，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对其宣传不够、推介不力。出版单位
要在推出优秀少儿主题出版物的同时，善
于和媒体及社会各界联手，通过开展宣传
推广和阅读活动等，努力把包括少儿主题
出版物在内的好书传递给全社会、传递到
青少年读者手中，发挥少儿主题出版物阅
读的放大和溢出效应。三是进一步加大
阅读引领力度。少儿主题出版现在出版
成就斐然，但在推动青少年广泛阅读上还
有短板。出版的终端是阅读，没有阅读的
出版是没有价值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少
儿主题出版更是如此。对青少年读者而
言，虽然阅读对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作
用巨大，但阅读并非生活必需品，这需要
包括出版单位在内的社会各界大力倡
导、大声吆喝，有针对性地开展阅读引
领。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
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全民阅读的

实践也表明，对于阅读活动，倡导不倡导、
引领不引领，效果大不一样。少儿主题出
版的实践更表明，少儿主题出版只有插上

“出版”和“阅读”的双翅，才能做到两翼齐
飞、以文化人、培根铸魂、行稳致远。

放眼新时代全民阅读背景下的少儿主
题出版，其在出版与阅读上都已做了很多
的努力和探索，希望出版社即是这方面的
一个典型和代表。一方面，他们近年来聚
焦时代主题，深耕细作，出版了大批优秀少
儿主题出版物，如《金珠玛米小扎西》《慈江
雨》《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行走的学校》

《游过月亮河》《中国妈妈》等少儿主题出版
物，收获了“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好
书”等众多荣誉，初步形成了集聚效应。另
一方面，希望出版社在阅读推广上狠下功
夫，希望自己的好书真正像“一粒种子”，让
阅读在校园里、青少年读者中生根发芽，在
师生中生出更茂密的枝叶，散发出更浓郁
的书香。以《游过月亮河》为例，希望出版
社出版环节匠心打造、精益求精，虚心倾听
专家、读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用心用
情修改修订内容乃至插图，让这部作品不
断趋于完美。更值得赞赏的是，在该书出
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版社已连续在
全国各地举办了20多场阅读推广活动，以
分享会和捐赠活动的形式，让这部优秀少
儿主题出版物走进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
学校当中，把好书送到真正需要的小读者
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真切体会到
了一本好书的确就像一粒小种子，孩子们
写了很多的思维导图，有的还排练了话剧
等。读者的喜爱和热情让他们看到了好书
的引领作用和自身的工作价值，他们投资
了省话剧院专门创作了情景剧，出版了盲
文版、大字版、藏文版、外文版、有声版等
等，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让好书抵达更多的
小读者手中。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新征程上的少儿主题出版大有可为，期待
广大少儿出版社在主题出版领域持之以恒
出好书、不拘一格抓阅读，在主题出版和主
题阅读上持续努力、不懈探索，出版更多的
好书，也赢得更多的读者。

少儿主题出版：注重出，更要推动读
——从《游过月亮河》的出版和阅读推广说起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 马国仓

“新时代全民阅读中的少儿主题出版”——《游过月亮河》盲文版、大字版新书发
布及融合出版畅谈会，近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图为会上读者对《游过月亮河》片
段朗读及阅读心得分享。 希望出版社 供图

我觉得书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耐心
的事物。于是做了个决定：阅读1000本
书，用这种自己本就喜欢的方式，重构自
己对时间、对个体、对生命的秩序感。

有一天，当我读到美国作家安·兰
德《源泉》的时候，里面有一段话让我
深以为然：他非常激动地读完了一本
书，但只读懂了四分之一，这使他攥紧
拳头、咬紧牙关、下定决心，开始阅读
各种各样彼此毫不相干的书。有些段
落，他在这本书里不能理解，就到另一
本书里寻找答案。虽然他的阅读没有计
划，但是汲取到他头脑中的知识却被安
排得井井有条。

我觉得，我的阅读旅程被完美地勾
勒了出来。

我也常常会看到不太懂的书，但我
坚持把每一个字看完，也能感受到那种

“微妙的沉重的诗意”。书看多了，原本
理解不了的意思，到下本书里、下下本
书里，一点点地被软化了，整个人越来
越轻盈。

我常常做一个比喻。我把自己当作
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每看一本书就像滴
入一滴水。我想，等我滴入 1000 滴
水，玻璃杯就能晃荡出悦耳的声响了。
其实这并不只是一个比喻，而是在看完
1000本书后，在我身上的真实发生。

何为阅读推广人？在我看来，首先就
是成为一个阅读者。或许用不到“深刻”
这样的大词，但你必须真实经历过这样
一趟旅程。我沉迷于这趟孤独的旅程。事
实上，我并没有“孤独”太久，因为有很多
人要求与我同行。从两三年前开始，我就
开始接到邀请，和大家分享阅读。

我到医院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
专门聊一聊“生命书单”，衰老、临终
关怀、医护人员自身的“身心健康”，
都是我的阅读对象；到企业分享的时
候，当一位保洁阿姨和我讨论子女教育
问题的时候，我记得“读书不是人生唯
一”的回答，让她落下了眼泪；到上海
香港三联书店分享的时候，我将阅读比
喻为导航，把和台州有关的书与地方的

美融合到一起，邀请上海读者来台州亲
身感受……这几年，我做过六七十场次
的阅读分享。也有人感谢我在时间上的
付出，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过程，
我有真实的收获，很多听众都把他们心
爱的书单推荐给了我。

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要分享阅读？
因为我只是阅读世界里的一丝涟漪。涟
漪的存在，在于和大海的幸会。

阅读其实不需要什么计划，耐心投
入即可；分享也不需要任何诀窍，坦诚
吐露就行。

在我生活的城市，有一条老街，叫
十里长街，我非常喜欢这条街，我还为
它写过一本书，叫 《水一边 街一
边》。这条街房子的屋脊上，有许多用
蛎灰制作的雕塑。它们抽象、古朴，直
指天空，摄人心魄。而深夜昏黄灯光下
的每一个文字，就像是灰雕，是作者为
我们点亮的一个个灯塔。

现实地说，每个人都会迎来自己的
职业倦怠期，加上年龄上所谓步入中年

的焦虑期，“负面叠加”之下，如何再
前进，既需要直面的勇气，更需要具体
的举措，而我选择阅读这件事“锚定”
自己。这不仅让我获得了柴米油盐之外
的“自由”，更享受到庄子所言的“清
新状态”。

是的，阅读对我工作有巨大的帮
助。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文字工作
者，它让我保持了文字的敏感度和思考
的多维路径。

思想自有它的路径，在我们的大脑
里留下踪迹。而我们，允许它的到来甚
至离去，就好。

因为涟漪，幸会大海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传媒中心编播部主任 庄向娟

■“书香中国万里行”优秀阅读推广人代表谈

“书香”，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美得沁人
心脾而又令人向往的词语！

那么，何谓书香呢？
书香首先是一种植物的香气。古人为

防止蠹鱼咬食书籍，遂于书中放置芸香草，
用其散发的幽幽清香驱虫。宋人梅尧臣即
有“请君架上添芸草，莫遣中间有蠹鱼”之
句，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也曾以其作为阁中
藏书防蠹的主要药物。因书页常染上芸香
草的香气，“书香”之名便由此而得。

芸香草，又名芸草、七里香、灵香草
等，为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丛生，秆细，
花金黄色，叶片狭条形，嚼之辛辣有麻凉
感。多产于我国西部山川之地。芸香草不
仅可用来驱虫，而且还是一种可贵的药
材。它的叶、茎香气浓郁，可入药，有止咳
平喘、散寒胜湿的功效。芸香草留香能力
强，气味久存不散，可保持数十年之久。

“书香”一词在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中
被广泛引申使用。大凡与图书典籍有关的

事物多以芸香草冠名，如“芸帙”“芸
编”，都喻指书卷。“芸签”原指书签，后
来词义也衍变为图书。“芸香吏”则指校
书郎，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做过这个官。

“书香”一词早已成为我国延续至今
赞誉读书的美好词语。随着词语的活用，
在我们的社会里，普遍把爱书人家称为书
香人家，把崇学重教的城市称为书香之
城，把人们认真读书的行为称为品味书
香。书香并不单指袭人的芸草香，还指书
籍自有的纸张和油墨的气味，及其与芸香
草、樟脑丸等各种防虫的芳香物混合而成
爱书人喜爱的香气。人们从阅读中品味出
来的书香，更多源自书籍传递的感动，是
淳善的世间人情，是美好的道德情操，是
悠久的文化传承，是壮丽的大好河山……
读书之人神与书交，气与书合，掩卷长
叹，口存余香，物我两忘，这便是书香绕
心，书人合一。古代读书兴盛，吟咏书香
的诗词并不罕见。元代诗人萨都剌《寄良

常伯雨》“隔屋书香开酒瓮，卷帘树色人
茶瓯”，元末明初诗人陈谟《题朱雪岩小
影图文公之后居南雄者》“考亭云谷高风
在，长有书香付后来”，明代诗人庞嵩

《又次唐山韵二首》“况有书香传万卷，乐
随诗酒对年华”，明代诗人祁顺《题何氏
西溪书屋》“书香一脉如溪水，今古滔滔
不尽流”，无不抒发着书香人生的感动。

斗转星移，陵迁谷变，石烂海枯，中华
大地的书香却氤氲不变。现代普通人家，
为书籍防蠹，早已改用樟脑丸、檀香片乃至
各种化学防虫制剂。然书之有香，我更愿
意认为这是指书中的内容和书籍承载的精
气神，而不仅仅是书籍纸张、油墨以及装帧
中掺进的有形成分。书香，更多时候是指
在书卷里所蕴藏、散发、萦绕的一种不尽的
历史记忆与个人缅想。书香是对书籍的赞
美，书香是对读书人的褒奖，书香是对文化
的赓续与弘扬。作家梁实秋说“书香是与
铜臭相对立的”，可谓一语中的。千年以

来，对于“书香”“铜臭”，人们有着截然不同
的褒贬好恶——“钟鸣鼎食之家”若不是

“诗书簪缨之族”，则多了土豪气；稼穑之户
若能“诗书继世”，门户方能贴上“耕读人
家”的横额。历代无数读书人家不绝如缕
的书香，簇成了滋养中华文化参天大树的
浓密根须，即便有遮天蔽日的战火将无数
典籍化作焦蝶，也仍有数不尽的家庭和读
书人将书香与生命相融，乃至与血脉共存
续，使得“礼失而求诸野”成为可能，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成为事实。

阅读能让人们与智者对话，听圣贤指
点，于静夜闻书香，以慢生活酝酿思
想，在无边书海里陶情冶趣，开阔胸
襟。读书如品茗，滋味在其中，读以致
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以致乐。书
香，正在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的重要内容。

（本文摘自《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
民阅读纪事》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香源远流长
□韬奋基金会原理事长 聂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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