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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郑国民 苏荣格

自 1904 年《奏定学堂章
程》颁布，我国教育开始由传统
向现代转型，百廿年求索，历久
弥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宛如
一部流动的史诗，映照着我国
基础教育改革的脚步，描摹、刻
画着语言文化发展的脉络，引
领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求知之
路，承载着无数中国人的共同
记忆，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载
体。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作为观
念、认知和情感的载体，过去、
现在一直都承担着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凝聚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
立文化自信等方面的重任。

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内
容以选文为主，被称为“文选
型”教材。不同时期、不同版本
的教科书选文不同，负载、蕴含
着不同的文化观念、教育理
念。鉴古知今，以启未来，以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建国以来小
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研究”等课
题为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小
学（含中职）语文国家教材建设
重点研究基地完成了“中小学
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建设
工作，系统整理、深入挖掘了清
末以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
资料，为深刻理解、分析一百多
年来语文教科书选文提供了基
础条件。同时，数据库建设旨
在响应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
为教材编写提供坚实的数据支
撑，为语文课程实施提供优质
的教学资源，也可探索教育与
文化理解、传承、创新的关系，
探寻语文教科书塑造学生精神
世界、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密
码”。

系统整理辑录教科书
选文信息，建设可多角度检
索和生成的数据库

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面向未来、便于检索生成
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信息标定框架”，每篇选文以作者等基
本信息、文本主题与体裁、教科书版本等5个一级维度和与之相
对应的 31 个二级维度信息进行标定，在科学、严谨的框架基础
上，建设了自清末至今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数据
库先后分两期建设完成，一是清末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
据库，包含中学语文教科书88套620余册、2.3万多条选文信息，
小学语文教科书共248套1000余册、4.5万多条选文信息；二是
1949年以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包含中学语文教科
书38套220余册、1万多条选文信息，小学语文教科书共计35套
270余册、1.5万多条选文信息。截至目前，先后两期建设工作已
圆满结束，并完成了数据整合，开发了具备用户交互界面的资源
平台，依据对教科书选文信息的标签化处理成果，提供规范化、模
块化、标准化的数据管理功能与多角度检索生成功能，很快可开
放使用。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力求容量大、质量高、覆盖面广、
信息丰富，能够客观反映清末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的
全貌和基本特征。

利用、挖掘选文数据，洞悉选文演变轨迹与特征

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蕴含着不同时期国家人才培养的目标与
要求，选文展现出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特点、文化文学观念与社
会生活风貌。从以文化人、教化育人的角度看，教科书选文以其
独特的语言之美、思想之深与情感之真，摇动着学生的心灵，塑
造着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感知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审美品
位和文化素养。如今，我们站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高地，
回望百年语文教科书发展历史，梳理、整合、辑录语文教科书选
文数据，既是响应国家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战略要求，也是
为教材建设做好资源储备和内容优化服务，同时也在回应教育
史研究范式转型的需要，为探索我国教育、语言文化发展及其相
互作用提供研究工具和资源。

借助前期建设的清末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
我们完成了如《民国时期初中语文教科书现代散文选篇研究》

《清末民国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古代作品选文研究》《民国时期
中学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研究》等多篇论文成果。这
些成果深入研究选文编制与文化变迁、教育思潮、课程文件等外
部因素的互动规律；同时洞幽烛微，从选文编制考察其如何从社
会文本转变为教学文本；或者追踪个案，凝练经典作品在教科书
中入选、储存、传送的机制。

沉淀的经典选文，映照着恒久的育人价值

20 世纪前期，以林纾、范源濂、吴研因、穆济波等众多学者
作为主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诸多出版社致力
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开发，留下了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文
质兼美的选文，为后来教科书编选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储备了
数量可观、以备遴选的选文资源。

随着现代教育目标的演进，语文教科书开始注重激励和发
展学生的个性表达，培养其严密的思维逻辑，优化其语用的审
美质地，选文逐渐突破古文的“通解”范畴，民国初期蔡元培
的评论，胡适、鲁迅的小说诗歌，朱自清的散文逐渐进入语文
教科书。而从具体选文篇目来看，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
潮、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基因与现代精神在教科书中碰
撞交融，沉淀了 《归园田居》《项脊轩志》《背影》《荷塘月
色》《最后一课》《卖火柴的小女孩》 等经典篇目，百年来从未
缺席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经典选文是语文教科书编写、研制的关键。有了经典选文，
思想、情感、语言等便锚定在具体情境之中。这些经典选文历经
沉淀、淘洗，逐渐得到学界认可，蕴藏着文化的精髓，饱含着作者
沛然的情思，释放着历久弥新的语言魅力，常读常新，焕发出恒
久的育人价值。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入选教科书也成为文学
作品“经典化”的重要过程与环节。作为作品的文本一旦入选语
文教科书作为教学的选文，不仅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以
其突出的教育价值功能构成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
我们也将继续完善教科书选文史料和数据库功能，把“中小学
语文教科书选文数据库”建成开放、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为
更多语文教育学者、教材编者、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便捷
的学习、研究资源。

（作者郑国民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荣格系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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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珺

“希望中国作家的好故事能够走入世
界各国读者的书房，使大家在全人类共享
的文学殿堂享受彼此的文学馈赠。”在第三
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
会”“BIBF”）“‘故事沟通世界’——徐则臣
对话 30 国汉学家”活动现场，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如是说。

6 月 19 日—23 日，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确如一个庞大的世界书房，吸引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写书人、出书人、读书人。为
期5天的图博会共迎来7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家展商现场参展，22 万种中外图书
集体亮相，举办了 1000 多场文化活动，
近 30 万人次入场参观。据不完全统计，
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 （含
意向） 2100 项。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
出意向和协议1426项。

图博会上，参展的 550 家国内展商集
中展示了近几年出版的精品力作和“走出
去”重点图书。参展图书涵盖主题出版、
哲学社会科学、古籍、科技、文艺、少儿
六大类。

本届图博会的主宾国沙特阿拉伯王
国，通过展示图书出版、书法艺术、饮食文
化和精美服饰，组织学术研讨会、出版交流
会和文化展览等活动，让中国读者对古老
璀璨的沙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以书为桥，促进文化交流，助推国际出

版、中外文明交汇融合。本届图博会开展
了一系列中外出版交流合作项目。

6 月 19 日，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中
国—伊朗经典著作互译项目首批成果发布
会上，发布了伊朗出版的中国 4 种图书《老
子》《论语》《孟子》《我是花木兰》的波斯文
版和中国出版的伊朗 4 种图书《化作红宝
石的心血》、《波斯语教程》（第一册）、《苏赫
拉瓦尔迪论艺术与美学哲理》、《伊斯兰文
明中的艺术史》的中文版。伊朗驻华大使
穆赫森·巴赫蒂亚尔表示，伊中两个文明古
国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合作，从古丝绸之
路到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无不诉说着
两国在科技、艺术与文化领域的对话与合
作。中伊经典著作互译项目首批成果发
布，是中伊两国文明交流的大事，进一步推
进了两国文化合作的持续发展，希望今后
两国在科学、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
的合作关系都有更大的飞跃和进步。

图博会北京展区专设版权输出展台，
北京文化图书、文学类名家精品以及其他
品种出版物琳琅满目：如今年 4 月在巴黎
图书节发布的《潮北京》英、法、西、俄、阿文
版同框亮相BIBF，“北大红楼”系列阿拉伯
文版等主题类图书，“北京古建文化丛书”日
文版、法文版等，《跑步穿过中关村》德、俄、
法、韩、西班牙、意大利、埃及阿文版等，《平
凡的世界》马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版，《穆
斯林的葬礼》土耳其文、塞尔维亚文、俄文、
韩文版，及《人生》俄、韩、英文版，“非物质文
化遗产丛书”英文、意大利文版，《从紫禁城
到故宫》日文、阿拉伯文版，《乡土中国》马来

文、阿拉伯文、哈萨克文版等社科类图书，彰
显了北京市属出版单位、版权机构版权输出
的丰硕成果。

图博会现场，中译出版社出版的《用音
乐学古诗》举行了阿拉伯文版权输出签约仪
式。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总裁艾哈
迈德·赛义德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古诗词更是浓缩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历史与
广博思想，诗词中反映出的情感与思考打破
了跨文化传播的壁垒。用中国叙事讲述中
国式浪漫，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独一无二的
方式。

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诗书里的成
长》，今年 4 月入选“2023 年度中国好
书”，在实现了阿拉伯文版权输出后，本
次图博会上又举行了法文、波斯文版权输
出签约仪式。法国阿尔卡迪亚出版社代表
和伊朗莫瑞甘出版社代表共同表示，期待
该书为促进中法、中伊优秀文化的传播和
互鉴以及少儿出版、儿童阅读交流作出贡
献。

BIBF 专题展是本届图博会不容错过
的亮点。今年的绘本展、艺术书展、插画
展、美食图书展和世界礼物市集吸引了不
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阅读爱好者。

以“打开绘本 看见世界——越长
大，梦想越大”为主题，本届绘本展保留
了往届深受观众喜爱的“特色 IP 展区”

“中国原创展区”以及“大师书房展区”，
同时与蛋仔派对等 10 大热门 IP 合作，展
示了逾万册多语种优秀原版绘本，举行了
60多场绘本主题活动。

本 届 插 画 展 汇 集 了 百 余 组
“2024BIBF 插画大赛”专业赛道和少儿
赛道的优秀获奖作品，并举办大赛颁奖典
礼、业界专家论坛等活动。展区还设置了

“插画师生存角”，供世界各地的插画师与
爱好者前来展示作品、交流版权、欣赏插
画艺术，分享“生存之道”。

从经典菜谱到创新料理，从中华美食
到异国风味，今年的美食图书展邀请了 10
余位顶级名厨和美食作家，举办烘焙＋书
法、非遗·宋代点茶等多场活动。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在《植物的记
忆与藏书乐》中说：“纸是植物的记忆。”本
届艺术书展的“主题展”以植物的视角开启
一段艺术、历史与文化的旅行，结合自然研
究、植物景观、文献读本、艺术家书、摄影及
绘画，与读者一起“在纸上种树，在书中寻
纸”。策展团队围绕“纸之路”这一主题，针
对不同观众群体，策划了丰富的工坊活动，
邀请观众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纸张、书籍、印
刷、艺术的乐趣。

第三十届图博会的 LOGO 以红色的
数字“30”为设计元素，图案既像书又似鱼，
象征爱书人在书籍的海洋游弋。

“故事沟通世界”是图博会承办单位中
图公司自2018年起开展的品牌活动，邀请
莫言、余华、阿来、张炜、曹文轩、刘震云等
作家与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进行对话，旨在
向世界讲述丰富多彩的中国，让世界听到
精彩的中国故事。而以书为桥，用阅读沟
通世界——这也正是我们在本届图博会上
所深刻感受到的。

以书为桥，用阅读沟通世界
——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侧记

朱子辉

写作的意义：
再创一个审美的新世界

所谓“自我认同与情境写作”，就是通
过文学写作，再现并新创一个审美的人生
情境，实现自我生命的体认与超越。在这
一点上，古典诗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
是它短小精练，随时可咏，将人生中的一个
个剪影快速地记录下来。这有点儿像我们
现代人手里的智能手机，遇到心仪的风景，
随手即拍。古代很多诗人的写作即是如
此，比如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千
多年以前，终南山辋川一带，某个黄昏时
分，山林日照一刹那之间的光影流变，被王
维用这首短短的小诗记录下来，而且永远
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之中。二是它
音律和谐，充满美感，更能让学生体会到汉
语言文字的特点和魅力，从而更加热爱我
们的母语。比如孟浩然的《春晓》，千百年
以来，之所以广为传诵、妇孺皆知，就是因
为它嘤嘤成韵，“晓”“鸟”“少”这三个分布
在不同句末的韵脚字，将整首诗串联起来，
顺口一读，前呼后应，优美动听。三是它意
象丰富，境界深远，深入其中，不仅能获得
审美的愉悦，而且还能实现心灵的超越和
自由。我自己就写过一首小诗：“芦苇丛中
水气清，田田荷叶贴波平。白云飞鸟归何
急，且共孤舟半日横。”这是我在白洋淀游
玩时的亲身经历，那里有丛丛芦苇、田田荷
叶，坐在渔人的小船之上，近处是碧波荡
漾，远处有白云飞鸟，实在是美不胜收。用
这样一首短小的七言绝句把当时的情境记
录下来，这些美丽的意象就成了我心中永
恒的风景，而且直到现在，每每往复吟咏之
时，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当时优美的情境
之中，内心感到无比畅快和愉悦。

写作第一步：
做一个“能感”的人

以古典诗词作为写作的载体，成为我
讲 授 这 门 课 的 主 要 内 容 。 在 动 笔 写 作
（“能写”） 之前，我要求学生做到“能
感”与“能观”。“能感”就是要深入生
活、热爱生活，对宇宙人生有自己真切的
认知与感受，这是写作的第一步。王国维
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
界”，无论是春花秋月的“景物”，还是喜
怒哀乐的“感情”，要酝酿成为文学作品
中的“境界”，其关键在于“真”。如何做
到“真”呢？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有一颗敏
锐、细腻而善感的心灵。李白的“相看两

不厌，只有敬亭山”，其中蕴藏的是一颗
孤独伤感而又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和依恋的
心 ； 杜 甫 的 “ 香 雾 云 鬟 湿 ， 清 辉 玉 臂
寒”，让人动容的是他那一颗在战乱流离
中对久别的妻子深情眷念的心；王维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经意间流
露的则是一颗历经宦海沉浮而最终参透人
生的觉明之心。没有这一颗颗感受人间冷
暖、与宇宙万物交感共振的“心”，诗中
的素材又从哪里来呢？这些传诵千年的伟
大作品又如何能产生呢？所以说，“能
感”之心，是写作的源头；而心之“能
感”，则是写作的首要前提。

写作第二步：
做一个“能观”的人

但只有“能感”还不行，因为日常生活
中我们的所感多是世俗的、功利的、琐碎
的，甚至是粗鄙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自
己的所感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审美的眼光
重新来打量它，此之谓“能观”。朱光潜先
生在《诗论》中就曾说：“诗的境界是用‘直
觉’见出来的⋯⋯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
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
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
形象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是的，“能
观”就是撇开一切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全副精神专注于所观事物本身的形象。

以白居易的《池上》为例：“小娃撑小
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
开。”诗题中所提到的“池”，位于洛阳履道
里白居易晚年养老的宅第之内，池中种植
了从江南移植过来的紫菱、白莲，白居易非
常珍爱并一直精心经营着这个小池。可是
有一天，一个调皮的“小娃”突然撑着小艇
闯将进来，他要偷采诗人最为珍爱的白
莲。那么，诗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小娃”的
呢？他并没有呵斥驱赶，更没有教训鞭打，
而是将这个“小娃”的所作所为，完全当作

“池上”一幅别样的风景在静穆地欣赏。白
居易对偷采白莲的“小娃”，没有从现实利
害出发的比较、分析、旁涉，而是把他偷采
白莲的行迹当作池上一个完整的、孤立的
意象去观赏，结果就达到物我同一，也即诗
人淡泊闲适的情趣与小娃天真可爱的意态
相互渗透、往复交流，最终呈现出一幅充满
审美情趣、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而这
正是此诗的“境界”（或称“意境”）。

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
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
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
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
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可见，作者之情趣

（“意”）与所观之事物（“境”），能否达到浑
成合一的状态，从而生成“意境”，关键在于
是否“能观”。而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
中，王国维更是详细地阐述了“能感”与“能

观”二者之间的关系：“诗人对宇宙人生，须
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
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
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所谓“入乎
其内”，就是深入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
有真情实感（“能感”），才有写作的素材

（“能写”），也才能让人觉得真切动人（“有
生气”）。但正如前面所言，文学艺术作品
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世俗情感的真实、真
切，它还必须要有一种超越性的审美品格，
即这里所说的“高致”，而这就需要写作者
能“出乎其外”，也即超脱于现实各种利害
关系之上去看待（即“能观”）宇宙人生中的
各种事物。由此可见，“能感”虽是写作的
首要前提，是写作素材的直接来源，而“能
观”却是写作过程中提炼意象、升华情趣，
最终生成意境的必要保证。

写作第三步：
做一个“能写”的人

如上所述，“能感”与“能观”似乎是“能
写”之前的心灵准备，但实际上二者并不独
立于写作过程之外，而是与整个写作过程
密切相伴。如前所述，“能感”才“能写”，

“能观”才能写出好的、有意境的作品。而
一个写作者是否“能感”，写出的作品是否
能达到意与境浑，有一种“出乎其外”的“高
致”（亦即是否“能观”），最终都要落实到具
体的作品上，落实到写作过程中节奏声韵
的选择、语言文字的组合与篇章结构的构
造等每一个细节上。

在教学过程中，我就曾遇到这样一个
案例：一名学生于早春时节，见风吹花落，
心中有感，便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才见
枝头露，云重桃花疏。狂啸三万里，新叶随
风舒。”细读这首小诗，这名学生之“能感”，
自是显而易见。然而，由于他没有对“风吹
桃花落”这一景象进行整体的审美观照，他
自己内心的情趣首先就不明晰，更别说如
何借助桃花吹落的意象来鲜明地呈现自己
的情趣了。陆机在《文赋》中说，一个作者
虽然“瞻万物而思纷”，但只要自己内心“情
曈昽而弥鲜”，便能做到写作中“物昭晰而
互进”，达到自己的情趣与客观物象之间相
互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从这一角度来
看，此诗中由于没有一个鲜明情趣的前后
统贯，故而诗中的各类物象，诸如“枝头露”

“云”“桃花”“新叶”“风”等，就显得凌乱不
堪，而其间某些隐约显露出情感倾向的语
词，如“重”“疏”“狂啸”“舒”等，也指向不
明，读来让人如坠云雾，不明所以。倘若我
们见风吹桃花落，由此而感慨生命之脆弱
凋零、春光之匆匆飞逝，在这一鲜明情思的
引领之下，重新提炼意象，组合语词，选择

音韵，这首小诗就焕然一新、意趣顿生，试
看：“才见树头花，红深墙角斜。风吹一夜
雨，湿透绿枝丫。”前二句着力描绘树头花
开之繁盛、姿态之优美；后二句转写一夜风
雨之后，枝丫湿重，绿叶萌生。整首诗虽不
明言风雨之后繁花之凋残零落，然而其意
自蕴蓄其间，读者亦自能体会得到。

当然，诗人要将这一呈于心而见于物
的境界，写成不朽的文字，又不只是语言表
达技巧方面的问题，而实在是诗意的寻思
并逐渐走向明朗的过程。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写不出一篇好的作
品，意象芜杂，字句混乱，词不达意，貌似是
语言表达技巧方面出了问题，而根本则在
于内心对自己所表达情思以及所要构建的
意境尚不明确。大家都知道贾岛那个著名
的“推敲”的故事，一字之差，意境却完全不
同。韩愈之所以认为“敲”好，是因为“敲”
字有声响，以动衬静，反而更加凸显了周遭
环境的幽静。可见，诗思一旦清晰，所要建
构的意境一旦明朗于心，炼字造句，语言的
组合与调配，便也就水到渠成。

写作的理想：
表达自我生命，赓续华夏文脉

有个学生在期末提交的作业中附注了
一段话送给我，她说：“连续一个学期的古
诗词创作，始则不知所措，以为强人所难；
终则欣喜若狂，方知自己也能运用诗词表
达自我，唱叹生命，与宇宙人生进行优雅的
对话。回看以前的习作，非常感念老师曾
经的鼓励和细心的指导。我想，或许将来
有很多同学也和我一样，会在老师的启发
和指导下，渐渐步入诗词这方美妙的天
地。”这段话一时间让我深深感到欣慰。说
实话，在今天这样一个人际交流追求短平
快、语言逐渐走向直白庸俗化的时代，要求
青年学生们尝试古诗词创作，我的内心一
直感到忐忑不安，为此还曾多次与负责这
门课程的主管领导沟通，担心我的诗词写
作课是否有被取缔的可能。但学生们发自
内心对这门课程的肯定与认可，让我看到
了汉语言文字的魅力，虽历经数千载，也曾
染满尘埃，但依旧在华夏儿女的心中生生
不息。作为一个古典诗词与传统文化的传
播者，此生若能在学生的心田里种下一颗
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汉语
言文字之美，让他们学会敢于运用这种美
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生命，与宇宙人生进
行最真诚的对话，还有什么比这一理想和
追求，更令人激动和振奋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从读到写：诗意寻思与生命表达

本版6月19日刊发《在阅读的光芒里，展现一支笔的力量》，谈及中学生优质写作与内在阅读
的关系，将阅读写作的话题带到读者面前。2023年9月起，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全校本科生开
设了“写作与表达”系列课程，本期我们约请该校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围绕“自我认同
与情境写作”，谈谈大学生的阅读与写作。同时，欢迎读者就读与写的关系参与讨
论，谈谈自己从读到写的心得。来稿请发至电子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悦读互动”。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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