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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全民阅读领域专家聂震
宁，我们瞬间就想起他有很多关
于阅读的金句：“阅读力决定学
习力”“独读书不如众读书”“忙
时读屏，闲时读书”……多年
来，作为全民阅读领域的倡导
者、 见 证 者 、 推 动 者 和 研 究
者，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
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集团
原总裁聂震宁一直为阅读鼓与
呼。虽已年过七旬，但作为作
家、出版人的他从未停止写作。
2023 年，他的长篇小说 《书生
行》 出版。2024 年，他的报告
文学 《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
民阅读纪事》 出版。“我这一
生，我的写作、工作和生活都
围绕着读书和阅读。”1 月 11
日，聂震宁做客全民阅读“红
沙发”系列访谈，畅谈了他近两
年的创作以及他对全民阅读推广
的深刻理解。

全景呈现书香社会风貌

回顾刚刚过去的 2024 年，
聂震宁创作的报告文学 《有书
香 的 地 方 ： 中 国 全 民 阅 读 纪
事》 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部以全民阅读为题材的长篇
报告文学作品，详尽记录了全
民阅读自 2006 年启动特别是新
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
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
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
彩风貌。《有书香的地方：中国
全民阅读纪事》 入选中宣部主
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作协
重点扶持作品、“中国好书”月
度书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 2024 年度好书等。专家这
样评价，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
视下，我国全民阅读已开展了
10 多年，全民阅读到了阶段性
总结和继续出发的时间节点，
需要一部全景呈现全民阅读的
著 作 。 这 部 书 的 出 版 恰 逢 其
时 。“ 这 是 一 个 很 自 然 的 过
程。”聂震宁说，“从一定意义
上说，我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
责任感来创作这本书。”《有书
香 的 地 方 ： 中 国 全 民 阅 读 纪
事》 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以个
人经历为主题，在时间和空间
中完美呈现了全民阅读多年来
的推广历程。

此外，2024 年，聂震宁的
一本随笔 《寻觅书香：聂震宁
阅 读 新 论》 由 团 结 出 版 社 出
版。“全民阅读是一个静水流深
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
程。”聂震宁认为，全民阅读不
应该仅是一项国家战略，更应
当 成 为 全 民 族 的 一 种 自 觉 行
动 。 他 提 倡 ， 所 谓 “ 大 题 小
作”是要从小处着手，要一点一
滴地做全民阅读。回首国家倡导
全民阅读 10 多年来，从加强优
秀出版物供给到公共图书馆发
展，从建设农家书屋到城市书房
创新，从开展亲子阅读到实施中
小学学生读书行动，从提倡纸质
阅读到适应数字化战略，哪一件
事不需要以务实的精神，从一件

一件小事做起？
正是基于此，出版方留意

到，他的这些短篇随笔有很多
关于全民阅读各方面的具体讨
论，读者也很喜欢，于是，团
结 出 版 社 编 辑 建 议 编 成 一 本
书，这就是 《寻觅书香：聂震
宁阅读新论》 一书的由来。他
说：“我们大家都要为全民阅读
多做一些实事。”

个人创作离不开“书”

2023 年，聂震宁的长篇小
说《书生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这部小说是一首爱的“教
育诗”，是他重返小说创作的首
部长篇，也是他在长篇体裁创
作的一次全新尝试。在聂震宁
早年的求学经历中，校园阅读
给 他 留 下 了 深 刻 、 美 好 的 印
象。他回忆说，自己早年就读
的初中图书馆非常好，没有受
到战火的破坏，使得他们在十
三四岁就读了不少中外名著。
为此，在 《书生行》 里，他用
了 相 当 大 的 篇 幅 写 学 校 图 书
馆，写老师如何组织学生们开
展 阅 读 活 动 ， 怎 么 读 《红 楼
梦》《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 等中外名著，一个个生
动、鲜活的阅读案例都在小说
里逐一展开。回想上世纪 60 年
代，那时的老师没有现在这么
开放的思维和丰富的阅读推广
经验，他们更多的是给学生们
讲书中的一个故事，倡导大家
读一本书。聂震宁说，希望读
者在书中感受当时的校园阅读
景象，也希望更多读者关注初
中生阅读。

《书生行》《有书香的地方：
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寻觅书
香：聂震宁阅读新论》……不论
是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还是随
笔，聂震宁近些年的创作离不开
一个“书”字，从中可以深切地
感受到他对图书出版、对阅读推
广的深深热爱。现在聂震宁仍然
笔耕不辍，他接下来的创作仍然
离不开书，离不开书业，他将以
文学之笔为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立
传，以此弘扬传承韬奋精神。

“有两三家出版社在约我各种题
材的写作，但是我已经接受了
一个题材的约稿。这个题材对
我来说，也是带有一定使命感
和 责 任 感 的 ， 它 就 是 《韬 奋
传》。”聂震宁说，之所以接受
这份邀约，是因为自己曾任韬
奋基金会理事长多年，对于韬
奋基金会所承载的韬奋精神的
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有着深刻
的理解和感悟。另外，尽管目
前市面上已有相关著作，但多
侧重史料价值，新时代的 《韬
奋传》 应该更有时代的风采，
还 将 有 作 家 聂 震 宁 独 特 的 眼
光、趣味和文学性。

为全民阅读推广竭尽全力

作为全民阅读领域的权威专
家，自2024年8月起，聂震宁又

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出版协
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坦言，虽然中国出版协会全
民阅读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刚刚
开始，但事实上，出版业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源远流长，为全
民阅读做了很多工作。比如，
早在 2007 年全国两会期间，聂
震宁作为第一提案人，联合 30
位新闻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
提出 《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
活动的建议》。2008年，中国出
版集团首次举办读者大会，时
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的聂震宁
提出这个创意的目的，正是为
读者服务、为阅读服务。“我们
做书就是为读者服务，如果不
为 读 者 服 务 ， 就 成 了 舍 本 求
末。”聂震宁介绍，现在成立的
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在中国出
版协会总体工作部署下开展工
作，把大家已经有的经验集中
起来再发扬光大。

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
委员会成立几个月以来，陆续
举办了一些重要活动。2024 年
9 月，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
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领读者大会
在湖南醴陵市举办，以“领读
者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众
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
探讨乡村阅读推广的策略与路
径 。 在 2025 北 京 图 书 订 货 会
上，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
刊发行业协会共同主办，中国
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
承办的儿童阅读论坛，围绕少
儿出版的融合创新、少儿分级
阅读等行业热点话题进行讨论。

展望 2025 年，中国出版协
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将和众
多出版发行机构合作，集合更
强大的行业力量，把全民阅读
工作做得更加出彩。

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
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聂震宁发
表的以 《不断完善全民阅读的
中国模式》 为题的主旨演讲让
人印象深刻。怎样不断完善全
民阅读的中国模式？聂震宁对此
进行了进一步阐释。经过对世界
各国开展的社会阅读进行考察发
现，其阅读推广经验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立法促进社
会阅读，二是通过社会力量开
展阅读。而我国全民阅读活动
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高度
重 视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的 顶 层 设
计，全面推进全民阅读立法。
二是将全民阅读列入各级政府
工作职责并予以落实。三是注
重阅读内容引领，加强优秀出
版 物 供 给 和 公 共 阅 读 空 间 建
设。四是组织开展重点阅读活
动，不断丰富以阅读为核心的
综合性文化服务。五是突出强
调全民阅读的全民性，高度重
视开展社会重点人群和特殊群
体的阅读。

当下，政策有利于全民阅
读深入开展，党员干部、社会
名人带头读书，各个方面都充
分体现出我们在朝着一个阅读兴
盛的时代往前走。

朝着阅读兴盛的时代往前走
□本报记者 范燕莹

主题：以纪实文学书写全民阅读华美篇章

嘉宾：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 聂震宁（右）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范燕莹

1 月 9 日上午，儿童文学作
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
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
席常新港，语文特级教师、北京
教育学院教授李怀源做客全民阅
读“红沙发”系列访谈，围绕

“聚焦亲子教育，透视成长本质”
主题展开分享。

常新港的新作《云马》聚焦
成长话题，书中有成长的困惑、
教育观念的变化等丰富生动的内
容。谈到亲子教育，常新港心怀
敬畏，以极大的真诚来书写这部
作品。李怀源直言阅读该书时感
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因为作家
对儿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进行
了深刻、生动的思考，又以灵
动、传神的笔触进行了讲述。

用现实笔调讲述成长故事

常新港的作品多直面当代少
年儿童的成长难题，曾获得多个
儿童文学领域重要奖项。《云
马》 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 ， 入 选 中 国 图 书 评 论 学 会
2024 年 11 月“中国好书”推荐
书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好书品读月度童书榜 （11—12
月）等。作品以现实的笔调，讲
述了孩子们的成长故事。尊重与
热爱、鼓励与陪伴、相信与肯
定、引导与支持……一个个长大
路上的小小印记，给予孩子们成
长的力量。该书通过两个孩子
和两个家庭的对比，反映了对
家 庭 、 学 校 、 社 会 教 育 的 思
考。同时也告诉渴望孩子成才
的家长们生命该有的形态以及成
长的本质。

谈及《云马》的创作初衷，
常新港表示，《云马》是他第一
部涉及亲子教育的作品。他说，
家庭亲子教育极具复杂性和敏感
性，100 个家庭有 100 种不同的
教育方式，探索正确的亲子教育
好比发射卫星一样复杂，自己一
直对亲子教育怀有敬畏之心。

常新港书写亲子教育小说的
想法，最早萌芽于女儿小时候。
一句“为什么某某不是我的爸
爸”，让他思考如何才能成为一
名好爸爸。女儿长大后，同样成
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在她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 《黑猫叫醒我》
中，传达出“所有家长希望孩子
长成最理想的样子，而孩子却无
法选择父母”的信息，这让他大
受触动，成为开启他创作亲子教
育小说的第二个推动力。青岛
市共读书房的老师谢辉女士因
为对孩子独特的教育方式而获
得“野教授”这一称谓，成为
推动常新港亲子教育写作的第
三个动因。《云马》的创作，是
常新港怀揣对女儿教育未能尽
美的愧疚之心，以及对孩子的真
诚、对书中理想妈妈吴苑的敬仰
而展开的。

李怀源认为，《云马》是一
部书写现实、触碰当下的小说。
它观照当下的儿童、家庭、学
校，在写真正的儿童生活，在用
作品解决现实问题。《云马》塑

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家长形象，引
导家长反思教育里的缺失及自身
的教育行为，呼吁家长做出一些
改变，成为一个既能提供现实帮
助，又能提供心理支持的家长。

倾听孩子的心声

在成长过程中，父亲对常新
港的影响巨大。常新港表示，书
中理想妈妈吴苑的形象，与自己
父亲的形象紧密地重叠在一起。
这让《云马》的书写显得真实可
信，且更具文学力量。

常新港讲述了儿时为父亲讲
书的记忆，当他把一本竖排本、
繁体字且明显超出自己阅读能力
范围的书讲完，“我爸爸突然伸
出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新港，你
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爸
爸把筷子放在桌子上不吃饭，用
眼睛专注地看着我，在听我讲，
我觉得我被大人需要，我的讲话
在大人面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
父母给孩子提供的非同寻常的情
绪价值，这种情绪价值影响了我
的一生。”这段记忆投射到《云
马》中，成为吴苑对儿子王锐专
注的倾听，让他觉得自己被大人
尊重。

李怀源认为，孩子是各种各
样的，但其实又是一样的，他们
喜欢新奇、喜欢创造、愿意被尊
重、喜欢被认同。不管他多么桀
骜不驯或者温文尔雅，最终都希
望在一个他认为的权威那里得到
支持，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好
的亲子关系一定是开诚布公，坐
下来敞开心扉地和孩子交流，让
他吐露心声。另外，孩子的成长
充满不确定性。成长就是体验以
及“升级打怪”的过程，不是像棋
子般设计走好每一步。最重要的
是，要做温柔而坚定的家长，和孩
子一起成长，做孩子精神的有力
支持。“给予对方热切的目光以及
坚定的支持，孩子和我们都能感
觉到。孩子就是天使，家长就是
被天使照亮的那个人。”

如同云马般自由驰骋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不能用一朵花的芬芳要求一
棵树，也不能用一棵树的挺拔要
求一朵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家长应该做用心陪伴者、榜样示
范者、精神引领者，让孩子有幸
福感、快乐感，这样即使孩子长
大遇到困难，童年得到的关爱与
尊重会让他拥有信心与力量。对
于什么是好的亲子教育，常新
港分享了自己父亲在亲子教育
方 面 的 做 法 。 他 说 ， 童 年 时
期 ， 由 于 物 资 匮 乏 ， 过 春 节
时，要与家中的兄弟姐妹共享
为数不多的水果、糖果。父亲
总会预先留出一部分吃食，让
他们用背诗词和讲故事的方式
换取，用这种方式激发孩子们
的求知欲，这无疑是父亲对他
最有效的文学引导。

在《云马》后记中，常新港
提到，这本书原本的书名叫《野

教授》，“但在修改这部作品的时
间里，我决定放弃这个书名，而
使用《云马》。因为它是孩子的
视角，它是孩子的幻想，它是孩
子的憧憬。”常新港表示，《云马》
这个书名极具想象力，因为它是
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使得作品本
身也更倾向于儿童视角。常新港
说，原本的书名《野教授》敦促
着这本书的创作，但《云马》这
个书名对他和读者来说，更充满
想象空间，就像天上的云马是变
幻的，是奔放的，是自由的。社
会和家庭给孩子提供成长空间是
不受限的，如同书名中的云马拥
有变幻的无限可能。给孩子提供
的空间越大，孩子未来的可能性
就越大。

李怀源则表示，《云马》一
书蕴含着深层的教育内涵，即充
分尊重孩子的不确定性，正如书
名一样，因为云是变幻的，马又
是具有活力的，二者共同揭示出
生命的本质。这一书名寄托了常
新港的教育观念，那就是不要急
于给孩子贴标签。学校教育是学
生的群体化教育，而家庭教育是
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他将原本的
书名《野教授》解读为“田野里
的教授”，并且呼唤每个家庭都
应有一个这样的教授，不仅养育
孩子的身体，还要滋养他们的精
神、张扬他们的个性。他呼吁，家
长要成为“野教授”，让孩子成为
能够奔腾的云马。如同常新港在
书中所传递的：希望每一位家长
都能用心陪伴孩子的成长，给予
他们足够的支持和引导，让他们
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相信孩子们终将如天上的云马，
自由驰骋。

从兴趣入手自由阅读

《云马》中为孩子们开办书
房的情节，表达了作者常新港用
阅读助力成长的基本观念，用阅
读改变孩子，影响深远。

寒假已经开启，孩子们有
了较长时间进行深度阅读。常
新港从阅读兴趣入手，建议大
人不要过分干预孩子的阅读。
在孩子阅读成长的过程中，在
儿童低年级的时候，他主张让
孩子自由阅读，家长不干预。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阅读层次
也会慢慢提高，当粗浅的文本
无法满足更高的阅读需求时，
他们自然会选择稍有难度的书
去读。当孩子回望自己曾经阅
读过的书觉得可笑时，说明他
已然在阅读中逐渐长大了。

李怀源则认为，一个人的成
长是个性化的，阅读方式和阅
读方法都会不一样。如果说学
期内的阅读更多的是解决学习
上的难题，那么假期里的阅读
实际上解决的是成长的难题、
人生的大命题。人要在书中寻
找榜样，阅读则是为人生大目
标做储备。真正的假期应该进
行开放式的阅读，希望孩子真
正为了人生大目标，在书中寻
找榜样的力量。

以敬畏之心书写亲子教育
□本报记者 杨雅莲

主题：聚焦亲子教育 透视成长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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