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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出海”需加快步伐

书 海 观 潮
读 家 之 言

读书与读心

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王蒙先生
是当代文坛创作颇为丰硕，并始终保
持活力的作家之一。他著作等身、不断
探索，是文坛的常青树和多面手。而在

新书《文化掂量：王蒙最新演讲录》中，
王蒙则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一位作
家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自信。

王蒙是一位擅长演讲的大师，《文
化掂量》收录了他近10年关于文化的演
讲，他在演讲中对传统文化、文学与时
代精神、文学与人生、文化自信等都进
行了思考和掂量。“将来我们这一代人
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他认为现在
一些通俗文艺作品出现了“空心化”的
现象，大众文化潮流“黄钟毁弃，瓦釜雷
鸣”，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消费者，都应对
高端文艺作品有所追求和赏识。

作为一位81岁的老人，王蒙对当今
文化有何见解？他认为，目前我们的文
艺生活正趋向大众化、海量化，这是挡
不住的时代潮流，但其中也有令人忧心
的现象。在日益以触屏浏览取代苦读的
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深度的、认真的阅
读呢？

王蒙直言，触屏浏览给传统阅读带

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文化快餐代替了巨
著。一种碎片性的思想、消费性的内容、
片段式的想法，已经代替了系统的研究
和发现。他感到一种隐隐的担忧，中国
乃至世界文学，都缺少文化巨人。面对
现代性技术给传统阅读带来的巨大冲
击和挑战，又该怎么办？对此，王蒙说：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阅读，读书，
是获取知识，提高自己文化水准的最重
要的途径。”

王蒙还认为，不同的文学修养造就
了不同的人格、趣味和层次。他以自己
读《红楼梦》的感悟为例：“薛蟠和贾宝
玉俩公子哥，脾气都很豪爽、任性，也都
不是故意害人。但两人最主要的区别是
贾宝玉有文学修养、会作诗，他把对女
孩子的感情都变成了诗。但薛蟠的文学
修养就太差了，只会恶搞。”当爱情没有
了文学的美化和引导，就会无味。他打
趣道：“有点文学修养总会好得多，尤其
是女生，如果你们的男朋友连李白和

《红楼梦》都没有看过，那一定要小心。
因为他脑子里不是钱就是升官，要不然
就是彻底的薛蟠那种。”读来让人受益
匪浅。

英国有这么一句谚语：“宁可失去
英伦三岛，不能失去莎士比亚。”因为莎
士比亚代表的是文化，文化是存在的根
基与理由，所以王蒙认为，真正优秀的
文艺作品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生命力，

“重建的黄鹤楼已不在原址，但是仍然
吸引了那么多游客，原因在于崔颢与李
白的诗”。

说到底，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
文明古国和文明程度与精神气质的体
现，也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文化动力和
发展根基，是我们古老、智慧、丰富的历
史谱系表和最完整的“精神档案”，是我
们全部的记忆、命运和乡愁。读王蒙的

《文化掂量》，能强烈地感到这种文化眷
恋和文化自信。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我一直相信读书是一种习惯，所以有这种爱好的人会
有一种默契，到了读书节时就会济济一堂。今天，我想谈谈
读书与明德、读书与判断及读书与门风的一点点感受。

读书与明德。我们究竟为什么而读书？有很多人都说，
读了书以后我才能有文凭，读了书以后才能有社会的“敲门
砖”“入门证”，才能有“执照”，才能有一个进入职场的凭证，
这些都没错。但是，在我看来，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的，也就
是说读书是为了让我们这辈子活得更明白，这是我所认为
的读书的第一要义。中国的古书《大学》，在开篇有一句话
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
人为什么要读书呢？首先在于明明德，把人性里本来就存在
的光明美好的道德阐明和激发出来，告诉你怎么做人。

人怎么读书？可以说读书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学
习的方式，另外一种是作为生活的方式。今天令我们遗憾的
是，作为学习方式的读书太多，作为生活方式的阅读太少。作
为学习方式就是我要学到知识，要了解答案，我要用这个文
凭在社会上换得一个岗位，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学习能够让
我们知道答案。但是，作为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开卷有益，就是
读书让人安宁。不把阅读当作学习方式，而是当作自己的生
活方式的时候，阅读会是最好的放松。

其实，阅读可以让我们明白怎么接纳这个世界上的不
如意，滋养一颗平常心。常有学生问我，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常有八九，读书后也会有不如意的事情，也是常有八九，为
什么？其实，读书不是滋养妄念的，知道不如意的事常八九，
却还有一二如意事，要把如意事做得更好一点，在如意中积
蓄一点能量。正因为这个事情艰难所以你会更感恩。读书是
给人底线的，底线叫作明德。所以，读书的第一要义在于明
明德，明辨是非。

读书是一种判断，读书的人应该有见识，不被伪命题绑
架。读书就能够在书里读出一切答案吗？不然，这就是我说
的读书要与见识连在一起。见识是眼界，是阅历，是人在经
过了很多事情后的悟性。中国人为什么讲“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阅读需要见识，你读过所有的内容要在见识中被激
活。这种见识最后给了你判断，就是不被伪命题绑架。

读书是一种门风，也就是说读书一定是家族里的默契。
所以我也想跟做爸爸妈妈的人说，不要觉得让孩子把所有
的时间都用在有用的事情上就叫不浪费时间，如果孩子只
看重“有用”，把有用变成标准，这个人就是一部机器。我想
跟现在的父母说，别逼着孩子只读有用的书，他爱读的任何
课外书也许都是对生命的一种滋养。读书是一种惯性，读书
其实是让人超乎功利寻找到一种安顿。

所以我期待阅读的境界是一种终生相伴的祝福，起码
告诉我们从一个孩子到一个老人，在仓皇无助、绝望悲伤
的时候还可以跟自己说，生命就在我的手中，只要有这个
信念在，就有光明的未来，也许这就是读书能给大家的最
好陪伴。 （据新华网）

□于丹

总司令朱德找来正在作出发准备的
罗贵波，听取汇报后再度明确，罗贵波的
任务主要是进入越南了解情况，身份只能
在越南少数领导人中间公开。

1950年1月13日，刘少奇再次和罗
贵波谈话。

刘少奇嘱咐说：“你去越南这件事绝
对保密，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由越南党
中央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赴越

联络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
志明主席和越南党中央按照越南干部的
标准供给。”

中央军委为罗贵波配备了一部电
台，谷密云任台长，还有报务员薛培芝、
机要员张思智，以及警卫员武怀德。

罗贵波挑选李云扬作为他此行越
南的主要助手。

李云扬，1912年生，广东台山县人，
青年时曾留学日本，于1936年由著名共
产党人林基路介绍在日本东京加入中
共。抗战爆发后他到延安抗大任教，
1939 年随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去
新疆。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追随蒋介
石掀起反共高潮，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
党代表逮捕，李云扬也被投入监狱，直
到1946年6月才出狱。

1946年7月，李云扬回到延安后任
第359旅旅长王震的秘书，此后转战至
山西吕梁军区，和罗贵波一起工作。新

中国成立前夕，李云扬来到北京，在中
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此时，准备进入广
东的叶剑英正从各地急调广东籍干部，
李云扬也被选中。由于一时未能成行，
李云扬就先到华北中学担任副校长，主
持校务。

罗贵波打听到李云扬在北京的地
址，匆匆赶到华北中学，对李云扬说：

“现在解放了，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我
们去做，你还是跟我到越南去一趟吧。”

李云扬欣然应诺：“那好呀！我们是
老搭档了，你要我去我就去。”据李云扬
回忆，罗贵波找他谈话的时候，尚无“顾
问团”的名称，当时叫作“联络组”，对外
称“华南工作团”。李云扬到罗贵波身边
后，即负责与李班和阮德瑞的联系，安
排出使越南的细节。

由李班、阮德瑞陪同，罗贵波一行于
1950年1月1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南行。
临行前，他们的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位越

南人刘德福，他是越南总工会执行委员
会书记，来北京出席亚洲、非洲的工会会
议后回国。刘少奇在次日将罗贵波的姓
名用电报正式通知越方，并告知说，罗贵
波一行“经汉口、广州、南宁、龙州，然后
进入越南，大概需一个月才能到达”。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与罗贵波南下
沿途所经之处的中南局和广西、云南省
委联系，要求给予帮助。1月11日，刘少
奇致电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司令员林彪：

“中央已决定派罗贵波到越南，不日即
从北京起身，并同越南代表一路回去。
他们经过武汉及广西时当与你们接洽，
并和你们建立电台联络，以便于他们到
达越南后我方与越南党中央的联系，并
实现对他们系统的帮助。目前你们可令
前方给他们一些临时帮助，数目由前方
与越南商定（后）电告。”

果然，罗贵波一行到达武汉后，林彪
对此事非常重视，特地在汉口设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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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眷恋与自信

《动物也疯狂：了解动物，
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作者：劳蕾尔·布赖特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跑步指南》

作者：跑步指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选取了 100 个初级跑者最为苦恼的问
题，囊括了初级跑者了解跑步所需要知道的诸如
跑步技巧、跑步营养、跑步损伤、跑步装备、跑步
计划等方面所涉及的重点问题。本书由国内最权
威、影响力最大的跑步垂直自媒体——跑步指南
的专家团创作，并采取问与答的形式进行内容编
排，是一本初级跑者必不可少的进阶宝书。

《生活与命运》

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
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
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
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
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
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
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作者劳蕾尔·布赖特曼养的宠物狗奥利弗患了
分离焦虑症，它不仅具有攻击性，甚至有自杀倾向，
最终，它从窗口跳了下去……在《动物也疯狂》中，作
者通过和自己的宠物狗奥利弗一同生活的坎坷经
历，开始对动物的情绪进行研究和探索。书中讲述
了上百个富有趣味的案例，从而启发读者进行深度
思考，学会关爱动物，同时管理好自己和动物的情
绪，拥有更健康更和谐的生活。

2015 年的中国儿童文学海外出版
迈出了坚实的两步，一是接力出版社创
办埃及分社，成立中国儿童文学首个海
外分社；二是浙江少儿出版社收购澳洲
新前沿出版社，开并购之先河。儿童文
学作家李东华将这两件事称为2015年
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标志性事件”。

“这个行为本身是具有前瞻性的行为。”
李东华表示，“国外出版社更加了解当
地读者的需求，更容易把适合当地读者
的作品传递给他们。”

儿童文学输出比例逐年
上升

“今年的儿童文学海外出版策略和
行动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童书出版人
很有远见。”李东华感叹道。自2003年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
去”的发展战略以来，政府相关部门不
断出台新的政策，为新闻出版业“走出
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出版物版权
输出持续增长，儿童文学输出的比例也
在逐年上升。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
情况》，少儿读物类在2014年的图书出
口中累计出版807.08万册，占图书出口
数量的55.06%。

在儿童文学走出去这一事业发展
的前10年，跨文化传播一直是摆在作家
和出版人面前的一大问题。不地道的文
字翻译可能让一道美味的中文大餐变
了味，即使不是难以下咽，也无法品尝
出东方风情。经过10多年的摸索，逐渐
固定下了国外的汉学家进行翻译，再由
国内专家进行审阅的模式，因而，故事
性较强的儿童文学基本克服了这一跨
文化传播的困难。另外，为了更好地将
我国优秀儿童文学推向世界，我国的童
书走出去也在创作层面不断寻求国际
合作。曹文轩的《羽毛》绘本请巴西插画
家罗杰·米罗绘制插画，该插画家还因

此获得了安徒生奖插画师大奖。
《羽毛》的成功不仅是国际合作的

成功，也展现了绘本作为一种儿童文学
走出去的成功模式。这是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近年着力打造的“好故
事，一起讲”项目，进行了跨文化合作的
多种尝试的结果。这个项目还包括马来
西亚插画家约瑟夫·卡迦与我国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白冰合作的《怎样教大象
跳》，比利时儿童文学作家瓦力·德·邓
肯与我国画家徐开云创作的《比利的工
厂》等。目前，中国有很多家出版社都涉
足原创绘本的出版，也因精心打磨而在

“走出去”中受到了格外的青睐。

提高水准也要提升自信

一步步跨过海外出版策略及跨文
化交际的障碍，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仍
然不是一片坦途。近年学界与业界探讨
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水平的问
题。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底蕴普遍不足。李东华曾在点评中国本
土儿童文学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本土儿
童文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简单”，在思想
和艺术上不够丰饶。而中国孩子阅读的
最大问题也在于喜欢“简单”。但是李东
华也表示中国儿童文学短篇是完全可
以达到世界级水准的。

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曹文轩则认
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有相当高
的水准，我们把自己看得太低了，把人
家看得太高了。的确，中国儿童文学在
海外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曹文轩的《青
铜葵花》在英国受到了读者热情洋溢的
评价：“故事动人而深刻，翻译也很美。”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更是让英国网友发
出了“恨不相逢少年时”的感叹。

关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人们
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少儿读物的目
标读者是少年儿童，他们比成年人更能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多元文化。然

而，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比成人文学
更难走进国外读者的内心。对此，儿童
文学作家周锐曾表示，儿童文学的门槛
比成人文学要高，因此立志为孩子写作
的作家更需要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如今
儿童文学的海外出版多为推介曹文轩、
沈石溪、杨红樱等名家，出版人在挖掘
新作家方面仍大有可为。

自“五四”运动提出儿童
文学的概念以来，现代意义
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
程不足百年，而且自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渐入
佳境。儿童文学作家汪
晓军曾表示，我国童书
出版的数量巨大，但
是文化表现力不足，
很难产生有益的影
响。真正有文化品
位、有思想内涵的
童书，仍属凤毛麟
角。缺乏优秀产品
支撑，走出去的劲
道也就不足了。

以上有关中
国儿童文学质量
问题的探讨，反
映出的其实是当
代儿童文学作
家 对 我 国 儿
童文学的一
种“ 望 子
成龙”的

心态，既寄予厚望又缺乏自信。李东华
说，随着创作水准的提升，我们会受到

越来越广泛的认
可。但是心态上不
能急，推广是一个
急不得的过程。
（据《人民日报》
海外版）

书名：《文化掂量：王蒙最新演讲录》
作者：王蒙
出版者：花城出版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