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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出
版
者
说

2013 年我开始接手“大家小
书”丛书的策划与挖掘。经过调
研和思考，最后决定把这套书做
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读
物。为了照顾读者阅读的方便，
达到普及的目的，我们尽可能选
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白话
文 为 主 体 、 体 量 较 小 的 作 品 。
2016 年我把接手时的 40 种拓展
到 100 种，并在北京大学举办了

“大家小书”百种纪念研讨会，
在市场上推出精装本，以满足大
众更高的审美追求。

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近青少年

在“大家小书”百种纪念研
讨会上，有些朋友提出是否能够
根据难易程度为“大家小书”进
行读者的分层。这是我非常犹豫
的。作为策划者我无法把握隐性
读者的层次，例如王力 《诗词格
律 概 要》、 龙 榆 生 《唐 宋 词 格
律》 大概是有志于旧诗词创作者
最基本的入门书，但于那些对旧
诗词无感的人来说不啻天书。关
于分层的讨论，幸有陈平原先生
为我解围，在大会上他直接驳斥
了给“大家小书”分层的想法。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绝大部分

“大家小书”都并非必读，阅读
它们需要读者的兴趣和志向作为
内驱力。如果读者对一个问题感
兴趣，就可能走得很深；如果读
者没有兴趣，就没有耐心去读那
些所谓的常识，例如王力《古代汉
语常识》、郭锡良《汉字知识》、苏
培成《怎样使用标点符号》、谭正
璧《文言尺牍入门》、白化文《闲谈
写对联》，尽管它们都属于入门读
物。必须承认：“大家小书”确是
小书，力图普及，但其阅读还是有
一定门槛的。

有些教授朋友对我说，他们
喜欢阅读“大家小书”，主要是
为了看看学术如何表述，以便给
学生讲课更生动。很多问题，用
浅显易懂的话概括出来，真是不
容易。这让我想起大学期间中文
系的数理逻辑课，是大名鼎鼎的
宋文坚老师主讲的。宋老师的
课，是在不断喃喃自语和很浅很
浅的比喻之间切换。很浅很浅的
开头，讲讲就变得每个同学都听
不懂了，宋老师会一拍脑门，用
浓 重 的 山 东 方 言 表 示 道 歉 说 ：

“ 你 们 是 本 科 生 吧 ， 还 中 文 系
的。对不起，我从头再讲一遍。”

2020 年 是 一 个 重 要 年 份 ，
“大家小书”出版达到200种，涵
盖了更多的学科和地域，品种的
确更杂了。正是这一年，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
小学生阅读指导书目 （2020） ”
发布。在这个经过多轮专家论证
的书目中不少作品正是“大家小
书”的品种，例如 《乡土中国》

《人间词话》《中国古代的衣食住
行》《天道与人文》。依托这个书
目，我开始认真思考“大家小
书”能否为中国教育做点儿事，
便萌生了“大家小书青春版”的
策划。

除了把列入这个书目中的诸
多作品集合起来，钱伟长 《中国
历 史 上 的 科 学 发 明》、 李 长 之

《孔子的故事》、朱自清 《经典常
谈》 等 也 上 了 书 目 ，“ 大 家 小
书”之王国维 《人间词话新注》
是 《人间词话》 上佳版本，艾思
奇 《哲学讲话》 是 《大众哲学》
的初版本，王力 《诗词格律概
要》 是较 《诗词格律》 更为普及
的一种，内容大同小异。我一直
操作的“大家小书文学卷”包括

《朝花夕拾》《呐喊·彷徨》《回
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骆驼
祥子》《茶馆》《朱自清散文选
集》《闻一多诗选》 等，同样鄙
人主持的“名典名选”系列还有

《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宋
词选》 等集合起来，同时增添一
些新品种，例如 《儿童中国史》
等，2021 年“大家小书·青春
版”上市了40个品种。

前举“名典名选”系列作为
天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增添了一些新的“大家读”系
列，作为主管部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经典大众读本”的部署，
今年我们推出了白平 《大家读

〈论 语〉 》、 梁 涛 《大 家 读 孟
子》、郭丹 《大家读 〈左传〉》，
即将推出韩兆琦 《大家读 〈史
记〉》、尹振环 《大家读老子》
等。在内容设计上主要包括：导
读、原文选、注、白话译和解
读，最后又加了“延伸阅读”。
这样设计的初衷是引领大家读原
著。汉字和文言文是我们传统文
化的载体，所以大家需要一定的
汉字知识与文言文知识才能进入
传统文化之门。

当然，读选本也是不够的。
陈平原先生说过：“读书，一定
要啃几本难的大作品。”传统文
化中，往往优点与缺陷并存。教

育界有“整本书阅读”的提倡。读
书，要读全书。无论是“名典名选
大家读”还是“大家小书”，都只是
一个引子，引导我们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兴趣，顺着这个兴味，
去体悟它，然后结合我们的现实情
境和世界格局去创造性转化。

大家才能写小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无边的大
海，单单五千字 《老子》 就足以让
人读一辈子，我们如何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更别说这个优秀传统
文化还包括中国风俗制度、中医养
生、古代科学技术等浩瀚的领域
了。所以，我们需要一点儿版本目
录学的基础，我接手“大家小书”，
迅速将来新夏先生 《古典目录学浅
说》 收录进来。我们未必能记住多
少硬性的知识，但当我们需要某方
面知识时，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去找。

现在的问题是，网上众声杂
沓，我们如何确认真知与谬误？这
必须依靠阅读个体的选择能力。还
没有获得这个自主选择能力的时
候，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提出
要相信专家，相信大家。这个专
家、大家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专家、
大家，未必是媒体上普通读者最为
耳熟能详的名人、达人、网红。

无论是“大家小书”还是“名
典名选”丛书，在策划上我都依托
相关专家。去年国家社科规划办调
研提出要为中国历史普及做点儿
事，我便迅速“兜售”自己筹谋已
久的一套极简中国断代史，以连续
为中国通史。我请王子今先生担纲
主编促其事。因为现在学者普遍都
是在严格的学科体系培养下成长
的，专家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域。我
们要求一个专家写中国通史不现
实。记得在戴逸学术馆落成典礼
上，有专家就提出：现在能够把整
个清史前中后段贯穿起来的人，戴
逸先生以外，实在凤毛麟角了。今
天诞生吕思勉、钱穆那样的人很难。

现在有关于“大家写小书”的
倡导，施行的困难首先在于我们的
大学者愿不愿抛开学术语言和学科
范围著述。所以当“大家小书”积
极向当代学者组稿的时候，遇到了
一系列问题。“大家小书”的总序作
者袁行霈先生，语言优美，很少用
专业术语，但他顾虑“大家”这个
称号，不希望有人说他借编书把自
己 编 成 大 家 。 所 以 袁 先 生 建 议 ：
“‘大家小书’编委，一人一本好
不好？”

袁先生为“大家小书”当代系
列开了彩头。如何将这个好的开头
接续下去，是一个挑战，既挑战我
们出版人，也挑战更年轻的学术专
业人士。

（作者系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
书”“名典名选”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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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木

“父母怎样让孩子爱上阅读”“怎
样给学生上好阅读课”“怎么做阅读
笔记”“如何培养自己的阅读趣味和
品味”⋯⋯今年年初，中国教育报联
合商务印书馆，共同推出了七节异彩
纷 呈 的 “2020 年 度 推 动 读 书 人 物

‘阅读诊断’公益直播课”。一日一
课，连播一周，令人大呼过瘾。

所选主题，无不取于师生、家
校、亲子在阅读实践中的疑难杂症，
可谓直面现实，也直抵人心；所选人
物，均是教育阅读界的翘楚，或躬耕
学坛，或投身行政，或致力课堂，绝
活迭出，各领风骚。

每个读者的心中，都有一个“名
著梦”，只是惦念有余，而行动不
足。博通百家的刘笑天老师，借何兆
武先生之口，提出“兴之所至，自由
读书”的化解方案，并以鲁迅“随手
抓书”的趣例佐证。对此，倒心有戚
戚。读名经重典，首在兴味，次在方
法，否则难有所成。

兴味在刘波老师的眼里，就是一
种阅读品格。“看伟大的书，人的精
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
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

（赵萝蕤语） 刘老师建议每个人“形
成合理的阅读结构”，从技能到认
知，再到修养，可次第而登，也可兼
顾并举。当然，最难的还是一以贯
之、方得始终的坚持精神。他介绍自
己所从事的“啃读挑战”项目，把阅
读作为一场“阳谋”，一份“契约”，
一次“绩效”，在精神共同体的建设
中，塑就品格的阅读力场。如此特立

独行之举，叫人艳羡，催人奋进。
相比于“啃读挑战”的雄心，吴

欣歆老师“笔记四法”，就是精心、
细心的科学代表。比如，读者诸君写
论文时，常有“索引困难症”。虽然
曾在书中“照面”过某些章句，但等
到下笔时，却翻不到出处。如此尴尬
多了，就只恨没早点儿学会“摘抄笔
记”。而功能强大的提纲笔记，更是
把整本书“读”成一纸图表，“制
图”的过程，就是一种知识烙印与知
识再生产的过程。日久之后，不也成
了钱锺书那样的“四脚书橱”吗？

独乐乐不及众乐乐。尤其对教师
来说，带动孩子成为小书迷，似乎比
本人读书更重要。权友慧老师“抓住
关键期、用好激励法、建立奖励制”
的“微光”读书社，令人心动；袁卫
星老师“有积累、有对话、有链接”
的读书策略，及“把学校做成图书
馆”的教育信条，结出了累累硕果；
林忠玲老师践行新教育的“儿童阅读
基本主张”，扎根深，受众广⋯⋯

在代俊东老师谈管理读书时间
时，突然被她一句“读书即教育”触
动到。当我们关注“书香保卫战”，
改进“减负时代”校园阅读的形式，
建立“教师阅读学”时，这一切慧
识、行动、意志的拼接，不正是“教
育”二字吗？阅读始终是直面人生
的，它厚植与成全生命。

愿每一位教师，都汇入这滚滚洪
流中来。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
沙中学教师）

“阅读即教育”
邱磊

读者回信

话题·“阅读诊断”系列④

与孩子同品
阅读的妙处

林忠玲

重视阅读，为孩子通
向未来准备通行证

家庭教育的使命，是把孩子带进丰
富多彩的世界，而每一本书都是孩子瞭
望世界的一个窗口。让孩子看见世界，
唯有书才能垫高孩子的精神高度。无
数事实表明，人生不过是早期阅读的展
开。

全国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先
生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
阅读史。阅读不一定能延长生命的长
度，但一定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厚度
和高度。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过耶鲁大
学的一项研究，研究者在连续12年里追
踪了 3635 名 50 岁以上受访者的阅读习
惯。结果显示，读书者的寿命普遍较不
读书者长 20%。这项研究认为，书像健
康的饮食和运动，有促进“存活优势”的
效果。

莫言先生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
“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
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
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
我的最大乐趣。”可见童年的阅读对人
的发展多么重要。

2020 年疫情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
事：湖北一位农民工在因疫情即将被辞
退离开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来东
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
年。书能明理，对人有百益无一害的唯
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
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
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
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
旺。”图书馆工作人员看到留言后，随即
拍照发朋友圈。当地工会部门获悉这

个信息后表示，这样的人我们东莞应该
留下，并出面帮这位农民工找到了新工
作。这个故事表明：世界会为爱阅读的
人留一条生路。

经合组织特别强调，阅读素养是所
有学生当下教育及未来工作、生活中能
够成功所需的一项核心技能。

都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但很多
人没有与别人拼爹的资本。拼不了爹，
可以拼阅读。无数事实表明，阅读能提
高 但 绝 不 仅 仅 是 提 高 孩 子 的 语 文 成
绩。现在流行这样的说法：得阅读得语
文，得语文得高考，得高考得人生。

新高考“反刷题、反套路”的命题导
向非常明显，特别强调让学生回到真实
的情景中解决问题。去年高考语文试
卷的文字阅读量已经达到了9000多字，
今后要向 10000 字过渡，其他各学科卷
面文字阅读量也可能达到 5000 字。没
有很强的阅读能力，今后孩子在考场内
恐怕连试卷都读不完。

孩子爱读，从烹制家
庭书香开始

我觉得要想孩子喜欢上阅读，有三
个条件：一是为孩子选择有营养的读
物；二是给孩子营造安静阅读的环境；
三是用父母的读书姿态做孩子的人生
镜像。

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高达 40 多万
册，其中儿童读物约 4 万种。而一个人
一生读书量一般在2000册左右。因此，
我们需要有选择性地把最值得读的书
带到孩子身边。好书的标准有两条：一
看是否传递爱； 二看是否告诉孩子真
善美。

为 孩 子 选 书 要 依 靠 有 信 度 的 榜
单。新阅读研究所作为一个公益性机
构，汇聚一批专家学者的力量，用近十

年的时间研制了十个系列的《中国人基
础阅读书目》，为有购书需求的人群提
供了权威性的参考。

书房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在
选好书的同时，家庭还要为孩子准备好
独立的、安静的阅读空间。目前，有一
种装修新潮流：扔掉你的客厅！将客厅
变成家庭公共学习的空间——书房。
不管家居环境如何改造，关键要善于营
造让图书触手可及的家庭阅读环境。

14 周岁前是儿童阅读的黄金期，特
别需要成人的陪伴。有质量的亲子共
读，可以促进亲子关系的改善，同时也
能让父母找到家庭教育的密码，从而实
现孩子的精神和心灵的真正成长。

在阅读上，父母如果不心动、不行
动，也许你的孩子就会真的输在起跑线
上。有眼光的父母，要挤出时间陪孩子
读书，腾出柜子给孩子装书，养成习惯
陪孩子坚持。

儿童阅读，从浪漫到
精确需要桥梁

有家长问：从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
读绘本，却没有让孩子爱上阅读。如今
孩子上二年级了，还让我们读书给他
听，如何让孩子顺利过渡到主动阅读？

我觉得儿童阅读要经历一个从浪
漫到精确的过程，从绘本阅读到纯文字
阅读需要一个桥梁。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绘本的妙
处。绘本是什么？绘本是通过一连串
的图画与相对较少的文字（有时没有文
字），互相传递信息或讲述故事的儿童
书。日本作家松居直认为，绘本不应该
是“文+图”，而应该是“文×图”。绘本
谁都可以读，因为谁都看得懂图；绘本
永远都读不尽，因为图就是无穷尽的沙
漏；优秀的绘本离哲学最近。

之所以提倡在幼儿和小学中低年
级阶段的儿童阅读要以绘本为主，这是
基于儿童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 0—2
周岁，孩子是靠动作和感知来思维的，
因此阅读方式应以听大人讲故事为主；
2—7 周岁，孩子是靠表象来进行思维
的，阅读方式应以与大人一起共读绘本
为主；7 周岁以后，孩子具有初步的逻辑
推理能力，阅读方式上可以从绘本阅读
逐渐过渡到纯文本阅读。美国有一项
研究表明：儿童自发喜爱阅读的最佳年
龄，一般在7—12周岁；中国孩子的自主
阅读年龄要晚得多。

有家长关心什么时候可以放手让
孩子自主阅读。我觉得亲子共读的进
阶，一般需要这样几个阶段：我讲给你
听、我读给你听、我们一起读、你读给我
听、我们各自读、你自己读。

当然，孩子从读绘本到独自读纯文
本的读物，中间需要桥梁书。何谓桥梁
书？从图画书过渡到文字书的衔接童
书，从亲子共读过渡到能够独立阅读的
童书。阅读桥梁书，孩子将学会独自阅
读，学会享受阅读，逐渐建立阅读的自
信和习惯。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桥梁书，如《黄
色小水桶》《亲爱的小熊》《是谁在摇铃》

《青蛙和蟾蜍》《狐狸福斯和兔子哈斯》
《不一样的卡梅拉》《女巫温妮》《小兔卡
尔故事集》《不不园》《吸墨鬼系列》《萌
萌鸟系列》⋯⋯经由阅读桥梁书，帮助
儿童探索自我，矫正性格，激发兴趣，最
终抵达内心的幸福。

阅读之法，贵在读进
去吐出来

胡适先生说：“至于读书方法我已
经讲了十多年，不过在目前我觉得读书
全凭先养成好读书的习惯。”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与其教方法，不
如养习惯。没有好的阅读习惯，再好的
方法都是徒劳。

如 何 让 孩 子 养 成 爱 阅 读 的 好 习
惯？我认为，让孩子爱上阅读的基本策
略有四条：其一是成人示范，让孩子看
到成人阅读给人带来的幸福；其二是选
好书单，不要强迫孩子读他不喜欢的
书，那样兴趣会消失殆尽；其三是关注
同伴们读的书，让孩子读同龄孩子感兴
趣的书，这样他们就能找到交流话题，
有共同的语言密码；其四是建立仪式
感，比如，可以把书作为孩子的生日礼
物，在孩子朗读时全家聚精会神听，等
等。

作为家长要不要教给孩子精读一本
书的方法？我个人觉得不要刻意教。如
果家长自己对阅读的策略不太了解，无
须机械地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整本书
阅读方法的习得，学校是实施的主体，专
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

如果家长了解阅读策略，不妨在亲
子共读的过程中，采取追问、讨论、辨析
等方式，在不经意间让孩子接受阅读方
法的训练。若是家长一定要教给孩子
阅读的方法，可以借助导赏手册，教给
孩子预测、图像化、找重点、联结、提问、
推测、转化、监控等基本策略，为孩子搭
一架向上攀登的梯。

有效的阅读离不开输出，前提是指
导孩子做有营养的阅读。所谓有营养
的阅读，不是翻翻书，了解故事大概，而
是要在阅读的过程中，手不离笔，不断
圈点标注，留下阅读的痕迹，把书读厚；
同时要舍弃枝叶、抓住精髓，在读完一
本书后，形成一个阅读思维导图等，把
书读薄。

让自己产生“认识”“看法”“观点”
“见解”等，这是“读薄”的最高境界。读
书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读了什
么，主要是信息提取式的阅读；第二层
是懂了什么，主要是分析推理、整合诠
释式的阅读；第三层是想了什么，是反
思评价、创意表达式的阅读。

读书的输出，一般有这样几种方
式：“读”书。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字是
用来读，用来听的，不是用来看的，要看
不如去看小人书。”古人常说，读书有三
到：心到、眼到、口到。看三遍不如读一
遍。看书是消遣，读书是求学求知。

“演”书。就是将阅读与戏剧相连
接，把书籍演出来。戏剧表演形式不
拘 一 格 ， 如 经 典 对 白 、 精 彩 片 段 吟
诵、分角色表演等。

“画”书。让孩子画名著插图、画
美文场景、画经典故事情节、画思维
导图、设计创意书签、创作最喜欢的
图书人物卡通形象等，将美术教育和读
书活动融合在一起，满足孩子阅读之后
的创作欲望。

“说”书。要检验学习的成效和阅
读的效果，说出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把自己阅读的东西清晰地说出来，
才表明真正的理解。

“写”书。可以让孩子设计阅读小
报，仿写续写名著名篇，编撰“我的成长
书”，制作孩子个人作品文集等，实现以
读促写，以写促读，读写共生。

“做”书。开展“手指上的阅读”，让
学生把读过的经典作品中印象深刻的
场景，用各种材料复制出来。如读完

《小王子》后，指导孩子用卡纸、皱纹纸、
稻草、蛋壳、田螺、毛线、布条等，创造出
心中的“小王子”的形象。

“观”书。这里的“观”主要指电影
阅读。以经典电影为媒介，将“直观
性”的观影与“抽象性”的阅读有机结
合，融“读、赏、写、画、演”为一体
的直抵孩子心灵的综合性体验，引导孩
子热爱阅读、关注生活，进而引领孩子
的精神成长。

一张张书页就是一双双翅膀，通
过阅读，这些书页就会活起来，带着
你的孩子成为飞翔的小天使！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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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手册》中这样一段话道出了
阅读对生活生命的意义：“阅读是消灭
无知、贫穷与绝望的终极武器，我们要
在它们消灭我们之前歼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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