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有云古人有云，，至乐莫如读书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至要莫如教子。。
每天晚上七点半每天晚上七点半，，一家三代十来人一家三代十来人，，相约大厅相约大厅，，齐声齐声

诵读诵读《《大学大学》：》：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止于至善。。
书书，，对孩子而言对孩子而言，，是认识外在世界的重要渠道是认识外在世界的重要渠道，，每个每个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喜欢阅读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喜欢阅读，，也期望孩子把这种愉也期望孩子把这种愉
快的经验快的经验，，延伸到未来的成长阶段延伸到未来的成长阶段，，亲子共享阅读的乐亲子共享阅读的乐
趣趣，，是引发是引发““爱书爱书””极为重要的种子极为重要的种子。“。“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是最高是最高
明的教育明的教育，，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潜移默化潜移默化，“，“不言而信不言而信”。”。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说过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说过：：阅读不是为了写阅读不是为了写
作作，，而是童年时分最应该享受到的一种愉快而是童年时分最应该享受到的一种愉快，，可是阅读可是阅读
的结果却不经意地给了你感觉的结果却不经意地给了你感觉，，给了你语言给了你语言，，给了你无给了你无
穷丰富的想象面貌⋯⋯有了充分的积累穷丰富的想象面貌⋯⋯有了充分的积累，，自然而然就自然而然就

会有表达的欲望会有表达的欲望，，所谓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诚于中而形于外”。”。
九岁的小侄子在北京七宝阁书院读书九岁的小侄子在北京七宝阁书院读书。。放假回放假回

家家，，就被视为老师就被视为老师，，带领祖孙三代齐读带领祖孙三代齐读《《大学大学》。》。只有初只有初
中文化的奶奶中文化的奶奶，，好久好久没有念书了好久好久没有念书了，，许多字都不认得许多字都不认得
了了，，领读的小老师便一遍又一遍领读的小老师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奶奶不厌其烦地教奶奶
读读。。因为奶奶不懂拼音因为奶奶不懂拼音，，还帮助她找同音字代替还帮助她找同音字代替。。有有
孙子的带领孙子的带领，，奶奶学起来奶奶学起来，，可卖力啦可卖力啦！！

通过共读通过共读，，与孩子共同学习与孩子共同学习，，一同成长一同成长；；通过共读通过共读，，
创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创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带给带给
孩子欢喜孩子欢喜、、智慧智慧、、希望希望、、勇气勇气、、热情和信心热情和信心。。

一开始一开始，，妹妹们只是在周围玩耍妹妹们只是在周围玩耍，，慢慢的也受到熏慢慢的也受到熏
陶陶，，加入到领读的环节加入到领读的环节。。五岁多的大妹妹在幼儿园里五岁多的大妹妹在幼儿园里
正在学习正在学习《《论语论语》，》，她便带领大家读她便带领大家读《《学而第一学而第一》。》。三岁三岁
的小妹妹的小妹妹，，也受到感染也受到感染，，做起了最小的老师做起了最小的老师，，带大家念带大家念
诵诵《《千字文千字文》》呢呢！！

经典经典，，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是否敬畏是否敬畏
经典经典，，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能否拥有历史智慧的关键表一个民族能否拥有历史智慧的关键表
征征。。经典是恒久不息的磁场经典是恒久不息的磁场，，它向天地敞开着它向天地敞开着，，只要我只要我
们的心敞开们的心敞开，，或多或少总能感应到或多或少总能感应到。“。“旧书不厌百回读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熟读深思子自知”，”，我们可能已接受磁场的影响却不自我们可能已接受磁场的影响却不自

知知，，但终有一天但终有一天，，会如种子萌芽会如种子萌芽，，破土而出破土而出。。
爷爷小时候读书不多爷爷小时候读书不多，，但一直敬畏典籍但一直敬畏典籍、、欣赏读书欣赏读书

人人。。他说他说，，5050 年前有幸读过年前有幸读过《《三字经三字经》《》《百家姓百家姓》》和和《《增广增广
贤文贤文》，》，后来也接触到了后来也接触到了《《水浒传水浒传》》和和《《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那时那时
没有缘分接触没有缘分接触《《大学大学》，》，半个世纪过去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全家人能够共全家人能够共
读读《《大学大学》，》，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大学大学》》的教导的教导，，让人让人
感觉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感觉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家是社会的细胞家是社会的细胞，，一个细一个细
胞不平安胞不平安，，会影响一个社区的平安会影响一个社区的平安；；家庭有道德教化家庭有道德教化，，
社会和国家才能气血贯通社会和国家才能气血贯通、、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了带动社区为了带动社区
居民建设更多书香之家居民建设更多书香之家，，丹霞养正书院建了起来丹霞养正书院建了起来，，丹霞丹霞
养正蒙学馆也开始了教学活动养正蒙学馆也开始了教学活动，，从亲戚朋友从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左邻右舍
开始开始，，带着孩子们每日读经典带着孩子们每日读经典，，孩子们每日回家带着父孩子们每日回家带着父
母读经典母读经典；；社区公益讲堂社区公益讲堂，，定期邀请知名学者定期邀请知名学者，，前来传前来传
经送宝经送宝，，为赤水的文化发展不断注入活水为赤水的文化发展不断注入活水。。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一智能灭万年愚”，”，以经典之场以经典之场
觉醒吾心之智觉醒吾心之智，，点燃吾心之灯点燃吾心之灯，，激活吾心之场激活吾心之场，，复以吾复以吾
心之智激活他心之智心之智激活他心之智，，吾心之灯点燃他心之灯吾心之灯点燃他心之灯，，吾心之吾心之
场激活他心之场场激活他心之场，，天地就会被智慧之光通透朗照天地就会被智慧之光通透朗照。。

文文//王清婉 赵 婧

不言之教 潜移默化

通过共读，与孩子共同学习，一

同成长；通过共读，创造与孩子沟通

的机会，分享读书的感动和乐趣

我并不期待放假，因为作为两个宝宝的妈妈，一想到
要全天候面对两个臭小子，立马就“感觉身体被掏空”。
带着一个两岁半、一个七个月的宝宝出行，对我来讲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猫在家里通过万能
的“朋友圈”神游世界。在看各种吐槽的同时，咱也没闲
着，跟着几年前淘的 《北平风物》 逛了逛老北京，弥补一
下不能出游的遗憾。

此书的作者是陈鸿年先生，在北平住到三四十岁，
1949 年迁至台湾。公务之余，陈先生开始记录早年的北
平生活，抒发对故都的思念。

陈先生说：“记得刚离开学校门儿，初初到外省做事
去，哪有心做事啊！天天想回北平，天天想告假回家。最
初家眷没有跟去，人家还说是想媳妇儿，后来家眷去了，
而仍然从心眼儿里，不愿离开北平，像是在哪儿也待不惯
似的！”这种感情是真真切切的。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在北京生活了 10 年，也有如此
感受。在北京住习惯了，哪里都不想去，就觉得这里方
便，就觉得对很多地方都熟悉。即使没去过，也能从脑海
里搜索出一点相关知识。可不是么，故宫博物院、北海小
白塔、天安门、国子监、天坛、中山公园、雍和宫⋯⋯一
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外地的小学生听了之后也能讲出
很多故事来。

咱们就随便捡几处逛逛吧。先说这中山公园。“中山
公园在北平市的长安街上，巍峨的天安门，左边是太庙，
右边便是中山公园。一进大门直行，经过一段松墙夹道的
大路，枝干遮天，绿荫遍地。”这地儿我老来。天安门门
前每天游人如织，谁能想到，就在这熙熙攘攘的地方，还
有这等幽静的公园。您要不注意，还真就可能错过了。现
在，公园里的参天古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遮
天蔽日，似乎只有那斑驳的树皮在轻轻诉说着沧桑变
化。树是古的好，花是新的好。花也是一景，品种各异、
争奇斗艳。春天的郁金香，秋天的菊花，吸引着无数的

“长枪短炮”。
我爱中山公园，却主要是奔着这里的音乐厅来的。

“社稷坛的东边是音乐室，两旁是灌木林、芍药圃。”当时
觉得这里真特别，因为一般的音乐厅都单独修在外面，圈
一大片地，再建个小广场，各种宣传和商业广告铺天盖
地。这边可倒好，安安静静地躲在公园里，生怕被各路商
家看到。下午逛逛公园，晚上再听场音乐会，感觉人生也
不过如此。

听完音乐会，经常会感到肚子饿。出了公园，往东走
两站，就到了东安市场，这里有陈先生念念不忘的“北平
吃食”。“东安市场有几家水果摊，这个时候想起来，仍是
哈喇子流老长！倒不是想那又大又甜的蜜干；也不是想粉
红淡绿，肉松而脆的北地大苹果；也不是一汪水儿，没有
一点渣儿的大鸭儿梨，而是摊上的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最普通的是‘山里红’做的，一旦做成糖葫芦，有生的，
有熟的，有带核的，有去核儿的。有去核儿内加豆沙的，
加胡桃仁儿的，吃到嘴里浅酸淡甜，清脆爽口。固然是孩
子的恩物，成年人又何尝不想来一串儿！”东安市场现在
还在，乘地铁一号线王府井站下，上来就是。路边摊上有
几家卖冰糖葫芦的，就跟陈先生说的一样，看了就想来一
串。一边吃着冰糖葫芦，一边和好友逛商场，岂不美哉。

常听身边同事说，看您是不是北京人，那得喝碗豆汁
儿试试。“一大枚一大碗的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奉送
白吃的，爱吃辣的，还可以白饶给您几滴橙红的辣椒油。
稠乎乎，热腾腾，酸不叽儿，香喷喷的。如果再吃上两套
烧饼麻花儿，作为下午的点心，真来劲！”要说这豆汁
儿，我还真没在别的城市见到过，要想尝尝，还得在北
京。但豆汁儿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至少我就受不了
那股酸臭劲儿。

“故都最好的一个乡风是：和气、敦厚。中国的地方，
差不多都走遍了，若论对人的和气，不欺生，哪儿都不胜
北平。”这点我深有体会，如果您初来乍到，在二环的胡同
里拿着地图研究，保管有位老大爷按捺不住，非得问您，
要去哪儿啊，知道路么？要是瞅您一脸懵，“他能掰开了、
揉碎了地告诉您，甚至带着您走一段路”。

北京有这么多好玩的，好看的，好吃的，再加上这淳
朴的民风，谁来了会舍得离开呢，谁走了不会怀念呢。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月朗风清，一定不能辜负了北
京最美的季节。

随《北平风物》

赏京城秋光
□ 丛薇薇

（“中国好书”8月排行榜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提供）

传统纸书还能活多久？从电子书诞生的那天起，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网民数字阅读状况调查报告（2016）》显示，
62.7%的受访网民认为数字阅读迟早会取代传统阅读，
其 中 ，持 此 观 点 的 20 岁 以 下 的 受 访 者 比 例 高 达
82.9%。可以说，这部分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未
来方向。那么，读屏上位、读纸下台，真如他们设想得
那样，已经箭在弦上？

数字阅读成大势

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经写过这样一
篇科幻小说，在 2155 年 5 月 17 日，小男孩马琪发现了
一本爷爷给他描述过的、真正的书。“书页已经发黄，皱
皱巴巴的，书上的字全都静立不动，一点儿也不像他们
平常在荧光屏上看到的‘书’那样，顺序移动。读到后
面，再翻回来看前面的一页，刚刚读过的那些字仍然停
留在原地。”

2155 年的场景，也就是未来 139 年以后发生的事
了。不过，在很多人看来，以当下电子书攻城拔寨的迅
猛态势，传统纸书与电子书之间这场“战争”会提前分
个胜负，数字阅读也会更早地取代传统阅读。

如今，过快的生活节奏和繁重的生存压力，让人们
普遍缺乏阅读习惯和阅读氛围。大多数人也没有时间
和耐心，认真读完一本厚重的书，反倒是手机、电子阅
读器、iPad 上或蕴含哲理，或文字优美，或简单实用的
短小文章更契合当下碎片化的阅读需求。

韩可胜是微信公众号宝宝念诗的创始人，他正是
看准了数字阅读的“逆袭”，才创办了自媒体产品。“数
字阅读灵活性更强、内容更多元，也更易于互动，近年
来挤占了传统阅读的不少份额。虽然数字阅读以短文
章和资讯为主，要是把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加起来，一
年下来的阅读量也是不小的，对全民阅读具有不容忽
视的推动作用。”韩可胜说。

数字化时代的“读书人”变多了，手不释卷的却变
少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换了个姿势——低头，
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滑动；眼球轨迹呈 F 型，前几行细
读，后面就开始略读。一系列数据也很能说明这种趋
势：2015 年中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连续
7 年持续上升，达到 64%；而在 1999 年，只有 3.7%的人
使用互联网，数字化阅读的概念甚至还没有出现。

在某房地产公司从事法务工作的靳晶，就是数字
阅读的拥趸之一。“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让
阅读成了一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事情，省时省力
省心还省钱。”她说，“有一次，我从网上买了几本纸质
书，难得有时间翻开看看，突然觉得字号有点小，就下
意识地把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放在书上，往对角线的方
向拉，这才发现拿在手里的是纸，不是屏幕。”

可以说，数字阅读已经走过“试验”阶段，成了大势
所趋。但在原创性、精品性、权威性等方面，与传统阅
读还有差距，往往被贴上“浅阅读”“功利性”“娱乐化”
等标签。在上面提到的那篇科幻小说中，马琪感慨爷
爷生活的年代——“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或许，这
也传达出阿西莫夫“只剩下冷冰冰的屏幕是件无聊的
事情”的观点。

所以，数字阅读并非无懈可击，它又怎能以不完美
的姿态完全取代传统阅读呢？

传统阅读还未死

数字阅读有其拥趸，传统阅读也有“死忠粉”。天
津市耀华中学教师张颖朝更喜欢一卷在手的质感。“读
纸质书，能营造出油墨书香环绕下的独特氛围，让自己
的心慢慢静下来。现在的社会有点过于浮躁了，所以
我也在引导我的学生和孩子多读些真正的书。”

最具说服力的数字，也证明了传统阅读没有死去。
先看看第一组数据。调查发现，2015 年我国仍有

57.5%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还

有 1.2%的国民勾选了“习惯从网上下载并打印下来阅
读”的选项。

再说说第二组数据。研究显示，91%的德国人在
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其中 23%的人年阅读量
在 9本到 18本之间；25%的人年阅读量超过 18本，大致
相当于每三周读完一本书。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书
架，家庭平均藏书近 300册，几乎全部都阅读过。

“事实上，人类传统的纸质阅读已经在漫长的历史
沿革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心理积淀，比如，手感、气味、节
奏。而与心理有关的内容最难改变，即使一部分人快
速地接受了数字阅读的形式并乐在其中，但也不会彻
底转变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上海江东书院 CEO 李道
胜说，加之，“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已经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所谓“书
香”，自然应该包括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纸质图
书。“只要纸质图书还在，传统阅读就不会被取代。”

此外，一度衰落的实体书店也出现了回暖迹象。
三联韬奋率先竖起“24 小时书店”的旗帜，实现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深圳、青岛、杭州、郑州、苏州等
地的几十家书店陆续在夜晚点亮了阅读灯光，生意红
火；11 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
导意见》。近日，做线上业务起家的当当网开起了首家
实体书店梅溪书院，24小时营业，线上线下同价经营。

“网上互动代替不了线下社交，新一代的书店不再
是简单的‘卖书’更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休闲的场所。
为此，要注重打造现场体验，注重联系作者与读者，为
公众阅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
值。24 小时营业的书店，更可以为年轻人在夜晚提供
一个让心静下来的地方。”李道胜连连点赞。

随着书店的回归和人们可触摸的阅读需求的回
归，传统阅读止跌反弹，在数字阅读的“夹击”中另辟蹊
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谁又有足够的
把握去唱衰传统阅读呢？

互为补充才在理

既然数字阅读不能完全取代传统阅读，既然传统
阅读也远未到没落的时候，那就应该接受其共存共荣、
互为补充的关系。英国情报学家麦克洛雷曾说：“没有

任何一种媒介可以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总的情形是
相互补充并逐渐统一起来以解决一个特定的交流。”眼
下的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要解决
的“特定的交流”则是为全民阅读构建起各有所长的良
性生态。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看来，传统阅读适
合思想性强、可以反复揣摩、具有收藏价值的书籍，强
调的是“情感体验”；而数字阅读的价值其实还没有被
充分挖掘，真正的数字阅读应该是知识获得并不断丰
富的过程，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个知识点链接到
更多领域，诸如此类高附加值的阅读服务才是关键。

“我们不妨放下长久以来对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
的刻意隔离和比较，因书因人来选择具体的阅读方式，
甚至在阅读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切换。”骆玉明举
例说，需要深入探究的内容，就选择传统的纸质阅读，
而有些了解即可的，则可用数字阅读；农村和偏远地区
纸质书资源缺乏，就可优先选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
完成阅读，而其他地区，则可由阅读时间充裕与否决定
哪种阅读方式更适宜。

其实，读书还是读屏并不重要，因为真正的读书人
是不会在乎书的形式的；况且，印在纸上的对应的不一
定是深阅读，映射在各类电子屏幕上的也不等同于浅
阅读。就好像抱着纸书看穿越跟拿着手机读经典，真
的能说清哪个深哪个浅吗？关键还是要看书的内容，
这实际上是给两种阅读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数字阅读来说，要摒弃当下以互相转载为主、
以复制为快捷路径的做法，好好在提升内容原创性和
创新独特性上下功夫。而传统阅读，则要求纸质图书
更契合大众口味，力求通俗化和精品化，还要坚持内容
与形式并举，注重图书印刷装帧的创新。”关于未来的
发展方向，李道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数字阅读对应
的数字出版尤需补上这一课。付费阅读是必然的，虽
然我国的付费阅读还不成熟，读者也没有养成付费阅
读的习惯，但这是大势所趋，有利于加强对作者著作权
在数字出版中的保护，是对作者创作的尊重。这样的
环境一旦形成，会极大促进数字原创作品的繁荣。

“总之一句话，无论数字阅读还是传统阅读，都是
阅读，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只体现在开卷有益还是开机
有益上。而只要‘有益’，其实就够了。”李道胜说。

读屏VS读纸：相亲还是相克？
□ 牛 瑾

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书”的含义已然多元，有传统纸书有电子书，与此相对应，阅读习惯也分为传统

阅读和数字阅读，且后者势头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