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悦读2023年4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赵艳红 纪红 S I P ING R IBAO

荐读

《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
新书首发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办

书评

阅读，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好精神底色
孟哲

3 月 29 日 ，由 长 江 出 版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和 首 都
图 书 馆 主 办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和《雷 锋》杂 志 社 承 办 的

《雷 锋 ：人 类 美 好 的 向 往》新 书 首 发 暨 出 版 座 谈 会 在 北
京举办。

与以往出版的雷锋题材图书不同，《雷锋：人类美好
的向往》不仅仅写雷锋个人，还写发现雷锋的人、影响雷
锋的人、雷锋所影响的人，挖掘雷锋日记背后的诸多故
事，全方位展示雷锋的形象，呈现雷锋成长史，彰显雷锋
精神的价值。与会嘉宾就该书的创作和影响进行多角
度、多层次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作者陶克探寻雷锋的
成长、雷锋精神的生成、雷锋文化的表现，文笔在跳跃中
记实，在记实中刻化细节。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方案》的出台，旨在要把开展青少年
学生读书行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明确读
书行动的工作目标、主要举措等，为做好
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开展青少年学生读
书行动，是从立德树人“根基”架起教育强
国“柱梁”的战略安排，是以学生阅读“小
切口”写好素质教育“大文章”的一项举
措，是将校园阅读融入全民阅读的有效途
径。

让青少年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关键在于激发青少年读书兴趣，引导
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做任何事情要
有兴趣驱动，才会全身心投入。阅读亦是
如此。这就需要，一方面要从青少年学生
的角度推荐好读物。根据青少年学生认
知规律和身心发展特点，引导青少年学生
珍惜大好年华，充分利用阅读黄金期，博
览群书、拓宽视野。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
青少年学生读书热情。在书籍的选择上，
家长要少一点功利阅读的禁锢，多一些放

飞灵魂的兴趣阅读，倡导广泛全面阅读，
引导青少年学生在读书中享受乐趣、感悟
人生、获得成长。

让每一个学生都想读书、爱读书、会
读书，从小养成热爱书籍，博览群书的好
习惯，家长要做好孩子的阅读榜样。言传
不如身教。在青少年学生的阅读过程中，
家长既是兴趣点燃者又是习惯监督者，既
是共读参与者又是阅读示范者。良好的
家庭阅读氛围，会使孩子变得更专注，更
容易萌发自发学习的劲头。家长要摒弃
功利短视思想，立足培养孩子的阅读兴
趣、阅读能力与阅读素养。要与孩子共同
讨论、共同分享阅读感受，真正参与到孩
子的阅读世界中，让家里时刻弥漫着书香
的气息，构建互相启发、互相赋能的家庭
阅读氛围。

阅读是一项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精
神活动。学校要组建学生读书社团或兴

趣小组，带动学生互助互促开展阅读；实
施师生共读行动，引导教师与学生同书共
读、同学共进；实施名家领读行动，邀请科
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专家学者和大国
工匠、榜样人物等进校园，开展领读指导；
义务教育学校要将读书行动纳入“双减”
工作，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为学生阅
读创造空间……让书香弥漫在校园的每
个角落，让书香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旋律，
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好精神底色。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
推动青少年阅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群策群力、久久为
功。在这一过程中，要坚决防止功利倾
向、形式主义，不能增加师生和家长负担，
不能把公益事业变成商业牟利行为。当
阅读不再局限于空间和时间，孩子们才可
以浸润书香畅游书海，在“悦”读中快乐成
长。

尽管从古到今，回忆父亲的文
章不少，但张培忠这部以父亲为主
题的长篇纪实文学《永远在路上
——一个农民的一生》，仍深深地打
动了我，读来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这种“别样的”感觉，首先体现
在“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共构
上。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叙
述历史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分
别是“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
史”指的是那些宏大、全局性的历
史，比如社会的沿革、历史的巨变，
以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
物等。“小历史”则是指那些局部
的、常态的历史，比如个体性的历
史，某地的历史，以及关于人们日
常生活、喜怒哀乐、社会习俗的历
史。“小历史”的微观取向可以让读
者看到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
性的历史景象。这部作品就是从

“小历史”的微观视角，以平实朴
素、内蕴深厚的笔致，再现了半个
世纪前后潮汕北部山区农村、农民
的生活情状和精神状态。

在那个年代，面对生活的窘迫、
命运的坎坷、现实的残酷，这些生活
在潮汕地区的农民，凭借他们的孝
忠信义、自强不息、永不放弃、永不
言败的信念和生存智慧，艰辛但坚
毅隐忍地前行。而“我”的父亲就是
其中的代表。为了让孩子们好好读
书，为了温饱和生存的尊严，他种田
之余，还做小贩，当伐木工，长年“走
山内”“走凤凰”“走浮山”。即便后
来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他也没有
放弃“走山内”。这个父亲的形象既
内敛隐忍又坚韧不拔，从中折射出
既传统又勇于开拓进取的潮汕文化
精神。作品通过父亲的一生和命运
的改变，使得“小历史”的叙述落到
实处，使得由这些普通人所构筑的

“小历史”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大历
史”，也使得作品在“我”的亲历式和
见证式的叙述中凸显出非虚构真实
再现客观现实的基本品质。由于作
者没有停留于琐碎的生活表象，而
是以宏观的意识和宏大的视野，从

“小历史”中见大社会，又从大社会
出发理解“小历史”。这样，“小历
史”因为具备了大视野，从而蕴含了
大意义。

多维视角的透视，是这部作品有别于别的纪实文学作品之处。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
作品，而渴望看到更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
而“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功能，就是以揭示秘密、寻找真相为旨归，从
而能更好地满足读者的“真实性”的期待。但在新世纪，由于互联网
的发达，加之现实生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只用单一的方式来记录
生活、揭示真相，显然远远不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通过报告
文学的手法来写人叙事，还借助日记、书信、口述历史、现场图片、笔
记图表、实物展示，以及亲友的评论等，力求多维度、全方位地介入
现实生活，立体地展示一位中国农民的一生。这种多维视角的透
视，复活了生活的原生状态，使作品更具在场感和画面感。这表明，
张培忠不仅是一个“非虚构写作”的有心人，而且他一直处于文学的
现场和前沿。

与多维视角透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是“深描”。所谓“深
描”，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术语，是相对于仅仅描述人的外在行为
的“浅描”来说的。“深描”既指叙述的视角、立场与情感，同时也指
作者在写人叙事时，更注重探讨和展示人物的外在行为背后的意
识、动机、心理活动和精神诉求。就这部作品来说，它的“深描”有几
个层次：

其一是感情的深挚。张培忠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必得心有所
主，情有所归，其至道即在于孝，孝为第一要义。”因有孝，所以有
忠，有义且有情。而这情，系于家乡的土地，系于父亲的来路和人
生，系于父亲对“我”的点点滴滴。因渗透了父子的浓情，作品自然
也就格外地真切深挚。其二是“深描”人物的内心世界。书中有不
少关于父亲心理世界的描写，不仅十分真实，而且符合特定环境下
人物性格的逻辑。其三是“深描”生活细节。大量鲜活的生活场景
和大量毛茸茸生活细节的“深描”，正是作品具有丰满度的保证。而
且，因为有“深描”，这部作品写的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小家”，也
是一个时代农村、农民的生活实录，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群体
的“大家”。

老师们采撷古诗词中的名篇佳作，《塞
下曲》《兵车行》带领同学们站在历史长河
的岸边，静心聆听华夏璀璨的诗篇，那里有
塞北的广袤苍凉，那里有乱世的连绵战火，
那里倔强地渴望着和平时代。《凉州词》《走
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告诉当代中
学生：智在内，勇居外，多少仁人志士，他们
品德高尚，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当外族铁
蹄来犯时，有不畏强权英勇抗争的民族英
雄，我们要以智慧和本领报效国家，继承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敬仰英雄、学习英雄、
热爱祖国、建设国家。《轮台歌奉送封大夫
出师西征》《古从军行》掷地有声，声如洪
钟，誓言豪迈，铁骨铮铮。《燕歌行》气骨遒
劲，豪迈雄浑，表达了孩子们“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成为儒家
士人理想的人生规划，以及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和决心。

一次次诵读，如同经历一次次身心的
洗礼。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师生们进一步
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俊美与睿智，
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理想信念的决
心和信心都豪迈地表现出来。

市第十四中学是“诗教示范校”，是四
平市诗词学会“中（初）小学诗教研究”课题
成员单位，已经承办了两届诗教经验交流
会。他们邀请四平市诗词学会的专家、名
师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开设古诗词欣赏

课、研习课，把蕴藏在师生中的创作热情和
聪明才智调动起来。还成立了“诗教群”，
每周日晚7点30分在群内上课，逐句逐字
教写诗，同步布置作业，秒批秒改，引领师
生融入学习古诗词的氛围之中，并优选在
诗歌创作上有造诣的语文教师打样、引路，
上直播课、录播课，可以回放，利于大家反
复学习。学校研发晨诵课程、节气课程、传
统节日课程，引领学生诵读诗词，感受诗意
四季，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相关的诗词，引导
学生触景生情，学写格律诗。每天语文课
前，各班进行诗词朗读者活动。每个单元，
教师精心设计单元主题作业，诗歌单元成
为主题阅读精品。以诗为脉络的主题教
学，将语文、美术、音乐等学科教师凝聚起
来，形成综合学科主题教学团队，诗词贯穿
于整个主题教学中。持续开展诗歌诵读比
赛、清明诗会、诗歌创作汇报展演等活动。
校刊《小草》增设“带你学写格律诗”栏目，
把师生的诗词作品选上发表。

“诗教交流会是一年一度的我们自己
的‘诗词大会’，我们读诗，写诗，晒诗，跟着
写诗人的队伍前进，觉得浑身有力量，我要
把生活写成诗，每天都读诗，用博大精深的
诗词文化来修为自己。”七年四班于佳凝开
心地说。

“唯有读书思考，才能站到高处”，语文
教师王军说，“教师眼里要有爱，有美，有温

暖，带领孩子们读好书，光照在书页上，映
出读书人的脸庞，那样的画面太美了，真正
的读书是快乐的，一个善于读书的学生一
定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而教师最重要的
教育艺术之一，就是激发学生的读书之
乐”。学校有图书室、阅览室，还有阅读协
会，要买的书列个单子交上去，后勤主任就
会给你买来，这是何等的幸事。阅览室的
存书量在增加，借阅簿上的名字一次次被
顶上去，我知道大家都在读书，如果我要找
的书没在书架上，我会很高兴，不闲置才是
阅览室的标配，也是全民阅读、书香校园活
动持之以恒开展的见证。

说到读书，市第十四中学阅读协会执
行会长、教学副校长何笠华说，读书是教师
自身成长的需要，无论多忙，都要有自己的

精神家园，不论是网络阅读，还是纸质书的
阅读，都要有块“自留地”，养成读书的好习
惯。今年，去援疆的语文教师黄隽，将作为
诗词文化的传承使者，在新疆吉木乃县初
级中学教课的班级，把古诗词这一课上起
来，让四平和新疆两地的孩子联手学习，同
写同吟，共同迎接把诗词变成铅字的美好
时刻。

书香伴校园，阅读促成长，阅读能让我
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增长知识，拓宽视
野，了解信息，增强文化自信。让我们在书
香文化的熏陶下，学而修德，思而知耻，行
而取慎，成而戒骄。实实在在地读书，一点
一滴地读书，争分夺秒地读书。春日正是
读书时，让我们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在阅读中长成更好的自己。

春日正是读书时
——市第十四中学举办古诗词讲读活动

本报通讯员 王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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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4 月 23 日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读书
日”。眼下，围绕“世界读书日”
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已经拉开
帷幕，作为全民阅读的主力军，

中学生必不可少。市第十四中学的语文教师正在给学生们准备一份“厚礼”，
这份礼物就是讲读古诗词，助力阅读会，为他们即将举行的古诗词阅读分享
交流会做好准备。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更是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基础能
力和学习成长的内在需要。近日，教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
等8部门联合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推动青少年学生阅读深入开展，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