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齐雅文 ■版式：李瑞海 ■责校：张良波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

莫言的新书《不被大风吹倒》日前出
版，书中他除了写自己的成长经历、生活
感悟，还提到许多读书心得。在做客直播
间时，莫言除分享新书创作的缘起，也深
入探讨了自己的阅读理念和创作技巧。

莫言曾在 2022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
给全国青年朋友写过一封回信。信中，他
分享了小时候和爷爷抵御大风的故事，这
个故事打动了500多万年轻人。后应编辑
邀请，莫言以此为主题扩展成了新书《不
被大风吹倒》。全书围绕“不被大风吹
倒”主题，收录40篇散杂文，从多个角
度展现了莫言的人生态度。

阅读是成长重要途径

在直播中，莫言首先谈到了自己的阅
读理念。他认为，“阅读就像打开一扇窗

户，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接触到不同
的思想和文化。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书
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
心世界。”他鼓励读者不仅要读文学作
品，还要涉猎历史、哲学、科学等领域的
书籍，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世界。

同时，莫言特别强调了经典作品的重
要性。“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它
们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他以
自己的阅读经历为例，讲述了对 《红楼
梦》《水浒传》 等经典作品的阅读感悟。
这些作品不仅让他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也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在书中，莫言回忆了童年阅读的趣
事。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

《封神演义》，为了阅读这套书，他给石匠
家里拉磨磨面。另外，他谈到读书心得

时，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多阅
读。“等将来我们看不动了的时候，躺在
床上回忆我们看过的书，也是一种幸福。”

生活体验是创作源泉

莫言的作品常常来源于自己的成长故
事和生活经历，如《不被大风吹倒》中就
收录了许多他的亲身经历。“只有真正经
历过的事情，才能写得真实、生动。”莫
言认为，作家要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细节，
将这些细节融入作品中，使作品更加具有
感染力。

想象力也是莫言在写作中非常重视的
一个方面。“作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才
能够创造出独特的文学世界。”莫言认
为，想象力可以让作品超越现实的束缚，
展现出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深刻的内

涵。莫言以自己的作品《蛙》为例，讲述
了他如何通过想象力创造出一个充满奇幻
色彩的文学世界。

通过阅读培养想象力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好的语言能够
让作品更加生动、形象。”莫言认为，
作家要注重语言的锤炼，用简洁、准确
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当观众
问到如何提高写作水平时，莫言建议多
写多练，不断积累经验。他说：“写作
就像跑步一样，只有坚持不断地练习，
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关于如何培养
想象力，莫言回答说，可以通过阅读、
观察生活和思考问题来培养。他鼓励大
家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勇于探索未知的
世界。

莫言：在阅读中看到不同的世界
□本报记者 李美霖

《游过月亮河》日前荣获第十七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这是希望出版社连续两届获得该项殊荣，
更是建社以来第六次荣获“五个一工程”
奖。在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
品童书之外，希望出版社积极践行全民阅
读理念，组织多场公益阅读、阅读推广活
动，把一批批优秀的主题童书送到孩子们
手中，在他们心中种下阅读的希望树。

聚焦时代主题 践行全民阅读

在全民阅读背景下，出版人也是阅读
推广人。近年来，希望出版社以社会热点
主题为策划重点，陆续推出《金珠玛米小
扎西》《游过月亮河》《慈江雨》《张桂梅
和她的孩子们》 等作品。自 2021 年起，
以主题图书为重点，在每年世界读书日、

“六一”儿童节、新学期前后等重要时间
节点，通过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结
合、校内和书店结合、老师和学生结合、
作家和读者结合、研讨分享和朗诵结合、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等多种方式，持续
不断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4年间，累计
举办大型作品研讨会、作品畅谈会、新书
发布会、图书捐赠等 50 多场重点活动，
以及“希望树·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300
余场。希望出版社走进西藏、新疆、北
京、沈阳、黑龙江等地，走进贫困山区、
革命老区，走进学校、书店、图书馆，让
阅读活动常态化，通过多场线下活动，聚
集读者资源，影响更多孩子爱上阅读。

打造精品力作 引领精神成长

在全民阅读推广过程中，希望出版社

推动主题出版，也推动主题阅读。从
2021 年开始，希望出版社以 《金珠玛米
小扎西》《游过月亮河》《张桂梅和她的孩
子们》《慈江雨》《中国妈妈》为重点，推
动主题阅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聂
震宁曾提到，“一旦有时间，一定需要读
整本书。整本书阅读仍然是一个民族文
化传承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基
础。”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希望出版社和
学校深入合作，作者、编辑、专家和阅
读推广人走进学校，引导小读者们培养
阅读兴趣，找到并发掘阅读兴趣点，带
领小读者们制作思维导图，真正使小读
者们在阅读中有更多的收获，使他们阅
读后有所感悟。同时，阅读是感受精神
风景的重要方式，小读者们需要阅读像

《游过月亮河》《中国妈妈》《慈江雨》这
类弘扬英雄主义、正能量的图书，在他
们心中种下英雄的种子，让他们在主题
阅读中获得心理和精神的成长。

关注特殊群体 助力多元阅读

在全民阅读持续走深过程中，希望出
版社特别关注弱势群体、残障群体的阅读
需求，致力于让更多孩子享受阅读、爱
上阅读。在 《游过月亮河》 出版后，第
一时间与中国盲文出版社联系合作，出
版 《游过月亮河》 大字版、盲文版，并
以此为契机，出版“伟大精神在人民”

“中国韵·童诗说传统文化”的大字版、
盲文版和公益版；与西藏人民出版社联
合出版 《游过月亮河》 藏文版；与山西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节目中心联合制作
重点主题图书有声版，并在“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推出；与山西省话剧院合

作排演 《游过月亮河》《金珠玛米小扎
西》 话剧和情景剧，并在多所学校上
演；与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
成立月亮河文学社。另外，希望出版社
积极与国外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 《张
桂梅和她的孩子们》《慈江雨》等主题图
书的外文版，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
事。编辑和作家等走进西藏林芝、四川甘
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
族自治县黎明乡、黑龙江铁力等地，举
行多场图书捐赠活动。同时，希望出版

社注重与社区合作，送阅读上门，更方
便小读者进行阅读。重点主题图书实现
数字有声化、版权国际化，并入选全国
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
程，希望出版社正以图书的多种出版形
式助力多元阅读。

2025 年是希望出版社成立 40 周年，
希望出版社将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全民
阅读推广活动，把更多优秀的主题图书
带给青少年，为广大青少年种下阅读的
希望树。

种下一棵阅读的希望树
□希望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王琦

深圳是“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第二十五届深圳读书月期间，组委会以全
民阅读“五进”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
鹏城公共阅读服务体系。通过全民阅读进
基层、进系统、进机关、进一线、进场
所，深圳市发挥宣传文化系统合力，并积
极与多部门联动，形成阅读资源的聚合、
整合、融合。

因地制宜匹配阅读服务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积极推动全民阅读
“五进”行动，让公共阅读服务的广泛
性、深入性、融合性、惠民性进一步提
升，形成阅读空间随处可见、阅读生态创
新发展、阅读品牌百花齐放的文化景观。

在进基层方面，组委会推动书香进社
区、产业园区、职工书屋，以知识服务助
力专业技术人员提升工作能力；在进系统
方面，组委会把相关阅读资源送进医院、
校园、养老机构，充分发挥系统垂直服务
的功效；在进机关方面，组委会联合全市
机关事业单位，依托党建书吧等平台开展
主题书展巡展；在进一线方面，组委会在
外来青工阅读空间、城市驿站，面向快递
小哥、外来务工人员、环卫工人提供阅读
服务，开展“书香驿满街”书籍漂流、

“深圳书香企业”和“深圳读书成才职
工”分享交流等活动；在进场所方面，组
委会推动阅读资源进政务中心、机场、车
站等，因地制宜匹配阅读服务。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
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汉隆介绍说，
全民阅读进基层包括加强社区、产业园
区、企业等阅读空间建设，实施“阅读推
广人下基层”计划；进系统突出了阅读分

级、分类、分域的特色，针对特定阅读场
景提供精准的阅读服务；进机关包括建设
特色阅读空间、建设优质内容体系、注重
阅读成果转化等方面；进一线关注新就业
群体阅读，大力倡导家庭阅读；进场所依
托各类“中心”，构建阅读新场景，打造
文旅融合的阅读空间。

积极构建阅读服务体系

第二十五届深圳读书月组委会统筹优
化全市阅读空间、阅读生态、阅读品牌，

谋划阅读空间全时域覆盖、阅读生态全链
条融合、阅读品牌全方位迭代。

在推动阅读设施建设和升级方面，组
委会通过完善大型全民阅读基础设施，营
造多元新型的全民阅读空间，推动实体书
店创新发展；在优化阅读资源供给方面，
组委会通过汇聚出版单位资源，加强优质
内容供给，并联合阅文集团等机构，优化
数字阅读资源供给；在提升阅读活动效能
方面，打造迭代优化的阅读品牌，加强优
质阅读活动推广；在构建普惠的阅读服务
体系方面，本届读书月加强未成年人阅读

引导、加强特殊群体阅读保障、关注新就
业群体阅读需求；在完善阅读推广机制方
面，完善阅读推广人制度，规范相关的全
民阅读项目。

“从聚合阅读资源到整合阅读资源，
再到融合阅读资源，体现了深圳建设公共
阅读服务体系的深化。”深圳市驻深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席吕绍刚认为，本届读书月
突出了“全民阅读+文旅”“文化+科技”
的融合，从阅读空间拓展、阅读品牌提
升、阅读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全民
阅读推广的实践路径，擦亮深圳“全球全
民阅读典范城市”品牌。

全民阅读实现全域联动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充分发挥各成员单
位主体作用，推动形成强大合力，在“强触
达、广覆盖、优品质、全时段”上花工夫、下
力气，让全民阅读“五进”行动融入日常。

唐汉隆说，“强触达”让阅读持续深
入学校、社区、商场、景区、企业等各类
生活、工作场景，触及更多市民群众；

“广覆盖”进一步拓展阅读服务空间、阵
地，构建全民覆盖、公益普惠的公共阅读
服务体系；“优品质”保障了既有阅读空
间的阅读品质，也促使新增阅读空间立足
高品质、高标准要求，打造优质阅读示范
空间；“全时段”适当延长了公共阅读空
间服务时间，为读者提供集阅读、社交于
一体的新型阅读场景。

以全民阅读“五进”行动为抓手，本
届读书月共举办文化活动 2500 场，打造
了“年度十大好书”“年度十大童书”等
阅读品牌，实现全市9个行政区、1个功
能区、1个合作区的全域联动。

全民阅读“五进”行动：

擦亮深圳全球书香城市品牌
□本报记者 徐平 文/摄

“从小到大，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阅读？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从路过到见
证，再到参与的感觉吧。阅读时，我愿意将书中
的人或事当成真实存在的，即使故事完结了，
也并不意味着消失，也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故事依然在继续。”就读于四川省成都市天立
学校郫都校区八年级的冯欣月，对阅读这件
事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阅读一本书，就好
像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生命中走过。”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发现，13岁
的冯欣月有主见，喜欢独立思考，这或许与她
爱阅读有很大关系。

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冯欣月的阅读起步于家人给她读故事，
本来是为了把两三岁的她更快哄睡，可她却
越听越爱听。“学龄前的童话故事听得差不多
了，我就爱上了名人传记、历史人文类书籍，
尤其喜欢阅读名人的成长经历。”再大一些
后，冯欣月的阅读兴趣转移到更富想象力的
作品上。现在的冯欣月，更喜欢读小说和散
文，比如《红楼梦》《狂人日记》等，“上中学这
两年，我大概算了算，读了上百本书。”

“我觉得，我的性格与我喜欢读书有很大
关系。书中人物多舛的命运总能拨动我的心
弦，勾起我的共情心，让我变得感性。同时，书
中人物面对再悲惨的现状，也总会笑着向往
未来，他们的坚强与勇敢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我。”冯欣月说，经典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
共性，那就是细腻的文笔与浪漫的描绘。“我
想，我性格中的追求浪漫也是由此而来的。”

不要拘泥于课本

对于如何爱上阅读，又或者读什么样的
书，冯欣月认为，阅读的意义并不是考试时在
名著阅读这部分不丢分，而是为了丰盈自己
的精神世界，扩充自己的知识。所以，她相信，
喜欢阅读要做的第一步是广泛阅读，了解不
同的题材、不同的文风，逐渐养成自己的阅读
偏好。冯欣月特别提到，家长不要过多干涉孩
子的选择，不要去替孩子决定读什么书。“只
有先有兴趣，才会喜欢，渐渐地就从被要求读
书到自愿爱上读书了。”

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冯欣月也喜欢刷短
视频，但只要手里有一本爱看的书，她就会全
身心投入到书中去。“上初中以来，课余时间
减少，而且学科增加，作业量也在增加，所以
我的阅读时间也比不上以前了。”冯欣月说，
以前一本500页左右的书拿到手里，周末就
看完了。现在上学期间，一天只能抽出大概
半小时，周末每天一个小时左右，这样算下
来，一周就只有5个小时左右了，也就是读一
本书的时间。看得出来，她对阅读的时间分外
珍惜。

认识了一群喜欢书的朋友

今年夏天，冯欣月到北京参加了第十届
“未来精英”少儿阅读全国总展示活动。当时
在现场，除了紧张和激动，她最强烈的感受就
是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够与这么多同样喜欢
阅读的朋友交流切磋，得到这么多位名家的
指教，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她说。

“在活动中，我认识了几位来自全国各地
的书友。以书会友与普通交友最大的区别是
我们不用知道对方姓甚名谁，籍贯何处，只要
我们都喜欢读书，就有共同的话题，就能从素
未谋面变挚友了。”冯欣月说。

关于未来的阅读计划，冯欣月列了一份
不太长的书单，其中大部分都是人物传记、设
计类以及悬疑类的书籍。“我将来想从事角色
设计、插画类的工作，因此在阅读上，我在人
物传记和专业类书籍上还应该多涉猎些。”

“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喜欢阅读和不那
么喜欢阅读的同龄人：塑造你形象的不是你
的外貌，也不是你的身世，而是你看过的一字
一句，走过的一草一木。你之所以是你，是因
为你脑海里的知识成就了你。”冯欣月说。

冯欣月：读过的
一字一句塑造着我
□本报记者 韩萌萌

全民
阅读

■中国孩子的阅读故事

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的第二十五届深圳读书月青年辩论赛初赛现场，读者聆听辩手
的阅读心得体会。

希望出版社与西藏人民出版社共同向西藏当地小学捐赠《游过月亮河》。
希望出版社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