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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速递

“妈妈导读师”：为儿童阅读导航
本报记者 党云峰

●《钱锺书交游考》

在钱锺书逝世 20 周年之

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

泳从一个“钱学”爱好者的角

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锺书的

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学术

趣味的研究、解读文章，结集

成《钱锺书交游考》。在本书

中谈钱锺书的学术态度，谈他

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

谈他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

和思想比较，谈新旧交替时期

人心的嬗变……展现了钱锺

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

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许多钱钟书的观点、言论

在书中属首次披露，使我们能更透彻地了解钱锺书的学

术领域和精神世界。

（谢泳 著 九州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鸣坚白斋诗存》

本书根据民国线装刻

本《鸣坚白斋诗存》点校整

理，收录清末藏砚大家沈石

友诗十二卷、补遗一卷。体

裁多样，多五绝、七绝、五言

古体、七言古体，还有少量

四字短歌等，内容涉及多个

方面：咏物、写景、记事、记

游、感怀、悼亡、题画、题砚、

唱和等。本书除 1921 年刊

刻的线装本以外，并无其他

版本，而如今，当年的刻本

已很难搜求到。此次整理

为相关研究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且有助于人们了

解这位诗人的生平事迹、诗文内容、诗文艺术特色等。

（沈石友 著 徐国华、王立民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中国古道》

近 代 传 教 士 韦 廉

臣的夫人所著《中国古

道》一 书 ，记 录 了 其

1881 年随韦廉臣从烟

台到北京沿途的所见

所闻和所感，展现了一

幅在时代变迁的历史

大视野中，19世纪末中

国北方社会生活的风

情画卷。作者用西方

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细

腻的笔力，描绘了中国

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

和中国社会的世态风俗，为读者留下了大量关于晚

清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忆。

（【英】伊莎贝拉·韦廉臣 著 中华书局2019年

1月出版）

●《厚道》

本 书 以 绿 色 为

基调，书写大自然，

是 蒋 子 龙 的 一 部 自

然 散 文 集 。 作 品 分

为四个部分：草木之

情、山水之乐、风物

之美、故土之思。作

者 在 作 品 中 展 现 了

对 大 自 然 的 深 沉 之

爱，对社会中各种环

境问题进行探讨、思

索，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深情讴歌，对故土

的深沉思念以及对建构家园的期望。作品体现

了蒋子龙一贯的思辨、哲理和深度，展现了作者

的思想沉淀和人生阅历。

（蒋子龙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拾 音 阁

2 月 16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

导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主 办 的

“妈妈导读师”2018 年中国亲子阅读

大赛年度总决赛在北京举行。12 组

家庭在亲子阅读环节阅读了《雨龙》

《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二十四

节气旅行绘本》等图书；在原创亲子

情景剧环节，12 组家庭演绎了他们眼

中的多彩世界。

“妈妈导读师”亲子阅读大赛（以

下简称“妈妈导读师”）设立于 2016

年，致力于将阅读之美传递至千家万

户，把开卷有益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各

地。“妈妈导读师”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很多家庭养成了全家共聚一堂、共品

一书的阅读习惯，已成为独具特色的

阅读推广品牌活动。

增强孩子的文化认同感

为了引导家长带领孩子阅读好

书，增强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妈妈导读师”将 2019 年的主题确定

为“中国文化年”，将引导参赛家庭阅

读 中 国 元 素 图 书 、原 创 中 国 元 素 故

事，并在舞台上表演出来。

“妈妈导读师”活动主办方一直

在探索回答为什么读、怎样读、读什

么 的 问 题 。 去 年 ，主 办 方 在 怎 样 读

上 下 了 很 多 功 夫 ，今 年 则 在 读 什 么

上 做 了 一 番 改 进 ，从 以 往 自 主 选 择

读 本 改 为 指 定 读 本 范 围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这 次 总 决 赛 规 定 的 12 本

阅 读 图 书 全 是 原 创 中 国 元 素 图 书 ，

使 得 这 次 比 赛 充 满 了 浓 浓 的 文 化

气 息 。 石 家 瑞 小 朋 友 在 和 妈 妈 阅

读《给孩子的京剧》时，就扮上了京

剧 演出的装束，配上京剧背景旋律，

和 妈 妈 一 起 走 入 京 剧 艺 术 的 殿 堂 ，

了解生、旦、净、丑等行当。

“我们想给孩子们种下阅读的种

子，并通过阅读让孩子们更加热爱我

们自己的文化。”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表示，

母亲在亲子阅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希望更多母亲引导家庭成员亲近阅

读、习惯阅读、享受阅读，打牢亲子阅

读、家庭阅读这块全民阅读的基石。

同时也希望通过举办“妈妈导读师”

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亲子阅读

热潮，以小手牵动大手，营造整个家

庭“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阅读

氛围。

书籍承载着文化传承功能，通过

家长的引导，阅读成为孩子们健康成

长的智慧源泉。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聂震宁说：“我亲历了全民阅读从不

为大家了解，到慢慢被大家认知，再

到成为许多家庭日常生活重要组成

部分的过程，这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

情。一个人最初的阅读体验影响深

远。我们要让小朋友从小就读到最

美的中国故事，让美好的中国元素成

为小朋友最深刻的文化记忆，从而培

养造就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优秀

青少年。”

家长跟孩子共同成长

充满浓浓爱意的亲子阅读展示、

各具创意的情景剧表演，带领观众和

评 委 步 入 一 个 个 充 满 想 象 力 的 世

界。参赛家庭也是收获满满，王秉熙

小朋友的妈妈认为：“阅读是学习的

基础，也是学习的关键。亲子阅读是

家庭教育的有效方式，是培养亲子关

系的重要途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对

读书的兴趣和热情，还可以拉近家长

与孩子的距离，一起享受亲情、分享

快乐。亲子阅读需要家长用心投入、

用心实践，孩子的潜力需要家长用心

去激发。家长每一次用心参与都会

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都会感受到

亲子阅读的魅力。”

孩子喜爱“妈妈导读师”，因为它

的表现形式是一场场吸引人的故事

会；家长看重“妈妈导读师”，因为它

提 供 了 全 家 共 读 的 平 台 ；专 家 支 持

“妈妈导读师”，因为这是对孩子未来

有益的活动；分赛点单位和机构热情

参与“妈妈导读师”，因为这符合家庭

教育发展的趋势。陈卓尔小朋友的

妈妈说：“孩子在比赛中感受到了知

识的可贵，相信喜爱读书的种子已经

在 孩 子 幼 小 的 心 灵 中 发 芽 ，假 以 时

日，会长成沐浴在知识阳光中的参天

大 树 。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表 演 的 情 景

剧 ，展 示 了 小 选 手 们 出 色 的 表 演 才

能，锻炼了孩子临场应变的能力，在

浓 浓 的 亲 情 中 ，强 化 了 孩 子 的 家 庭

意识、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开阔了

孩 子 的 眼 界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发 现

了 自 身 的 不 足 ，这 些 都 是 孩 子 成 长

过程中的宝贵财富。”

家长跟孩子一起体验阅读童书

的 快 乐 、分 享 阅 读 和 感 受 ，是 最 直

接 的沟通路径，这需要家长有足够

的 文 化 修 养 。 如 果 家 长 每 天 都 看

书，孩子也会效仿。儿童文学作家、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 白 冰 认 为 ，让 孩

子 爱 上 阅 读 ，要 选 适 合 孩 子 阅 读 、

孩 子 能 读 懂 的 书 ，幼 儿 如 果 读 太 复

杂 的 故 事 ，就 可 能 减 弱 对 阅 读 的

兴趣。

扩大品牌活动的影响力

如今，“妈妈导读师”已初步形成

了一套内容清晰完整、形式活泼简洁

的活动模式，并在各地凝聚了一批绘

本馆、幼儿园、书店、图书馆分赛点，

成为“妈妈导读师”的参与者和组织

者。比赛的亲子阅读环节主要考察

家长对儿童阅读的引导能力、家长对

儿童心理规律的把握能力、儿童语言

组织能力、父母子女之间的互动性、亲

子风度仪表等；原创亲子情景剧环节

主要考察家庭的创作能力、合作能力

和表演才能，要求参赛家庭展开奇思

妙想，自编完整的童话故事并亲自表

演；专家点评环节引导父母提高导读

能力，鼓励儿童提高阅读兴趣，帮助家

庭挑选更合适的亲子读物。

“妈妈导读师”品牌影响力的扩

大体现在家庭参与数量、分赛点数量、

专家学者支持力、媒体报道广泛性、自

媒体的转播量等方面。“妈妈导读师”

品牌日渐成熟、影响力逐步扩大。聂

震宁说：“每次到现场看到孩子们这么

热爱读书，我都很激动。‘妈妈导读师’

不仅吸引了很多家庭来参与，还吸引

很多优秀的出版社参与其中，甚至吸

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推广全民阅

读要从家庭做起、从校园做起，让青

少年从小养成阅读习惯、培养阅读能

力，我们的社会才能成为书香社会。”

“洗完脸，刷完牙，娃娃上床读书

啦，爸爸妈妈快来呀，给我讲讲吧……”

手拉手站成一排的参赛小选手唱起

“妈妈导读师”的主题歌《再讲一个

吧》，稚 嫩 的 声 音 感 染 了 在 场 的 家

长和小朋友，“妈妈导读师”在新的

一年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青年作家、诗人杨宏伟是浙江省

德清县尚博村人，长期致力于乡土文

学创作，继出版诗集《远方的诗：年

轮》之后，这部洋洋洒洒 49.9 万字的

散文集《尚博祖屋》2018年底问世，饱

含着他对故乡血浓于水的感情。

这部著作是作者 7 年心血的结

晶，是一部追忆童年与故乡的怀旧散

文集，内容温馨感人。本书主要反映

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者在家乡的

童年生活，记载人物有他的祖父母、

外婆、父母等亲人，以及村民、老师、

同学等，还有各种小动物，充满童真

童趣。书中场景式、情境式地还原了

江南水乡生产、生活的面貌，如钓鱼、

养蚕、吃茶、种田等，展现出一幅绚丽

多姿的乡村生活画卷。作者以祖屋

为中心，视野拓展到尚博村以及邻近

村镇，穿越历史云烟，摭拾记忆碎片，

重现如歌岁月。通读全书，有两个显

著特点：

一是内容真实感人。

古人云：“言为心声。”“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作者热爱故乡，乡情、乡

景、乡恋、乡愁始终是他文学创作的

源泉，在追忆中构筑自己的精神家

园。祖屋保留了一些老家什，是杨氏

几代人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作者以

温情的笔墨书写着一个蚕匾、一张老

床、一条刻着曾祖名字的板凳。

作者创作本书 的 目 的 ，就 是 留

下 生 活 的 记 忆 。 他 在《祖 母》篇 中

说 ：“ 我 的 祖 母 就 是 这 样 的 一 个 平

常人，这样一个曾经存在过又永远

归于黑暗的平常人。但她又是幸运

的，因为我的上述文字将是一种永

远的存在。”他认为：“最大的真实是

心灵的真实，祖屋、我、文字，三位一

体成为心灵；心灵的真实就是写作

的真实。写作者要永葆谦卑敬畏之

心，内心要真实真诚。”为了记忆的

真实，他采访老人，考察古桥、老屋、

村镇，查找侵华日军暴行的资料，并

让母亲重讲儿时故事。晚清外交家

傅云龙是尚博村的历史名人，但作

者没有凭空拔高，而是真实地写出

他与村民生疏隔膜之情形。书中他

对 亲 人 、伙 伴 、乡 邻 进 行 了 细 腻 刻

画，描绘了儿时吃棒冰、挖泥鳅、滚

弹子等快乐往事。他到镇上，“每次

吃完三鲜面，甚至每次在街中央吃

完小馄饨，我们总要跑进馆子店，趴

下身去，把我们细细的手臂伸进柜

台下面的缝隙里——似乎每次都能

捞出落满灰尘的几枚硬币。”只有亲

身 经 历 ，才 能 写 得 如 此 鲜 活 生 动 。

书中叙述的日常生活，如酒醉子凿

杀水牛、二流子击打土狗等等，虽然

行为残酷，也是铭刻在脑海中的真

人真事。因为真实，所以能引起读

者共鸣，令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童

年故事。

二是写作独具匠心。

作者主张心灵写作：“让心灵本身

成为写作的方向和动力，让心灵本身

成为写作本身，让我成为写作本身。”

他对角色变化技巧运用娴熟，“由人而

树桩，由树桩而人；由人而我，由我而

人；由此而彼，由彼而此……其间的

转换是没有痕迹的”。他在《祖屋的

女儿》一文中指出，最为得意的是叙

述的方式：故事里套故事。

在我看来，杨宏伟此书是基于诗

性思维的写作，诗意在笔端流淌，呈

现诗歌式散文。他这样描绘捕鱼场

面：“父母总是心花怒放，看着船舱

里 活 蹦 乱 跳 的 鱼 ，仿 佛 马 上 看 到

了 家 里 的 老 人 孩 子 用 粗 壮 的 筷 子

在 碗 里 夹 鱼 肉 的 情 景 ，这 个 情 景

又 会 让 他 们 再 次 联 想 到 像 筷 子 一

样 形 状 的 用 来 井 秧 界 绳 的 竹 棍 插

在 准 备 插 秧 的 水 田 里 而 在泥水里

投 下 的 弯 曲 的 倒 影……”丰富的想

象，优美的文字，浓郁的情感，文章如

诗如画。

作者文笔老练，内容充实，文字

生动。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农村集

镇的喧闹风情，栩栩如生。乡土世界

里上演的平凡故事，经由作者之笔，

风生水起。他写钓黄鳝：“这根进入

白热化状态的细细长长的线，在洞口

摇摇晃晃、进进出出，一阵又一阵的泥

浆随之从洞口涌出来，就像是一股股

浓烟从老掉牙的老头的嘴里吐出来一

样……我们提着这条活蹦乱跳的老鳝

鱼，蹦蹦跳跳地向家里跑去。当我们

在那条小田埂上奔跑的时候，老鳝鱼

会在深绿色的稻叶或者金黄色的谷穗

上面腾跃，就像刚刚从一望无际的稻

浪里腾跃而起一样。”情节之传神，画

面之唯美，读来恍如身临其境。

作家往往具有浓厚的故乡情结，

鲁迅之于绍兴，有《故乡》；茅盾之于

乌镇，有《林家铺子》；艾青之于金华，

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莫言之于

高密，有《红高粱》。名家写故乡并不

仅限于回忆过去的人和事，而是借此

反映社会变迁和民生疾苦。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

问题，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振

兴乡村，值得关切。作者既在繁华的

国际大都市上海工作，又心怀故乡山

水，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乡土文

学作品。

（杨宏伟著《尚博祖屋》一书已由

文化艺术出版社于 2018年 12月出版）

童年的故乡 温暖的记忆
——读杨宏伟著《尚博祖屋》

鲍永军

台湾作家张大春日前携新书

《见字如来》亮相北京郎园虞社文

化空间，与他的好友、著名作家莫

言 展 开 了 一 场 关 于 中 国 汉 字“ 前

世今生”的深度对话。在现场，两

个同样对中国汉语言文字怀有深

切 情 感 的 作 家 、小 说 家 ，以“ 咬 文

嚼 字 ”的 解 字 方 式 和 幽 默 风 趣 的

语 言 ，与 读 者 分 享 了 他 们 对 于 中

国汉字文化和字词源流的心得体

会和文人雅趣。

《见字如来》是张大春新近出

版 的 一 本 关 于 字 词 辨 析 的 新 书 ，

书 中 的 部 分 内 容 源 自 他 在《读 者

文 摘》杂 志 所 撰 写 的《字 词 辨 证》

专 栏 。 散 文 家 、翻 译 家 梁 实 秋 曾

在 该 刊 开 创 了《字 词 辨 证》专 栏 ，

由 于 梁 先 生 晚 年 写 作 不 多 ，该 专

栏 易 手 ，一 度 由 作 家 林 藜 接 替 操

刀 ，但 持 续 了 一 段 时 间 又 中 断 。

2001 年，林藜过世后，张大春接手

复活了该专栏。谈到他探究这些

文 字 的 初 心 ，张 大 春 坦 言 ：“ 字 有

生命，正如人有生命。字与词，在

时 间 的 淬 炼 之 下 ，已 经 不 仅 是 表

意、叙事、抒情、言志的工具，也不

只 是 经 史 子 集 里 的 文 本 元 素 ，更

结 构 成 一 代 人 鲜 活 的 生 命 经 验 。

我 想 借 着 解 字 重 新 辨 识 文 字 ，写

出 字 词 源 起 的 故 事 ，同 时 为 这 个

时代的汉字文化尽力。”

谈到为何把好友莫言请来“论”

字，张大春说：“我与莫言都是山东

籍老乡，相识已有 30 年。如今，莫

言在写小说之余，重又燃起写字、

解字的热情，经常左右手开弓练习

毛笔字，写些打油诗和对联，并要

求自己写的诗既要幽默风趣，又要

有严谨的格律。作为一个诺贝尔

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开发自己写

作轨迹上付出的心力和上进心竟

跟一个积极争取好成绩的小学生

差不多，经常与我探讨很多字词和

语言问题，事实上他的每个提问又

是对我问题的回答。”在张大春看

来，如果每个文人都像莫言一样，

对每个字词都是一种推敲、怅惘和

不放心的态度，字词的奥秘就会得

以凸显。

论及对字词诗文的兴趣，莫言

自谦地说：“很多本该在 20 岁学会

的知识，我到了 60 岁才开始学，有

点惭愧。古人云：‘老而学者，如秉

烛夜行。’我就像在深沉的暗夜里拿

着蜡烛学习，虽然光芒微弱，但总比

摸着黑好。从去年开始，我对诗词

格律产生了兴趣，经常与张大春通

过微信切磋。面对中国汉字文化的

博大精深，没有人敢妄言对它的来

龙去脉和古意今译完全理解。正如

人都是有来路和出处一样，字词的

演绎和流变折射出中华文脉的发展

演变史。”

为了详解中国汉字的“前世今

生”，两人在现场“咬文嚼字”，对

“粥”“羊”“医”“窎”“西”“灾”“笑”等

字词的演变承袭进行了详细推敲和

字义辨析，并结合其繁体和简体，深

入切磋了汉字文化指事、会意、假

借、象形等造字规律。比如对“羊”

字的解读，张大春说，《史记》形容项

羽“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这种

说法一反一般文本中羊无害、可爱

的动物形象，其实传奇故事、神话故

事中，“猪的笨”“猫头鹰博学”等释

义都是文化造成的，未必是原本的

科学性解释。在谈到“灾”这个字

时，莫言回忆自己 18 岁那年在一家

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时，曾用一根

火柴给厂长、书记点烟，点完后再给

自己点时，旁人及时阻拦说“三个人

一根火柴就变成‘災’了”。另外，有

些字词是由于不同造字原则和书写

习惯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地为人所接

受而保留下来的。

两位作家在一起畅谈，自然离

不开对小说和文学的关注。有读者

询问张大春是否渴望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张大春打趣地回应说：“能得

诺贝尔文学奖比中乐透还难，我没

买过彩票。我一般写七律五言居

多，这类的写作一般不可能进入英

语的世界。”谈到诺奖，莫言一言以

蔽之：“如同萝卜在生长时没想到维

生素，作家在写作时通常也不会想

到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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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朱德》读者交流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 者 冯 倩）2 月 24

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暨朱和平《我的爷爷朱德》《永久

的记忆》读者交流会在北京举行。

该活动由文萃堂读书汇组委

会 、中 国 书 籍 出 版 社 主 办 ，《新 阅

读》杂 志 社 、北 京 市 文 化 投 资 发

展 集团承办，有关领导、老一辈革

命家后代和各界读者代表出席并

参与讨论。

老一辈无产阶革命家朱德元

帅之孙朱和平将军在现场，介绍了

《我的爷爷朱德》《永久的记忆》的

写作体会，并与读者交流互动。

《我的爷爷朱德》一书是朱和

平对爷爷朱德及奶奶康克清的深

情回忆，书中附有反映朱德同志各

个 历 史 时 期 工 作 生 活 的 珍 贵 图

片。朱和平通过近 40 年在朱德、康

克清身边生活的特殊经历，以重大

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以第一人

称和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朱德

同志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

辉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