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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书评

重氛围 打造良好环境

重家风 携手相伴成长

让读书成为孩子成长的最大舞台
——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校大力推进书香校园建设侧记

本报通讯员 禹春霞

为引导激励青少年学生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助力广大师生拓展阅读视
野，提升核心素养，四平市中央东路小学
校以校园为主阵地，聚焦组织领导、目标

规划、环境创建、活动开展等方面，把家庭参与、社会共享纳入学校的阅读活动中来，
利用现有条件，挖掘潜在资源，开启全新的书香校园创建之路。

重引领 构建有序模式
该校成立了校内阅读工作指导委

员会，确定了读书管理机制，明确从领
导到教师再到学生、从课上到课下、从
校内到校外，应该读什么、怎么读。以
教务处人员、班主任教师参与为主，成
立阅读工作室，按照学校作息时间、学

生年龄特点及假期安排，制定读书内
容、读书及检查验收制度。把《古诗》

《声律启蒙》《三字经》等经典诵读内容
有机地穿插到学生学习当中，并做好
跟踪检查、验收，形成了一体化校园读
书模式。

该校以图书室为中心创建完全开放
式阅读环境，在班级走廊设置为学生提
供书籍的“随读书吧”，在拥有图书五万
余册、占地面积近 300 平方米的图书室
内，分区域设计综合性多彩休闲“书

吧”。充分发挥楼梯、走廊、墙面流通性、
持久性、外放性特点，精心设计与读书相
辅相成的内容。孩子可以读名人故事，
品名著文风，也可以浏览各班阅读文化
墙，饱尝书香，让阅读无处不在。

重习惯 培养兴趣爱好
在每天的晨诵、午读、课间聆听期 间，利用校园广播、多媒体设备有计划地

在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指导下，
该校启动家庭读书会，采取班级、学
校、家庭三位一体的优势互补原则，
开启读、赏、议、写、演的多维读书探
索之路。各家庭在开展读书会的基

础上，还自发以美篇形式记录上传分
享，学校从上传作品中筛选出优秀篇
目在班级、学校展示，孩子们在家庭
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充分感受到读书
形式多样、乐趣无穷。

重活动 比赛连获佳绩

开展读书活动最大的收获就是
老师和学生在不断成长着，特别是
孩子们在生活学习中越来越自信，
在 应 对 事 物 时 越 来 越 从 容 。 在 见
证孩子们阅读成长的同时，一份份
惊 喜 也 翩 然 而 至 ，“吉 林 书 香 讲 书
堂”正式挂牌，该校荣获吉林省“书
香 润 德 亲 子 阅 读 体 验 基 地 ”、吉 林
省首批“全教育大阅读实验校”、五
年 六 班 被 四 平 市 全 民 阅 读 协 会 授

予“书香班级”称号，孩子们更是在
各类读书比赛中连获佳绩。

该 校 将 继 续 立 足“ 家 庭 读 书
会”“校园专题读书会”两大阵地，
在做好图书良性循环交流的同时，
更专注于“读写讲做成才行动”，让
图书室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
让读书成为孩子们最喜欢做的事，
陪伴孩子们走上高度阅读、深度阅
读的读书之路。

江苏作家顾正宇的儿童小说《运河
少年》，书写居住在运河边上小城少年
成长的故事，别出心裁地选择“斗蟋蟀”
这一儿时游戏为中心情节，巧妙地将少
年对于自然、家庭、生活的理解糅合其
中，创造了一方自有奇趣、别有洞天的
水边成长风景。

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不仅要有扣
人心弦的故事，还要有引人入胜的讲
述，其中一个关键元素是叙事声音，因
为这个声音带领读者进入故事世界。

《运河少年》采用第一人称，但不是童年
忆旧之作常用的以成年之“我”回望童
年的视角或略带沧桑的调子，而是直接
以此时此刻的少年“我”的率真声音来
打开故事，从而将少年的气息蓬蓬勃勃
地漫溢，镜头鲜活地切入少年的现实生
活和心灵世界。在那不知天高地厚、还
算无忧无虑的年纪，尽兴“玩乐”是其生
活调色板上的主要光彩。作者反反复
复用“津津有味”来描绘孩子们的生活：
津津有味地看街上做鸟笼的手艺，津津
有味地听朋友讲故事，津津有味地吃梅
花糕和小馄饨，津津有味地看鱼鹰捉
鱼、看蜘蛛与蜈蚣打架、看捉到的好蟋
蟀，津津有味地听爷爷讲蟋蟀经、听爸
爸讲斗蟋蟀秘诀……正是因为作者发
现生活处处“津津有味”，所以才如此满
怀喜悦地“津津乐道”。

《运河少年》的情节主线是孩子们
对玩蟋蟀的痴迷，尤其是不厌其烦地描
绘一浪更比一浪高的蟋蟀较量，打斗回
合写得极为生动细致。在层出不穷的

“虫界武林”景观之外，作者还加入“蟋
蟀文化”：饱读诗书的毕爷爷介绍了《促
织经》和《蟋蟀谱》等古典知识，曾是玩
蟋蟀高手的爸爸则传授捉蟋蟀和养蟋
蟀的心得。爸爸教导孩子调教蟋蟀要
有讲究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要把蟋蟀
当成朋友，珍惜和善待它们。由此，玩
蟋蟀就不再是单纯的取乐，而是投注
了情意和伦理。少年们玩蟋蟀的历程
波澜迭起，涉及“人与虫”及“人与人”
的关系。斗蟋蟀故事的“醉翁之意”不
在“斗”，而在“和”，包含少年们对蟋蟀
的爱护、与对手之间的和好。从起初
的痴狂和屡战屡败，到懂得斗蟋蟀的
窍门而反败为胜，一路跌宕起伏。最
终孩子们彻底放弃斗蟋蟀的念想，满
足于听听蟋蟀的叫声就好。《运河少
年》中的游戏书写有着丰富的文化底
蕴和情感意蕴。少年们对玩蟋蟀的态
度变化映照其性情和思想的成长，正
是在重重诱惑和磨难中，少年开始郑
重地辨识和谨慎地选择。小说将少年
的成长写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
有义，而“运河”也让这一成长变得柔
润和宽广。

地域小说历来注重风景的描绘。
《运河少年》写运河边上的小城生活，河
边是孩子们经常光顾的玩乐和观光之
地，因此河流描写时断时续地穿行在故
事之中。运河，见证了难以言说的少年
心事，是少年敞开内心、释放内心、清洗
内心和疗愈内心的地方。比如，“我”受
男同学激将而愚蠢地欺负了女孩毕小
蓉后，跑到河边去反思和忏悔。“我”在
面临跟随母亲出国还是留在父亲身边
的抉择时，把母亲的来信折成小船随河
水而去……运河以它的宁静与宽厚抚
慰着懵懂少年跌跌撞撞的伤痛，助其走
向平和与坚强。

运河，也见证了少年之间的友谊和
共同的成长。作者将男孩与女孩的关
系写得真实而有趣。男孩们起初因与
女孩为伍而觉得“丢人”，后来放下偏
见，和勇敢善良的毕小蓉成为密友。少
年们各具个性，成为朋友是基于彼此的
尊重、信赖和同气相求。他们一起坐在
运河边看水、看船、看鱼鹰、看江豚，也
看人，这些流动的风景滋养了少年的眼
睛，也让他们的心灵变得丰盈、润泽与
清亮。小说插图中，三个伙伴坐在运河
边眺望远方的画面简洁、恬淡而温暖，
友谊就是在这样的并肩作战、举目同望
中更加笃实和深长。《尾声》将这份情谊
传达得诗意悠远。毕小蓉即将离开小

城，伙伴们最后一次一起坐在运河堤上
看静静流淌的运河水，花吉道说能听到
运河“讲话”：“它说它记得我们所有
人。我们每个人的正面、背面，哭的样
子、笑的样子，它全记得。”而“我”认为
运河是在“唱歌”：“在运河边生活的我
们，呼吸也跟这条河保持了相同的节
奏。白天涛声四起，晚上睡梦悠长。运
河水，为我们每一个人唱了一首独特的
充满希望的歌。在它的歌声中，我们不
知不觉长大。”这段寄情于运河的告白
清新自然、动人心弦。大运河是情意之
河，成长也是这样的一条河，流淌欢喜，
也流淌惆怅，但也有通达，还有彼此的
倾听和记挂……

西班牙儿童文学作家埃莱斯·卡西
欧给世界儿童读书日的献词《有一本书
正等着你》中这样召唤：“不管时间怎样
流逝，所有这些船都在等待孩子们的目
光，让孩子们展开它们的风帆去远航。”

《运河少年》构思巧妙，以质朴、细腻和
灵动之笔描绘了活色生香的小城少年
成长画卷，趣味丰饶而情深意长。当一
本书对我们津津乐道着许多津津有味
的记忆，就像是在铺展一条浪花闪耀的
河流，在不知不觉中引领我们扬帆起
航，提醒我们去重新发现生活中那段被
掩藏的津津有味的时光，回归生命应有
的本真、隽永和敞亮。

津津有味的成长情韵
——读儿童小说《运河少年》

谈凤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日前，来自四平市全民阅读协会的四平市第九届政协委员们开展了“书香政协·阅美英城”庆“七一”诗朗诵活动。
本报通讯员 赵凤武 摄

我喜欢宁静、淡泊和孤独，特别
是清风习习的清晨和一窗明月的夜
晚，若静静地专心致志于读书，不难
体验到那宁静、淡泊和孤独。

清晨，启开窗扉，缕缕清风便破
窗而入，我独坐书斋，流连于“书山”，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本书，或随意翻
阅，或仔细品读。读着、读着，就读出
一种情绪——一种生命的情绪和活
力便开始在我胸中激荡、翻腾。古
人、今人……这时就一一从我眼前走
过，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诉说；古
事、今事……这时就一一在我脑中回
旋，常常使我陷入深深的、甜甜的、苦
苦的思索。读到开心处，我就纵情放
声大笑；读到伤心处，我就任眼泪默
默抛落。如果说，一个人是一个世
界，那么，一本书就是一道“风景”。
世间不知有多少书，那就不知有多少
无限的“风景”可任我们一一领略，读
累了，伫立窗前凝目于远方的青山
——读山，这其实是对读书的另一种
补充。面对山的冷峻、巍峨、奇奥、庄
严，你不由会从书中引发的思绪去作
无限的延伸和遐想：在山的面前，人
是何等的渺小！多少叱咤风云的风
流人物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淘尽
——但山仍横空出世卓然独存，由
此，你就会领悟到人生的短促；由此
你就会进一步领悟到要如何去珍惜
这短暂的人生和如何在人生旅途上
留下坚实的脚印。

一窗明月的夜晚，远离了纷繁喧
嚣的社会、是是非非的人群，有朗朗
明月相伴，徜徉于“书海”之中，任情
感一泻千里奔腾澎湃，让思想海阔天
空纵横驰骋——这本身就是一种妙

不可言的美。读着、读着，你就会读
出满纸的芬芳，读出心灵的舒展。读
着、读着，你就会读出一种美好的人
生况味和一种深远的人生境界：“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何
等的执着坚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何等的无私胸襟；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何等的浩然正气；“仰天大笑出
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何等的自信
豁达；“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
两昆仑”，何等的豪放潇洒：“寄意寒
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何等
的赤胆忠心……读累了，就推窗望
月——读月，这其实也是对读书的
另一种补充。月光是条岁月之河，
它洗涤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人
生，其实又何尝不是一个月亮呢？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看看皎皎明月时被云遮
雾盖，时而又冲出重围重放清辉，想
想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荣辱辱、恩恩
怨怨……心境自然豁然开朗，一切
也就都能泰然处之了。

独坐书斋，静静读书，使我不为
尘氛所染，不为市井所惊，进入了一
种淡泊、幽远、宁静、“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人生境界：这里没有尘世的
喧嚣，没有俗世的烦恼，而是养性、养
生、渴望长寿的一片精神家园。在这
里，我完全解脱了精神的重荷，于心
平气静、宁静至远中，去领悟人生的
真谛，感受万物的灵动，体验生命的
永恒——我的灵魂，正是在这方净土
中得到了慰藉、净化；我的生命，也正
是在这片家园中得到升华、超越……

（杜学峰)

清风明月好读书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
近代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艺
术家。泰戈尔以诗歌成就最高，

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
《眼中沙》《家庭与世界》《园丁集》
《新月集》《戈拉》《文明的危机》
等。他一生共创作了五十多部诗
集一千多首诗，将民族传统与时
代精神完美融合，被誉为“诗圣”。

泰戈尔的诗作庄严而又美
丽。他对生活的认识，对宇宙的
思考，对生命的遐想……给了世
人许多智慧和启迪。泰戈尔的诗
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以《故
事诗》为代表，中期以《吉檀迦利》

《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为代
表，晚期作品则充满了战斗激情
和深刻的自我反省。

泰戈尔的诗歌没有许多华丽
的表述和晦涩的词藻，而是以简
单亲切的语言，带给我们抚慰身
心的温暖和无限深邃的哲理。

《泰戈尔诗选》

科普读物《伟大的中国传统文
化空间》日前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入剖析了文化
空间的渊源和文化内核，列举了大
量案例并对其进行细致解读，以图
文并茂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发虎表示，《伟大的中国
传统文化空间》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

“地理模式”，对相关知识进行了串联
介绍，具有多学科的启发意义，为读
者提供了从地理科学的空间视角理
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文化传承的
思维模式。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空间》

近日，江耀进诗选《在人间总
比天上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诗选共收入作者近三年来创作的

247 首诗歌作品，分为六集，即：
“山河岁月”“生命瞬间”“尘世片
断”“城市镜像”“日常观照”和“感
恩亲人”。

“山河岁月”主要表达对祖国
山河的挚爱和对青春岁月的思
考；“生命瞬间”试图在具体的物
象中自由联想和跳跃，呈现对生
命瞬间的体悟；“尘世片断”短小
精干，每首诗 10 行左右，大多从
某种意象出发，直抵诗意的、纯粹
的哲思；“城市镜像”从不同层面
描刻都市背景下的生存境况，表
达渴望、艰辛、孤独、无奈和期待
等情愫；“日常观照”是在日常生
活的细节和人生际遇的缝隙中，
寻找某种悠长的诗意；“感恩亲
情”抒写逝去的或正在发生的时
光场景，表达难以割舍的亲情。

在诗歌中攀援敞亮的生命高度

播放《论语》《孝经》等国学经典，开展
除班主任外教师早课学习活动。定期
组织以班级为单位的读书交流会、读

书故事会、讲书堂等促读活动，月末在
年组间开展班与班之间图书交流活
动，让读书有乐趣更有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