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美，思美，气象美
——《阅读之美》略谈

■聂震宁

一百条格言式的语录，分设“精
神”“成长”“氛围”“经典”四个维度，
构成朱永新先生新著《阅读之美》的
气象和格局之美。一百条语录都附
有亲切的讲述、生动的故事、中外阅
读理论对照、阅读问题及其解决之
道，构成了《阅读之美》文笔畅达和思
维缜密之美。令笔者有意外之喜的
是，《阅读之美》并非只有内涵及文字
之美，全书装帧也有可鉴赏之美——
画家王绍昌为此书专门创作了 100多
幅精美的插图，外加可以拆卸的 16幅
书签，如此便构成了全书的艺术之
美。一部书能做到如此精心写作、精
心设计、精心制作，其本身就具有强
烈的美学感召力。

朱永新先生倡导全民阅读多年，
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的“一个
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
一句话，成为倡导全民阅读时引用率
很高的语句。他在教育实践中，总能
把阅读与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探
讨教育中关于阅读的问题时，他的见

解常常让教育界人士豁然开朗。书
中的一个观点让笔者印象深刻：“无
限相信书籍的力量，这是教育应该恪
守的宗教教义般的信条。”我们为什
么需要阅读？这个问题看似宏大，难
以回答，但我们可以在欣赏《阅读之
美》的过程中，从不同层面理解它，得
到较为完满的答案。

书中有言，孩提时代读的所有的
书都是预言。在听故事、看故事的时
候，孩子们的价值观已悄然构建。简
言之，阅读的高度决定了精神的高
度。在我们都必须经历的儿童时期，
阅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从未经
历过的世界。儿童读物的作者，似乎
有魔法师般的力量，他们把人类最美
好的事物都融入角色的命运中、情节
的变化里。我们不禁想到那些神话
故事，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
……我们对“坚持”最初的理解正是
从中而来。当下优秀的作者和作品
越来越多，多样化的选择给予了读者
多元化的滋养，孩子们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阅读中慢慢构建起
来。其实，阅读对人的影响不仅仅体
现在儿童时期，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离
不开书籍、离不开阅读。从图画到文
字，从童话到科学，我们对世界的理
解就在这循序渐进的阅读中加深。
这就是书中所描述的阅读的人生之
美。

让笔者感到忧心的是，当下许多
家长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时功利
性目的过强，单靠“刷题”就能提高学
习成绩似乎已成共识。孩子们的时
间被无数习题占据，阅读被抛在一
边。《阅读之美》中则提到了一个反例
——青岛嘉峪关小学一位老师多年
来坚持用阅读代替刷题，实实在在地
让整个班级“脱胎换骨”，毕业时该班
成绩从过去的倒数变成了年级榜
首。阅读能力决定学习能力。阅读
是主动学习，是为了丰富、提升自我
而进行独立思考。“刷题”是被动学
习，是为了考试获得高分揣摩、迎合
出题人的心意。二者对比，人才培养

的长期效果高下立判。焦虑、内卷存
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裹挟的我们
对读书存在饱满的期待无可厚非，但
若仅剩功利性期待，往往会得非所
愿。这就是《阅读之美》要强调的阅
读的学习之美。

阅读是一种精神需求，与书为友
就是与无数个世界为伴。《阅读之
美》的作者在书中提到他自己的童年
经历：小时候在帮母亲打理乡镇招待
所事务之余，喜欢借阅来自五湖四海
的客人们随身带的书籍，这让他即便
身处小镇，也怀有对世界的无限好
奇。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不论是纪
实文学，还是虚构小说，或是其他品
类的书籍。在我们阅读时，我们已经
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通过他人
的眼睛，我们有机会去看见、去感受
另一个天地。人生长度有限，但是人
生广度却可以在探索中无限延伸。
阅读是无形的丝线，连接个人与世
界、生活与历史，我们无法在现实世
界中体验的，文字能带我们抵达。这

就是《阅读之美》描绘的阅读的成长
之美。

叶圣陶先生说，阅读绝不仅仅
是个体的事情，对提高民众素质、增
强国家实力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阅读不仅让个人受益无穷，还
可以让一个民族焕发生机。一个
不 读 书 的 民 族 ，是 没 有 希 望 的 民
族。我深信阅读让人“知书达理”
并且“知书达礼”，阅读可以提高国
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从而
为 文 化 强 国 建 设打下最坚实的基
础。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
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的高
度，就是国家文化的高度。阅读能
力不仅是个人素质的体现，也代表
着一个国家精神所能到达的高度，
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文明的走向。
我们通过阅读继承传统、记录当下、
创造未来。这就是《阅读之美》向我
们展示的“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中国”之大美！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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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放歌 为人民起舞
——《乌兰牧骑礼赞》书评

■王瑶

《旧邦新命讲谈录》
作者：郑开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世界历史上绝大多数
的古文明、古文化都消逝在历史
长河里，唯有中国历史和文化五
千年一气呵成，绵延至今？本书
作者认为旧邦新命之历史文化意
识赋予了中国文化强韧的生命
力，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和思想史
研究的精神信念和学术旨趣。

（据《西安日报》）

《散文艺术论》
作者：柏峰著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本书立足当前散文发展实
践，对散文艺术进行了较为宏观
和贯穿性的研究与论述。作者
从散文发展的主要文体来论述
我国古典散文，通过一些重要的
作品来分析现当代散文，也介绍
了一些外国散文，为新时代散文
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经验与史
料。 （据《陕西日报》）

《晚安》
作者：钟二毛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收入70后实力派作家钟
二毛最新创作的十部中短篇小说，
或温情或幽默或冷峻，或紧贴现实
生活或融入幻想元素，以多样化的
叙事，从不同角度剖开都市空间的
幽深内部与当代人的内心隐秘，汇
集为一部主题鲜明的“中产家庭故
事集”。

（据《西安日报》）

《周末妈妈》是作家李德军新
出版的报告文学。这本书讲述了
乌拉特后旗大草原上进行了 11
个春秋的《周末妈妈》活动。这是
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在乌拉特
后旗的大草原上栉风沐雨关爱留
守、流动儿童，温暖着这个世界。
李德军被这个活动感动着，选择
了这个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这
是他在选材方面的成功。

李德军通过深入采访“周末
妈妈”们、结对儿童、学校班主任
老师及学校领导、工作人员等，写
出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这是爱
的故事。爱可以延伸到需要爱的
地方，爱的种子种植在人类爱的
土壤里，每个人既是爱的传播者，
也是爱的传递者，世界将因爱而
温暖。每个人又将得到的爱传播
出去，爱的种子就会遍布世界的
每一个土壤，爱就会无穷无尽，爱
就会遍洒世界。

李德军讲述的爱的故事是人
类存在的故事，是一个大主题，讲
述人类存在的真实，正是文学的
任务。李德军为了讲好这个爱的
故事，努力塑造好每个故事的主
人公。这些“周末妈妈”的光辉形
象感动着读者们，他们不但在物
质方面照顾留守儿童，还在心灵
方面关爱留守儿童。

世上只有妈妈好。李德军用
真实的故事描绘了“周末妈妈”的
爱心。读着这些故事，我经常被
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感动的同时，
我在想这已经不是一个巾帼志愿
者服务活动，是一个大爱活动。
如果每个人都像这些“周末妈妈”
一样为困境儿童献爱心，如果每
个人都是“周末妈妈”和“周末爸
爸”，每一位受到爱的温暖的孩子
也献出爱心，也献出温暖，那么这
个世界将是爱的世界。

大主题、大格局、大意义是这
本好书的大价值所在。况且这本
优秀的报告文学还实现了新闻性
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李德军还
生发出一些富有哲理意义的格言
佳句以及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
恶的道德规范，体现了一个作家
应有的道义与担当。

李德军的叙述语言流畅、自
然、优美，充满了诗意，明显地提
高了报告文学的艺术素养和表现
技巧。结构严谨，节奏简洁明快，
这本书的成功也从实际意义上体
现了“周末妈妈”这一爱心公益活
动的成功。希望“周末妈妈”献爱
心活动能够被推广到内蒙古各盟
市、旗县，从而使巾帼志愿者服务
活动工作与时俱进，迎合人民的
需求。希望李德军继续写出优秀
的好作品，为广大读者提供宝贵
的精神食粮。

讲好爱的故事
——《周末妈妈》读后

■李悦

“小草最大的膂力，不过是挑起一粒露珠；
小花最大的功能，不过是散发一缕幽香；可是
无数的草和花连在一起就会成为广阔无垠的
草原。”作为《乌兰牧骑礼赞》的开篇，作者仅
用寥寥数语就完美概括了一代又一代乌兰牧
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
辗转跋涉，以蓝天为幕布，以大地为舞台，为
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
音和关怀，体现了乌兰牧骑一专多能、服务
基层的奉献精神和认真创作、不断创新、坚
韧持久的敬业精神。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触，
真实的描写，独特的叙事技巧，将乌兰牧骑
60 多年来的发展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
眼前。

《乌兰牧骑礼赞》是展现乌兰牧骑发展过
程的专著，为了完成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宋然、
尚文达二位作者从内蒙古最东边的呼伦贝尔
到最西边的阿拉善，行程几万里，采访了全区
几十支乌兰牧骑，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全
景式的报告文学，总字数长达二十多万字。这
样的大题材在这些年是比较少见的，其现实意
义十分重大。另外，采访之详细，资料考察之
扎实，相信每一个读者都有体会。这个作品是
对乌兰牧骑 60余年风雨历程的记录与书写，清

晰的历史脉络，重大事件的叙述拿捏，大量精
确的数据，某一个具体故事的前后追踪，让人
印象深刻。同时，分析了乌兰牧骑诞生的文化
基础、地域基础、时代基础，梳理了乌兰牧骑的
发展脉络，阐释了乌兰牧骑的内涵实质，探究
了乌兰牧骑的时代意义，是生动展示乌兰牧骑
活跃身姿的理想读物。

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是报告文学写作过程
中的重要一步。乌兰牧骑，蒙古语原意为“红
色的嫩芽”，乌兰牧骑是我国文艺战线的一面
旗帜，是享誉当代的红色文化品牌，是我国民
族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独特创举。上世纪五
十年代的内蒙古草原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
通不便。1957 年 5 月，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
派出工作组深入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正
蓝旗、正镶白旗等地进行文化调查，根据牧区、
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和居民点极其
分散的情况，要使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
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
员一专多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
队，关于建立乌兰牧骑的最初构想就这样开始
形成了。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1957年 5月 27
日正式制订了乌兰牧骑试点计划，1957 年 6 月
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群众文化工作比较活
跃的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自建
队之日起，乌兰牧骑就把“为人民服务”写在自
己的旗帜上，舞台上，他们既与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又给群众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一
代又一代的乌兰牧骑队员奉献自己的青春，为
基层的农牧民带去精神文化，形成了独特的

“乌兰牧骑精神”。作者敏锐地从中发现重大
题材，通过讲述乌兰牧骑的创立与发展，乌兰
牧骑队员在演出时的经历，使读者在了解乌兰
牧骑发展史的同时感受到乌兰牧骑担当、付
出的精神。

《乌兰牧骑礼赞》一书以“乌兰牧骑的创立
发展”“乌兰牧骑的成长故事”“新时代的乌兰
牧骑”等多个部分组成，通过 20多万字的描写，
全面展现乌兰牧骑继往开来的奋进历程，热情
赞颂党和国家对乌兰牧骑事业的重视关怀，深
刻展示乌兰牧骑这一“红色文艺轻骑兵”的风
采，诠释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吃苦耐劳、甘
于奉献、团结拼搏、勇于创新的乌兰牧骑精神。

乌兰牧骑，是一首伴随岁月流淌的歌，歌
声荡漾之处，是悦动的凝聚，是文化与文明的
深情注视，作者以一封情寄草原的信拉开大

幕，将读者带进乌兰牧骑的世界，领略乌兰牧
骑的风采。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内蒙古自
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全体队员受到“十九
大”精神鼓舞，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他们的
工作和学习情况，2017年 11月 2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百忙中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写了回信，高
度赞扬了他们取得的成绩，鼓励他们永远做草
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在
新时代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
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
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乌兰牧骑建队之初，装备是简陋的，一辆
马车，两块幕布，几盏汽灯，两顶帐篷；队员没
有经过专业训练，是“具备初步的民间歌舞和
艺术知识者”，按照今天的标准，只是基层文
艺爱好者。他们笑对酷暑严寒、莽原沙海，和
广大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哪里最需
要，哪里最偏僻，就到哪里献歌献舞”作为目
标，不讲条件，不计名利，牧场毡包、田间地
头、林场哨卡、厂房车间，甚至乡亲的炕头，都
是他们的舞台。万人剧院不怯场，一位观众
不懈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一专多能，每个
队员至少掌握 4 种以上表演技能，在两到三个
小时的演出中，每个队员都能表演一二十个
节目。他们身兼数职，坚持演出、宣传、辅导、
服务的建队宗旨，时刻将群众冷暖记在心上，
不仅送去欢乐的歌舞，还送去了图书、药品、
邮件、技术等，群众称他们是“八大员”——社
员、宣传员、演员、保健员、理发员、投递员、炊
事员、售货员。他们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
的纽带，是播散欢乐的使者，是沟通草原和世
界的桥梁。人民群众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达了
对他们的敬重和喜爱——“玛奈（意为：我们
的）乌兰牧骑”。

之后，乌兰牧骑参加了全国汇演，他们在
汇演中体现出的高昂的革命精神、鲜活的农牧
民生活、浓郁的民族特色、火热的艺术激情、艰
苦奋斗的作风，给整个汇演带来了思想上的震
撼和深刻的启示。后来乌兰牧骑进行了全国
巡演，在那个过程中他们一旦了解到英雄事
迹，就会编入新表演，向大家传播这些故事和
精神。乌兰牧骑坚持深入基层、为基层群众服
务的奉献精神，影响了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全
国巡演中增强了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在党
的教育下，乌兰牧骑队员们的觉悟也日渐提

高，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必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无条件的，所以即使再累、再辛苦，只
要牧民希望他们表演，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地完
成演出任务。

在《乌兰牧骑礼赞》中，优美、生动、通俗、
感人的文学语言随手拈来,如在“为一个人演
出”中，有这样两段描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在一次巡演中，途经一片草原，见一个羊倌赶
着一群羊在放牧。这是一个常年与羊群为伍
的老牧民，岁月在他的脸上镌刻了一道道皱
纹。他说，这辈子没看过节目，也是头一次见
到乌兰牧骑。“我们给你演一场。”队员们当即
停下脚步。第二天早晨，乌兰牧骑就要走了，
老额吉用酸奶和面蒸了一笼屉花卷，看着队
员们一口一口吃下去，拉着队员的手一个劲
地问：“你们啥时候再来呀？”队员们的眼里顿
时淌下热泪。走出老额吉的家，其他牧户的
牧民老幼等候在村口，问的也是老额吉问过
的话，问了一遍又一遍，送了一程又一程。

作者通过运用这些朴实、没有华丽辞藻却
充满强 烈 生 活 气 息 和 地 域 特 征 的 文 学 语
言 ，十 分 精 确 地 表 达 了 牧 民 们 对 乌 兰 牧 骑
的 喜 爱 。 用 这 些 语 言 烘 托 的 气 氛 、创 造 的
意 境 ，令 人 久 久 难 忘 ，对 语 言 的 艺 术 加 工 ，
不 仅 增 强 了 作 品 的 文 学 色 彩 ，还 呈 现 了 乌
兰 牧 骑 精 神 ，更 使 读 者 的 思 绪 在 升 华 和 飞
跃 的 同 时 ，进 一 步 加 深 了 对 乌 兰 牧 骑 的 认
知和理解。

当时由 9 名队员组成的“红色嫩芽”，历
经 60 多年风雨的磨炼，让文艺“为人民”的思
想星火燎原。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大地上，
已经有了 75支乌兰牧骑 3000多名队员。

时代在变化，条件在改善，乌兰牧骑热爱
人民的初心没有变，对党忠诚的本色没有变，
艰苦奋斗的本质没有变。这些优良传统是一
代代乌兰牧骑人流淌在血液里、镌刻在旗帜
上 的 誓 言 ，是 乌 兰 牧 骑 永 葆 生 机 活 力 的 根
本。如今的乌兰牧骑不仅走出了内蒙古大草
原，更走出了国门，展示出了新时代的全新面
貌。乌兰牧骑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深
入践行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推动民族团结和
民族进步，促进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乌兰牧骑精神有着凝聚人心的力
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将继续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乌兰牧骑在新时代将继
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