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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们这几个人。
我们这一些人。
为了中国孩子的阅读。
我们乘飞机，乘火车，乘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我们经常在一个地方遇见。
经常在一个地方告别。
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又在哪里再见。
我们每次遇见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可是我们问候得简洁，告别得也匆忙。
童话都不是匆忙的，可是我们却是匆忙地行走在童话播种的路上。
我们无法慢腾腾。
心里的焦急不知从何而来，没有人让我们焦急，是我们自己让自己不安定。
我们的家里都有阳台。
阳台上都有太阳。
但是我们没有坐在那里喝茶。
我们要拉上箱子出发。
我们把最好的儿童文学，最漂亮的图画书装进包里，背着走了。
那真是有些重的，可是我们呼吸得很轻盈，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把它们拿出来，只要一念诵，一扬起
，就注定洋溢了，注定弥漫起诗的呼吸，诗的呼吸是轻轻的呼吸。
　　我们都不到花婆婆的年纪。
可是我们的确已经在做花婆婆的事情。
我们都是有自己职业的人。
我们的职业都不是儿童阅读的。
所以我们这已经走得很远的路是《花婆婆》里说的第三件事情。
我们不想等到头发花白了，坐在漂亮的床上时才想起第三件事。
如果那样，那么又会有多少孩子没有机会。
多少孩子又会不知道什么是童话，童年就光剩下功课功课考试考试，今天的童年反而不如从前的童年
了。
　　今天怎么可以不如从前。
　　今天的童年是多少成年人的最大的惦记。
　　这个惦记在他们的日子的当中，心情的当中，一年四季的当中。
那本优秀的《万花筒》里，老木匠埃利告诉六岁的安绍尼，一棵树拦腰截断，那一圈一圈的木纹是它
的年轮。
安绍尼说，那么他有六个年轮！
可是我们仔细看看，看看天下的孩子，看看现在中国孩子的那个树身，绝不是只有一圈圈的年轮的，
还有多少惦记，多少心思的纹线！
　　把很多的好书，很多的童话给孩子，是让这些惦记能满意地实现，能安心地搁下，而不是总悬在
那儿。
惦念和爱总是悬着不好，它们盼望的是实现，是搁下。
　　我们没有更大的本领来做第三件事，但是我们很相信我们做的这个第三件事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们种下的鲁冰花非常美。
我们已经走的路其实还不远，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我们的第三件事和播种还要继续。
即使很多年后我们真的已经纷纷到了花婆婆的年纪，我们还是不会只靠在漂亮的床上。
我们撒鲁冰花种子的力气总还会有，我们每天晚上对坐在膝前听故事的孩子们说“长大以后还要做第
三件事哦”的力气总还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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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我们的这一本书也看成是鲁冰花。
　　献给中国的童年。
献给他们的父母。
　　献给一切惦记着童年的人。
　　献给那些真正地关心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人。
　　也献给我们自己：　　朱自强　　彭懿　　阿甲　　徐冬梅　　王林　　梅子涵。
　　献给纪秀荣　　献给天津的新蕾出版社　　献给夏天一点儿不热的美丽的北戴河。
　　我们就是在那儿，慢慢地说出这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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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蕾社特邀中国儿童阅读方面的六位专家、学者、阅读推广人，就童年阅读、儿童文学、好书坏
书、读文读图、亲子阅读、班级读书等十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深刻的讨论。
六位作者各抒己见，话语睿智幽默，灵光闪现。
讨论既有学理上的见地，又不乏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本书根据讨论、对话整理而成，充分保留了现场感。
附录部分是各位专家的独家推荐书目和精当点评。
本书对于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教育工作者，对于孩子家长来说，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
梅子涵和朱自强两先生为本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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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子涵，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儿童阅读推广人。
主要作品有《阅读儿童文学》《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儿们》系列《中国儿童文学5人说》
《李拉尔故事》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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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童年阅读2 丰富的书3 儿童文学4 好书坏书5 读文读图6 讲述故事7 亲子阅读8 班级读书9 语文阅读10 推
广之路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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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童年阅读　　梅子涵：阅读的渴望应该属于人性自身安排好的，而不是谁给人类的。
这种渴望和能力当一个人在母体里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存在了。
不然的话，一个母亲在孩子还是胚胎的时候，她(母亲)听到的声音，孩子怎么也听见了呢？
　　一个母亲朗读的那些诗、那些文，怎么会变成一个生命诞生以后的一种气质、一种目光？
　　朱自强：我觉得梅老师提出的这个话题，其实在西方学界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的东西。
比如说对语言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平克就认为，语言是一种本能。
其实就像语言是本能一样，阅读也是一种本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童年阅读。
我觉得在讨论儿童的阅读前，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阅读。
　　阅读是什么？
其实人类的文化是一种象征的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阅读，有些阅读是非常有广义性的：比如
，农夫会阅读土地、阅读天气，然后播种；而渔夫阅读海洋，然后去撒网；小孩子也阅读，他不会读
文字的时候，阅读父母的脸色，决定这个玩具我什么时候要，这件事我什么时候做，而父母不会发怒
，这也是阅读。
再到所谓文化的阅读，比如诗人阅读，他看天空的时候，他会决定这朵云是在流浪还是在回家。
　　在这些阅读里，其实有些不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有些动物也会“阅读”。
比如说棕熊。
大麻哈鱼到一定季节要洄游到它出生的河里产卵，这个时候棕熊也会阅读河水的水温，然后决定在什
么时间来等待，什么时候大麻哈鱼会洄游，我就会有吃的了。
　　这些其实都是所谓动物的本能，跟我们人类相同。
但有一样阅读，是动物不会的。
动物没有语言，也没有语言的这种阅读。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语言印刷成文字的书籍的阅读，当然后边可能还会讨论到“讲述故事”
、“读文读图”这样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谈阅读的时候，其实就阅读本身来讲，有两个面向可以选取：一个面向就是对
阅读比较体系化的研究，或者是理论的研究。
比如，像语言心理学家古德曼有两本在台湾印刷的、也是国内学者很了解的书，一本是《全语言的全
在哪里》，另外一本是《谈阅读》。
他研究的是语言的运作机制和语言的理解过程，是一个普遍性的寻找规律的研究，我们说这是学理性
的研究。
比如，他认为不管是哪种语种，阅读的过程都是一个，只有一种方式。
　　我觉得我们在探讨儿童阅读问题的时候，这种理论性的或者是体系化的建构，可能会渗透到一些
话题的讨论中。
还有一个面向，就是凭着我们自身的感性经验，一种直接的对阅读的接近。
这种接近，像德国作家莱辛，他就说过“书本可以解释人生”，他这种认识完全就是自己直觉性的东
西。
另外写《阅读史》一书的加拿大著名作家曼古埃尔，他说“阅读几乎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
能”，这也就是刚刚梅老师谈到的，“我要活在书堆之中”。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中也有很多人“活在书堆之中”。
这种表述都是直觉性的、感性的、经验化的表述，像说阅读就如同呼吸一般，金庸也说过，“我不需
要钱，但是我需要书，我蹲大牢也可以，只要给我书看，我就可以”。
美国学者爱默生说过，“会读书的人应该是一个发明家”。
其实也是把阅读用简洁的话感性地加以阐述。
我们往中国古代推的话，宋代的大词人黄庭坚说过：“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
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
”其实也是说直觉上阅读的功能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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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我们关于阅读的会谈的话题，其实一个是分析思辨的、建构体系的取向；另一个是我们个
人的直觉的、经验的、感性化的接近。
这两个面向都是可以采取的。
　　徐冬梅：我觉得刚才梅老师和朱老师试图探讨的，是阅读跟儿童生命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对儿童个体的发展来说，首先一个儿童在生命发展的过程
中，随着生命体，也就是生理胚胎的发育一定伴随着精神胚胎的发育。
精神胚胎的发育有两个方面，对一个孩子来说，阅读跟他是什么关系，其实是完全顺应他生命发展的
。
一个方面是他想关注，除了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以外，外部还有些什么，他会去考虑。
因为一个人的直接经验总是有限的，他所看到的。
就像朱老师提到的，棕熊探测水温，但是动物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生活以外的东西。
而人可以借助阅读知道“除我以外的”，这样就可以不止“生一世”，甚至可以经历“万世”这样一
个人生经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阅读经验对我们的直接体验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延伸。
第二个就是，阅读是很直接的，很多童话书表现的主题就是自我认知。
关注“我是谁”，“我怎么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就是关注我们自身。
关注外部、关注人自身，这个时候他必然产生阅读的欲望，我觉得这是从个体的角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阅读是个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阅读是把除了个体的生命发展必需之外，还是一个把个体的生命之流引入民族的、人类的洪流
当中去的过程。
不仅仅我想知道，我还要知道我这个民族、我这个“类”所应该知道的，从这个方面来看，阅读是个
文化传承。
　　朱自强：我对这个话题做一下补充。
阅读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它绝对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的奇迹，是人类文化中最具有生成性和创造
性的一种文化。
　　刚刚徐冬梅讲到了个体和群体。
比如说群体，出现了印刷书籍的阅读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完全改观了，西方学者特别是媒介研究者，
谈到向现代转型、印刷机的意义，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使阅读成为更多的人可以了解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宗教改革对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大量印刷
的《圣经》摆在很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上的话，我觉得宗教的历史就会难以进行，它就
完全会成为牧师的垄断体制；阅读是内省的语言，它促进了个人主义的生成。
因为面对阅读的时候，特别是书籍的印刷、文字的阅读，会促进自我意识的产生。
这点我们从儿童文化发展的历史中看得很清楚。
　　彭懿现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民间童话。
民间童话，它是集体性的东西，但是发展到安徒生为代表的创作童话之后，就变成了个性化的东西。
也就是说安徒生的语言是书面语；而《格林童话》——当然在出版过程中也有很多润色在里面——但
它取自的最初文本是口头的语言，不是印刷的语言，不是在书籍中、在页面中向我们传递，而是通过
声音来传递的。
这种语言很难呈现个性化。
我觉得在我们从群体的角度探讨阅读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的时候，阅读的重要性，应该也是不言自
明的。
　　对个体来说，个人的经验，感性化的、直觉的东西，也可以使我们接近阅读本身。
我想到童年时候的阅读。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在“文革”期间，很多书都是禁书，文化是被囚禁的。
但是只要能找到书，我就如饥似渴地读。
那个时候阅读的东西其实对我的一生都是影响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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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阅读，我不是今天的这样一个人。
当然没有阅读，这个人比现在更好还是比现在更坏都很难说。
　　梅子涵：在一个生命之初，在眼睛、鼻子都还不具备的时候，他会在母体里面聆听，而这个聆听
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阅读。
分娩出来以后，眼睛一睁开就开始看，这也是阅读。
　　这样一种欣喜的、慌慌张张的、模模糊糊的张望本身是来自一种本能。
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孩子一睁开眼睛时的这种张望的阅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唯有来自本能的，
他才会那么慌慌张张，那么热情。
　　我们现在说儿童阅读，一个人的童年需要阅读。
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一个成年人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在向儿童发出一种号召一样，好像是把这
个东西安排给他们。
其实不是，他本身就需要这个东西。
　　当然，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人诞生以后，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缺少一种从阅读四周、阅读门前
的景色到渐渐进入阅读书本、阅读文学的推进，甚至缺少机会走进文学、走进童话。
所以我们要强调阅读，要把这样的机会安排给他们。
他们的生命里有渴望，所以把机会安排给渴望的心就是一件人性意味很强的事。
　　安徒生的那个童话《癞蛤蟆》里说，癞蛤蟆的头顶有一块闪闪的绿宝石，所以它总想飞翔。
我们也是在告诉孩子们，人的头顶也是有这块“绿宝石”的，它叫“渴望阅读”，它叫“阅读的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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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把我们的这一本书也看成是鲁冰花。
　　献给中国的童年。
献给他们的父母。
　　献给一切惦记着童年的人。
　　献给那些真正地关心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人。
　　也献给我们自己。
　　——梅子涵　　从根本上讲，对阅读的选择，关涉到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预设和选择。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智慧、更加理性、更加前瞻、更加建设地推广儿童阅读。
我想，这个“中国儿童阅读六人谈”只是儿童阅读研究的一次上路，而路，会相当漫长，更会相当泥
泞、艰难⋯⋯　　——朱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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