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书房的很多粉丝早些时候总是在书

房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自己的身边什么

时候有第二书房？第二书房里那些好的图

书，好想自己的孩子从小也能看到。

在2016年4月，第二书房启动百城千群万

里书香大型公益阅读活动，在4月读书月，几

天内火速以地级市为单位，几百个城市父母学

堂微信社群自发而成。而后在线上开展大咖微

课，邀请梅子涵、曹文轩、孙瑞雪、方素珍、

余治莹等一线的专家大咖分享育儿、阅读、教

育等微课。线下协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电子工业出版社、英国 DK 公司大百科、

文化发展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20多

家爱心出版机构支持优质童书在200多个城市

开展图书漂流，组织了3000多个漂流书包走进

12万个家庭，通过微信大量传播，辐射影响人

群超过 3000 万。线上和线下结合，让优质童

书、优秀专家——大城市的优质资源利用互联

网得到最快、最大发挥和均衡发展。

孩子天生都是喜欢读书的，重要的是在

适当的时候家长让孩子接触到好书。只要提

供丰富的好书，自然会激发孩子的阅读热

情。我们就通过由 10本优质童书组成的漂流

书包漂进千家万户的方式，让孩子首先看到

这些好书。一个个漂流书包就像是一个个流

动的图书馆，走街串巷，又像一个个火柴

头，点燃一个个家庭的阅读热情。

图书漂流是逼出来的创新。“百城千群万

里书香”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将传统阅读

与互联网新媒体融合起来，将媒体资源与社会

力量动员起来，最终也将尽可能使各地的孩子

在阅读启蒙方面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两年以来，“百城千群万里书香”规模

越来越大、图书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深

入人心，各地参与热情非常高，但现有资源

难以满足需要。早些时候图书漂流征集图

书，很多时候就是靠“刷脸”，去要到很多

出版社的支持。另外书包、快递、漂流手

册、社群微课等直接成本越来越高，都由第

二书房来承担。为了使更多孩子受益，书房

也一直在四处寻找可持续、给力的支持。

2018 年，希望公益基金会向第二书房抛

出橄榄枝，设立漂流书包公募专项。“百城

万里图书大漂流”作为“百城千群万里书

香”活动的重磅升级，也作为希望书库第三

期首发项目，终于得到强势续航。

在圈内频繁发出孩子们渴望读到好书、惊

喜读到书房好书的晒书晒活动信息后，很多好

消息也紧跟而来。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

理事长聂震宁，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

一直持续支持活动并担任活动顾问，把控图书

关。放入漂流包的，一定都是经其推荐的好

书。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

关注到活动，繁忙之中为活动进行指导，并成

为活动顾问。“百城万里图书大漂流”也由希

望公益基金会、韬奋基金会、新阅读研究所、

第二书房联合护航，这势必将影响更多孩子、

更多家庭。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的发布，将全民阅读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李克强总理也多次把“全民阅读”写进 《政

府工作报告》，希望“阅读无处不在”。“百

城万里图书大漂流”就是实实在在推进阅读

无处不在、提升全民阅读素养的具体行动。

我们坚信，有爱读书的孩子就有我们放心的

未来，对一个家庭是，对一个国家更是！

（作者系第二书房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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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创新
□ 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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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
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在
我们很小的时候，书籍就在滋养着我们的
生命，在我们心中播下诚实、爱心、节
制、坚韧、责任的种子。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
童书就是漫漫阶梯的第一个台阶。在这个
倡导全民阅读的社会，孩子们读什么样的
书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童书里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发现，对
于培养性格，只靠说教是行不通的，只有
通过阅读才能有效达到塑造性格的目的。
在孩子 12 岁以前，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
的建立，将为他今后塑造良好品格打下坚
实的基础。“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
有奇功。”童书就是最初点亮我们心中黑
暗角落的那束光，对我们一生的成长都具
有深远影响。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泳波认

为，给孩子看的书应该是有力量的。好的
童书应该向孩子传递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有审美的启迪，并
产生积极的能量。

儿童文学作家韩青辰认为，有力量的
童书有四个特点：一是直面现实，二是打动
心灵，三是叫醒灵魂，四是创建生命。“就
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一种纸灯笼，下面一圈小
小的蜡烛，点燃后，热气会让纸灯笼往天上
飞。一本有力量的童书，读完以后就像是一
个不断上升的纸灯笼。越有力量的童书，它
的热量越大，它可能飞得越高越远，成为我
们头顶的星星、月亮和太阳。没有力量的童
书读完之后，就像一滴水掉在地上，我们再
也找不到它，甚至我们有一天会后悔为什么
浪费时间读这样一本书。”

“童年的秘密我们远远没有发现，童
书的价值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其实，童书
是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悄悄地藏在一个
个人物、动物的命运里，借此构建起孩子
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儿童时期一旦养
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将会受益终生。”
韩青辰说。

埋下阅读的种子

阅读的种子是在家庭里播下的。“你
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
柜柜的黄金。但是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
我有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一位孩子从心
底流淌出的诗句充分说明了家庭氛围对阅
读的影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马
宗武说，无论自己的工作有多忙碌，每天
都会抽出一些时间与孩子共同阅读，分享
名家经典。这对家长自身来说，是一种情
操的陶冶，对孩子来说，更是一种无声的
教育，有利于学生在品书的过程中心灵得
到滋润、净化，更有利于亲子双方在文化
修养上实现共同提升。

中国作协少年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纳
杨认为，给孩子选择书籍，首先要给他充
分的自由度。在孩子还没真正喜欢上阅读
的时候，首要的任务应是想方设法激发他
们的阅读兴趣、保护他们刚刚萌发的阅读

兴趣，而不是用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
么、什么书读了要没收……这样的“禁
令”去扼杀他们的阅读兴趣。

然而，对于阅读什么样的书，孩子其
实是没有分辨能力的，而有些书是纯娱乐
的，只要好玩儿就够了。或许，孩子喜欢看
在校园中流行的漫画书；或许，孩子迷恋恐
怖悬疑的儿童文学；或许，孩子喜欢看内容
很肤浅的流行校园小说……“作为家长，下
一步关键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书，并去挑选一
些好的书跟孩子喜欢的书放在一起，让他不
经意间就能拿来读。如果他读了，想要跟你
说一点他的感受，你要认真听，马上回应。
这个是引导过程，要让他知道你在思考他的
想法，在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引导他去读这本
书。”纳杨说。

“给孩子提供阅读环境，是家长的责
任和使命。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
是孩子的第一位编辑，第一位出版人。筛
选的过程很重要。”王泳波认为，作为家
长，要有意识地参与到孩子的阅读当中，
给他提供更多、更具正能量的图书，而不
仅仅是迎合他的喜好。要培养他、引导他
成为一个热爱阅读的人。

为了共同的目标

走进图书市场，经常会面临这样的困
惑：大部分儿童读物都是引进的国外版
权，面对外来读物的冲击，该如何保证我
们的孩子用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成长起
来，成为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人？

王泳波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优秀作
品，譬如曹文轩的经典著作 《草房子》，
累计销售 130 万册，今年预计能卖到 80
万册，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我相信只要
我们把正能量的作品打造好，就能做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从源头上来讲，出版社首先要坚持导
向，避免让低质量、纯娱乐的内容流进童书
市场。因为我们面向的读者是未成年人，肩
负着更大的职责和使命。”王泳波说。

童书出版不仅仅要追求市场利益，还
要传播符合儿童精神成长规律的文化。

“童书的读者是儿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童书出版人必须具有为民族文化
精神打底子的价值关怀。”王泳波说。

韩青辰认为，童书的创作者要真正树
立起为孩子好好写书的信念，慢慢写，写
出高质量作品。一本好的童书，除了思想
和审美统一之外，还一定要有童心和童
趣。“让一个美好的故事在孩子心中生根
发芽，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并从中感悟，这
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难的。”

“给孩子看的书，关系到民族未来、
乃至于整个国家的命运，这么说毫不夸
张。”王泳波认为，国家、社会、企业应
当共同努力，生产更多能传递向上向善精
神的作品。这种作品虽然不像纯娱乐书籍
那样可以热闹一阵子，但是从长远来看，
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功不可没。

☞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童书就是漫漫阶梯的第一个台阶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是孩子的第一位编辑，第一位出版人

□ 姜天骄

4月的一个午后，淅淅沥沥的雨水终结
了山城连日来反季的闷热。等到周红将滴
水的雨伞收拢倒立，把它靠在镂花铁门一
旁，然后徐徐步入客厅，参加这场读书沙龙
的 8 位女性便来了 7 位——有一位将永远
缺席。时钟当当作响，指向2点。

夹着古筝琴音的哀婉曲子在屋里轻轻
飘荡，似是怀念那位不在的友人。虽然，这
个读书沙龙纯属几个文友在蜗居里的自娱
自乐，但两年多来，我们很少缺席。13平方
米的小小客厅，两盆水灵的绿萝垂挂，船木
桌上配一壶香片摆碟点心，几个不再年轻
却各有故事的女子，暂且放下柴米油盐酱
醋茶的牵绊，围绕读书和生活，碰撞间自见
真性情。那些经年累月悄悄融于生命的阅
读，可以令所有发言、演讲或者对话都充满
空灵。我喜欢这样书香味弥漫的下午，既
随性又随心。我们探讨“虚构”与“非虚
构”，探讨“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探
讨文学如何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鲜活生
发，摇曳多姿地呈现着时代风貌、历史事件
和民生百态。

这天沙龙的主题是“与生命相关的一
切”。那位将永远缺席的朋友名叫沙华，是
个小说爱好者和写作者。上个月，她通过

微信给我发了篇读书心得，叫我给她提点
意见。5000多字的美文里，她记下了从20
岁第一次读《活着》到 43 岁第十次读《活
着》的感受，其中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并
且真心认同——“活着就好，活着就得允许
一切是非对错共存，活着便是最大的真
实”。我知道，沙华终于与别扭了几十年的
自己达成和解。这个酷爱读书的女子，15
岁时因为父母对自己的惯常疏忽，由感冒
发烧的小病继而酿下了终身病痛。过去的
很多年，沙华在艰难复杂的生活中抱怨而
行，直到年岁的增长带着她一页页翻开生
活的真相，犹如她在渐渐长成的过程中一
次次重读余华的《活着》——“起初我带着
瞧闹热的心情去看书里那个男人的不幸，
最终顿悟了热爱生活、珍惜生命”。3 月的
一天，沙华病发离世。我们看见，那本已经
翻得破破旧旧的《活着》还搁在她的床头，
经年泪水浸泡得眼睛肿肿的老母亲，亲手
为离去的女儿换上带青竹印记的长裙。

我们在沙龙上分享沙华留下的贴心美
文，一番静默后，气氛又渐渐欢脱起来。这
个下午，刚刚退休、快人快语的周红是主讲，
这次她谈的是山城的故事——那些与这座
新兴直辖市有关的文学作品。她说，这座城
市生她养她，自是与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每
每看见这样的文本，她都不会放过，写得精
彩的，更会手不释卷。文友们大多跟周红一
样，是土生土长的山城人，即便如我来自川
西，摸爬滚打10余年，也足以让我与这座城
市血脉相连。所以，一大堆文友们最为熟
悉、充满地域特征、却蕴含深意的事物，在愈
见闹热的读书对话中被一一列举出来：山城
里，有倔强得“一辈子只哭一次”的重庆女
人，她们以自己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创造了
一座满是“女老板”的大城市；“棒棒”爬坡上
坎挑重担，这种依据山城特殊地貌而在上世
纪80年代初开始盛行的“力气行当”，早已
随着高楼电梯以及发达的运输业日益衰落，
如今只能在老商圈觅到他们的踪迹，“最后

的棒棒”生存成谜；真正好吃的火锅与小面，
藏在某个小巷深处；穿越山城魔幻3D的轻
轨里，载着正在创业的年轻人，载着进城打
工城市立足却又回乡创业的巴渝农民……

“这些真实存在着、却被山城雾气遮蔽的本
土故事，在文本里相互联系、相互碰撞，发出
响亮的时代之音，显出山城人深藏骨子里的
倔劲儿和韧性，昭示着改革开放 40年的沧
桑巨变”。

午后时光总是短暂。时钟再次当当响
起，指向 5 点，这是几个女子褪去文艺外
衣、回归人妻母亲角色的时候。结束之际，
听得年纪最小的晓晓夸起《南方人物周刊》
上的《黑夜的病人》，说文中用《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构建的深陷失忆泥沼的马孔多小
镇做比喻，讲现实中的失眠会导致记忆力
衰退，很是生动——“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
的状态，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
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致失
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喜欢拿手
机追网文且常常通宵达旦的晓晓，最近正
闹着失眠。“放心，你才不会失忆呢！瞧，只
有你还记得咱 1月份聚会桌上摆的什么点
心。只是呀，放下手机确实要点毅力。”大
伙一边散去一边打趣，外边雨水已经停歇。

那些融入生命的阅读
□ 李燕燕

那些经年累月悄悄融于生命的阅读，可以令所有发言、演讲或

者对话都充满空灵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寨豁乡小学的老师李敏在该校的“焦作市图书馆馆外流通点”指导学生借阅书籍。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