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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60 年前，1962 年春节期间，不到 20
岁的刘心武在 《中国青年报》 发表了 《赏

梅迎春》 一文。他不认识报社任何人，自

发投稿，被编辑一眼选中，安排在副刊头

条，还配了一张挺大的图。

刘心武在文章中侃侃而谈，似乎对梅

花、梅树、梅子都很了解。当时在中国，

梅树主要生长在江南，他并未去过江南，

他所定居的北京，那时候只有盆景梅，还

没有地栽梅。文章怎么写出来的呢？就是

通过阅读。

1977 年 ， 刘 心 武 发 表 短 篇 小 说 《班

主 任》， 被 认 为 是 新 时 期 文 学 的 发 轫 之

作；1984 年发表长篇小说 《钟鼓楼》，获

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现在北京早已有了

梅林，而刘心武也成了“80 后”，但他仍

在写作，2014 年与 2020 年分别推出长篇

小说 《飘窗》 和 《邮轮碎片》。

刘 心 武 的 写 作 方 式 非 常 “ 与 时 俱

进”，最早是用笔，1993 年开始用电脑打

字 ， 是 当 时 作 家 圈 中 最 早 一 批 触 网 的 ；

2005 年，他在 《百家讲坛》 节目讲 《红楼

梦》，成为一时文化现象，先有视频后有

了书；2021 年，他又玩起了“听书”，在

喜马拉雅开了个人电台“听见·刘心武·

读书与人生感悟”，前不久出版的两本新

书 《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

的路》，就是先有音频后有书。

刘心武说，这两本书是奉献给青年读

者的，“就如一株老梅树，只要精气神还

在，就该再开出花朵，对社会、对年轻一

代，有所奉献。愿我自己这株老梅，还能

继续报春”。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两本新书，正
好对应了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与“行
万里路”，你觉得对作家而言，这两者各
有什么作用，又如何相辅相成？

刘心武：作家要创作文学，普通人也

有表达感情、与人交流的需要。在这个过

程中，读书与行路的经历都特别重要。在

我 的 青 年 时 代 ， 可 读 的 书 没 有 现 在 这 么

多，社会流动性也比较少，即便在那样的

条件下，我也尽量多读书、多走动，去开

阔自己的眼界。

简单来说，读书等于是用心灵来行路。一

个人再会旅行，也受到时空限制，去再多地方

也终究有很多空白。阅读可以使个体生命突

破时空约束，不仅穿越空间，还能穿越时间。

也 有 一 些 人 始 终 读 书 ， 但 不 怎 么 走

动，比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主要创作源

泉来自他的图书馆，当然这是个案。对大多

数写作者而言，还是要走出自己的家门、走

出自己的居住地，去观察、去体验。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作品以关注现
实为特征，你曾说自己是“深入生活”写作。

刘心武：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作，

一直是“深入生活”写作。我的作品就是

通过生活去寻找素材或者灵感，所以在我

身上，读书和行路得到了深度结合。

有一部分作者觉得“深入生活”的提

法太老旧了，认为作品主要是靠想象，还

出现过极端说法，只要文字先锋就是好文

本，人物、情节、故事根本不重要。但慢

慢地，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就淡了下去，说

明现实主义还是很有生命力。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深入生活，作
家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与实践？

刘心武：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现实主

义的经典中汲取营养，一是从母语文本中

汲取营养，后者对我很重要，也是我当初

为什么选择讲 《红楼梦》 的缘由。我当时

的观点遭到了激烈抨击，但很吸引人听，

因为我并不是以进入红学界为目的，我是

以从 《红楼梦》 中汲取营养的角度为出发

点，比如怎么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形象。

中青报·中青网：很多作家都有自己
的“灵魂栖居地”或者说“文学故乡”，
你的文学故乡是北京吗？

刘心武：对，北京。我出生在成都，

但对成都没什么印象，我家很快搬到了重

庆，我在重庆度过了童年，8 岁随父母到

北京定居，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我就是一个北京的老居民，是一个北

京市民生活的写作者，我的使命就是描绘

哺育我的这座生生不息的城市。当然，虽

然 我 始 终 书 写 北 京 的 普 通 市 民 ， 但 就 像

《邮 轮 碎 片》 里 出 现 了 形 形 色 色 的 北 京

人、中国人、外国人，所以我的创作是与

时俱进的，不会只盯着胡同杂院。

中青报·中青网：你现在的日常生活
与你书中描写的北京有什么关联？

刘心武：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住

公寓楼，我承认我的生活是挺立体的，和

胡同杂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也会去

亮马河看看夜生活的灯光，也会在昆仑饭

店 29 层的旋转餐厅喝下午茶。

中青报·中青网：你今年八十高龄还
笔耕不辍，《游轮碎片》 的叙事方式也十
分前卫，你是如何保持这种创作力的？

刘心武：我是一个“过气”的“老派

作家”。不过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最近

还 将 发 表 一 个 剧 本 《大 海》， 四 幕 话 剧 ，

探讨了《雷雨》中鲁大海这个人物，而且我

有野心它能够被搬上舞台。其实早在 2000
年我到法国访问时，应邀写过一个《老舍之

死》的歌剧剧本，这次是话剧。我的写作精

力真是挺旺盛的，我自己也挺惊讶。

中青报·中青网：你小时候对哪本书
印象深刻？

刘 心 武 ： 10 岁 左 右 看 了 《绿 野 仙

踪》，觉得想象力太丰富了，把我带到了

一 个 不 一 样 的 境 界 ， 主 人 公 小 姑 娘 的 善

良、友爱，也是我童年成长需要的营养。

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狂妄的文学少年，

12 岁上初中后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就跟

家里说不要给我订 《中国少年报》《少年

文艺》 了，我要看《人民文学》《译文》。我

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人，1958 年 16 岁，写了

《谈<第 四 十 一>》，投 稿 成 功 了 ，还 是《读

书》杂志，编辑以为我是一个老先生，居然

来评论这么一本冷门的苏联小说。

中青报·中青网：你现在手头在看什么书？
刘心武：最近在重读苏曼殊的书，他

有 一 部 文 言 的 言 情 小 说 写 得 特 别 好 ——

《断 鸿 零 雁 记》，我 甚 至 很 想 向 年 轻 人 推

荐。很多人觉得文言文离我们太久远，不

好 读 、 不 好 懂 ， 但 是 上 世 纪 初 的 文 言 小

说，处于文言向白话过渡的阶段，好读又

好看。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当下年轻人的
阅读有什么建议吗？

刘心武：不要完全跟着热浪走，可以

参考。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有自己

的 主 心 骨 ， 读 什 么 书 ， 还 是 要 自 己 拿 主

意。我就愿意读一些探究人性的书，遇到

这样的书，就算很冷门，我也愿意读。

中青报·中青网：平常都是什么时间
写作？

刘心武：上午睡觉，中午起床，一天

两顿饭，阅读和社交时间一般是下午和晚

上 。 经 常 有 采 访 者 说 ， 中 午 打 搅 您 午 睡

了，我就笑，何为午睡？

刘心武：我这株老梅，还能继续报春

□ 周海涛

说到《诗词例话》的编著背景，周振甫

先生 1989 年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从谈

到我的学习》说 ：“1961 年，我在中国青年

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比

较清闲，就想替出版社编《诗词例话》，得到

了室主任章学新同志的同意。我就手头的

《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以及

《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等书来看，只取结

合具体例子来谈的，作些学习。”

从 1960 年 到 1961 年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 周 振 甫 利 用 清 闲 时 间 ， 埋 首 古 文 献

堆 中 ， 潜 心 钻 研 ， 日 积 月 累 ， 书 稿 慢 慢

积 案 盈 尺 。 这 两 年 ， 正 赶 上 “ 三 年 自 然

灾 害 ”。 先 祖 母 张 韫 玉 曾 回 忆 ， 尽 管 周

先 生 保 命 的 粮 食 供 应 还 有 ， 但 和 其 他 许

多 人 一 样 ， 他 也 患 上 营 养 不 良 症 ， 手 脚

浮肿严重。

抗战时期，身在开明书店的周先生，参

与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的编校工作，这成

为两人几十年友谊的开端。钱先生在《谈艺

录·自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

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如果用“忧患之书”

形容《诗词例话》写作的初衷，或许也符合

周先生的本意。

初版时，《诗词例话》的篇幅只有 15 万

字，仅相当于现在版本的一半。全书分“欣

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文艺论”

五部分，对古典诗词创作做了系统归纳与

论述，为读者阅读欣赏古典诗词提供了一

整套方法论。周先生在“欣赏与阅读”部分

的十个小专题中，用“忌穿凿”“忌执着”“忌

片面”三个专题，旁征博引，讲古人读诗、评

诗穿凿附会的案例。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媒体报道周

先生与 《诗 词 例 话》 的 故 事 时 ， 注 意 到

一 个 细 节 ： 周 先 生 向 社 领 导 提 交 文 稿

时 ， 提 出 是 利 用 工 作 时 间 写 的 ， 所 以 不

要稿酬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典文学整理出

版事业受冲击的背景下，《诗词例话》 成

为受欢迎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至 70 年

代末二版时，印数已有 66 万册。中华书

局 总 编 辑 徐 俊 先 生 在 《中 华 读 书 报》 上

的 回 忆 文 章 《春 雨 润 物 细 无 声 —— 周 振

甫先生琐忆》 中说， “我们这一代人知

道 周 振 甫 先 生 ， 大 多 是 从 一 本 薄 薄 的 小

书 《诗词例话》 开始的。《诗词例话》 于

1979 年 修 订 再 版 ， 那 一 年 我 刚 进 大 学 ，

是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能 够 读 到 的 最 好 的 古 典

诗词入门书。”

引导 年 轻 人 探 究 古 典 文 化 之 美 ， 寻

找 民 族 生 生 不 息 的 诗 心 文 心 ， 从 而 让

社 会 不 为 反 文 化 的 逆 流 裹 挟 —— 这 是

沉 重 时 代 里 ， 许 多 老 知 识 分 子 心 中 的

坚 守 。

1971 年 ， 周 先 生 结 束 了 在 安 徽 潢 川

“五七干校”近两年的放牛生涯，被点名

回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有

学者曾撰文记叙了每逢周末，几个文学青

年赶到周宅，听周振甫义务讲授 《左传》

《国语》《战国策》 等古文的事情。他们一

听就是两年，这一时间跨度正好贯穿了周

先生点校 《明史》 的全过程。

有关这样“义务教学”的记忆，一直

残存在笔者少时的记忆里。在无数个周末

的 午 后 ， 还 在 上 小 学 的 笔 者 从 午 睡 中 醒

来，懵懂中经常看 到 小 书 房 里 ， 周 先 生

正 用 他 终 身 未 改 的 浙 江 口 音 ， 给 一 个 或

几 个 年 轻 人 讲 解 着 古 典 文 学 。 听 者 的 职

业 五 花 八 门 ， 有 准 备 高 考 的 学 生 ，有古

典诗词爱好者，也有周先生某部著述的读

者 ， 其 中 一 位 是 邻 近 邮 局 的 工 作 人 员

—— 隐 约 记 得 ， 她 是 《诗 词 例 话》的 读

者，打算参加成人高考⋯⋯

周振甫先生是钱锺书先生的大作《谈

艺录》《管锥编》的责任编辑，一位是作者，

一位是编辑，两位先生的友谊因此被出版

界、编辑界引为佳话。

笔者小时候武侠看得多，凡事总想追

问 谁 是 “ 天 下 第 一 ”， 记 得 曾 问 周 先 生 ，

“现在中国谁的学问最大？”周先生不假思

索地回答：“那当然是钱先生。”在周先生

眼里，钱先生“亦友亦师”，但周先生在

无锡国专念书时，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

先生是老师，所以无法再尊称钱锺书先生

为师了。但这丝毫不减周先生对钱锺书先

生的极度推崇。在系列例话里，大量引用

钱先生的作品，将他与古代大儒、文学大

家相提并论，是周先生致敬钱先生的一种

特殊方式吧。

周振甫先生和他的四部例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因为 《相爱相亲》《我的姐姐》 等作

品，游晓颖成了观众心中擅长写家庭故事

的编剧。

一说起家庭，她就有很多想诉说“隐

秘东西”的冲动。游晓颖大学读书时深受

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影响，书写个体与

家庭之间的“撕扯和牵绊”，对她来说是

很过瘾的事。她总是能在家庭场域里发掘

“最戏剧化”的时刻和故事。

家庭关系贯穿人一生的成长，也羁绊

于很多时刻和空间。最近，由李漠执导、

游晓颖编剧的 《三悦有了新工作》 在 B 站

播出。这部新作中，游晓颖聚焦了一个更

极致的环境——生命的终点站殡仪馆。她

以 一 名 95 后 遗 体 化 妆 师 女 孩 “ 赵 三 悦 ”

的视角，写一场场告别背后的家庭关系，

见众生。

剧 中 ， 赵 三 悦 因 母 亲 对 自 己 的 不 理

解，阴差阳错成为一名遗容化妆师。在殡

仪馆工作中，她遇到了从事安宁疗护的罗

大淼，对方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我是

生的守门员，你是死的摆渡人。”

“ 究 竟 什 么 是 死 亡 ？ 是 此 生 的 了 结、

是亲人的泪水、是所有爱恨的终点，抑或

是 未 亡 人 无 尽 的 思 念 ？ 是 每 一 天 、 每 一

刻 、 每 一 秒 ‘ 活 ’ 的 元 素 。” 游 晓 颖 指

出，在殡仪馆，我们见生死，见人心，见

鸡汤，最后要见的，是“打破偏见的决心

和向死而生的勇气”。

剧中，赵三悦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往生

者的入殓。“和生死一样，都是一瞬间的

事。”她看到了他们的遗憾，遭遇过遗属

的崩溃和刁难，理解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并真正领悟了“勇敢一点，就能离幸福近

一点”，最终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游 晓 颖 说 ， 她 不 怕 写 痛 不 怕 写 伤 ，

“不要从撒狗血到撒温暖，我们需要真正

的倾听和理解。”

游晓颖专门去成都的殡仪馆进行观摩

和实践，近距离感受遗容化妆师的工作细

节，也见到了很多逝者亲属。一位妻子亲

手为去世的丈夫化妆；一位化妆师说平时

都给闭着眼的人化妆，休息时有一次帮女

朋友做面膜，女朋友突然睁开眼把他吓了

一跳。

生 于 1993 年 的 殡 葬 从 业 者 李 思 沅 颠

覆了游晓颖对这个行业的想象：这个男生

会在第一次值夜班时害怕到疑神疑鬼，常

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不怕死，我就怕

没活够本”。“在眼泪和疼痛之后，隐藏了

许多荒诞、有趣甚至很燃的时刻”。

在青春温暖的氛围里看完一部讲生死

的剧，游晓颖希望每个观众能温柔对自己

说一句：“活着真好，我真不错。”

中青报·中青网：创作以遗容化妆师
为主角的故事，契机是什么？

游 晓 颖 ： 一 开 始 想 写 这 个 题 材 的 时

候，我也以为殡仪馆意味着抑郁、眼泪和

痛苦。到殡仪馆调研，颠覆了我既往的印

象。

那里环境郁郁葱葱，阳光照着草地，

你会觉得这很像一个公园。我到办公室跟

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表述特别日常化。

第一天去，老师傅刚好要退休了，他讲他

是怎么进到这个行业的——就是很平和的

叙事。他还教一个办公室女孩回锅肉怎么

炒 比 较 好 吃 。 他 们 不 是 一 直 特 别 痛 苦 ，

这 份 工 作 已 经 做 过 无 数 次 了 ， 他 们 是 以

一 种 非 常 平 静 、 平 和 的 态 度 去 面 对 。 我

特 别 想 把 这 种 平 静 、 平 和 的 感 觉 表 达 出

来 。 它 当 然 有 戏 剧 化 的 时 刻 ， 甚 至 会 有

眼 泪 、 痛 苦 、 悲 伤 ， 但 更 多 时 候 还 是 很

日常。

中青报·中青网：殡葬行业从业者是
“死亡的摆渡人”，你所观察到的他们是什
么状态？

游晓颖：在真实的殡仪馆里面，他们

当然是很专业、理性的。但是他们经手过

的一些往生者的案例，还是会在心里留下

一些涟漪。我觉得这是一个集理性和感性

于一体的职业，既会有理性、技术上的呈

现 ， 也 会 有 为 对 方 命 运 而 产 生 的 情 绪 波

动，以及情感的流露。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挺细腻的，一方面

他们跟家属交流，需要观察人情世故；另

一方面他们服务往生者的工作是“毫厘之

间”的事，需要胆大心细。

中青报·中青网：《相爱相亲》《我的
姐姐》等作品，让观众看到你很擅长创作
家庭戏。你对家庭话题有比较强烈的表达
欲望？

游晓颖：一说起家庭，就有很多想诉

说隐秘东西的冲动。外国人可能不太理解

个体和家人的撕扯和牵绊，只有中国人可

以理解这些时刻，一旦呈现在屏幕上，中

国观众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人性幽微的东

西，我觉得写这个还挺过瘾的。有些编剧

可能觉得戏剧性的东西在刑侦、悬疑，但

是我觉得最戏剧化的时刻是在家庭。

中青报·中青网：你会以怎样的视角
看待家庭关系？

游晓颖：《三悦有了新工作》 的第一

集，探讨究竟什么是血缘，血缘和情感对

家人而言是靠什么连接的？我设置成养父

母和亲生父母的对比，在面对亲人去世的

时候，真正的伤心是眼泪吗？我会从这个

层面展现和表述家人关系。

我觉得现在个体和家庭之间的冲突会

更 加 剧 烈 ， 家 庭 当 然 是 个 体 很 重 要 的 支

撑，但是家庭对于个体来说，有些时候也

是一种束缚。对我个人创作来说，写出这

样矛盾的感觉是特别重要的。

中青报·中青网：读书是如何带给你
力量的？

游晓颖：读书可以让你有独处和思考

的空间。现在资讯很多，每天都有不同的

讯息冲击。但是大家更多是一种被动的接

受，什么时候去消化？什么时候去思考？

读书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

大学时，我记得中戏戏文系书单一学

期要读几百本，因为有不同的戏曲、中国

话剧、美学、中外小说、古诗词等，老师

会开很多书单。那时候我闷头读，一股脑

儿吸收进来，然后慢慢地消化，这是很踏

实的过程。

中青报·中青网：在大学读书，您会
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

游晓颖：我是学舞台剧的，那时候特

别喜欢当代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

也很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尤金·奥尼尔写

家 庭 很 厉 害 ， 他 写 《进 入 黑 夜 的 漫 长 旅

程》，赤裸裸地把一些东西摆在面前，但

是又觉得那种悲悯一直在字里行间荡漾，

那种感觉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

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对我的创作影响

确实蛮大的。他经常写那种比较直白的、

既 狗 血 又 深 情 、 非 常 诗 意 的 情 节 ， 包 括

《月照不幸人》。你会觉得这很分裂，但他

真是一位写作非常真诚的剧作家。

契诃夫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

任何长情节的事情发生，但他写尽了人性

的深刻和荒诞。他号称很多是喜剧，但是

那种悲剧感还是很深，作家的眼界、对待

事物和人间的方式与格局是不一样的。你

会觉得他只是在描摹生活，但好像已经超

越现实生活的语境了。

尤金·奥尼尔我可以学一学，契诃夫

就有点难学了。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尤 金·奥尼尔写
出来的家庭，和中国式家庭传统观念很不
一样。

游 晓 颖 ： 中 国 人 习 惯 “ 家 丑 不 可 外

扬”，家庭的账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很多

东西含混着就过去了，反正今天你欠我，

明天我欠你，大家算不清楚。真要算个对

错，就是把所有遮丑的东西都撕掉，那就

太可怕了。

中青报·中青网：以职业剧的外壳去
写人间故事，有何特别的体验？

游晓颖：我特别喜欢接触有一技之长

的 专 业 人 士 ， 听 他 们 聊 工 作 中 的 点 点 滴

滴，我觉得很有趣。如果又能跟周围的社

会，和人间发生一些联系，就更有意思。

不写剧，就永远没办法真正地跟这群人打

交 道 ， 深 入 他 们 的 世 界 ， 了 解 他 们 的 情

感、情绪和想法。不同职业的人，在不同

位 置 上 真 的 会 有 出 于 职 业 习 惯 的 思 考 方

式，这很有意思。

编剧游晓颖：最戏剧化的故事在家庭

□ 孙 柱

怎么才能让孩子

明白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 识 的 深 刻 含 义 ，进

而 理 解“ 谁 也 离 不 开

谁”的道理，把自觉反

对 民 族 分 裂 ，维 护 祖

国统一的种子埋入心

灵 深 处 呢 ？教 育 理 念

应该深藏在故事的背

后 ，我 们 需 要 拿 出 能

让孩子感到信服并且

感 觉 有 意 思 的 故 事 ，

适合少年儿童身心特

点 和 认 知 的 读 物 ，要

让 他 们 感 兴 趣、愿 意

读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接

受书中的道理。

随 着 阅 读 的 深

入 ，孩 子 们 将 会 发 现

故 事 细 微 处 的 深 意 ，

一 个 个 故 事、一 位 位

本色男儿和巾帼形象

鲜 活 地 映 现 在 面 前 。

从 这 些 意 义 上 来 说 ，

“石榴籽绘本丛书”是

很有价值的。

首 先 ，“ 石 榴 籽

绘 本 丛 书 ”主 题 鲜

明 ，立 意 深 远 ，引 导

少 年 儿 童 树 立 正 确

的 历 史 观 、民 族 观 、

国家观和文化观，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

性。丛书所选取的故事极具代表性，从不

同角度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相互

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如《胡

服骑射》，从赵武灵王通过学习北方少数

民族的胡服和骑射技术来壮大赵国的故

事，展现了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

响的过程；《锡伯族万里戍边》通过描写

锡伯族西迁、屯垦戍边的历史，体现锡伯

族同胞的家国情怀；《彝海结盟》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其次，这套丛书注重适读性。作者努

力从孩子们的视角出发，去思考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中，哪些内容更容易引起小

读者的共鸣，哪些知识背景需要告诉孩

子，选材时充分考虑到了孩子们的生理

和心理特点以及接受度。

再次，丛书的艺术特色比较突出。布

局谋篇既照顾了全局，又突出了地方特

色。比如，从地域上看，中华大地的东西

南北都有涉及，在此基础上，突出了内蒙

古的地方特色，如“昭君出塞”“三千孤儿

入内蒙”等。语言通俗易懂但并不浅薄，

善于将深奥的道理寓于生动的故事和人

物形象的塑造中，可谓润物无声。

作者通过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生

动活泼的对话，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将

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成具体可感的人物

和故事。比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

藏》中为了维护祖国安定，远离故土的两

位和亲公主；《土尔扈特万里东归》中努

力摆脱沙俄控制，带领部族人民回归祖

国的渥巴锡；《瓦氏夫人抗倭》中深具家

国情怀，智勇双全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夫

人；《彝海结盟》中开始对红军存有疑虑，

后来被红军的行为所感动，不惜牺牲自

己利益的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他

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所作出的

牺牲小我、心怀大义的行为都是有逻辑

可循的。阅读这样的故事，能使孩子的心

胸越来越宽广，因为在他眼前展现的是

大忠、大爱、大义。

最后，这套书的绘画风格明快，深具

民族性。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对涉及的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关键要素进行

了详尽的核实，力争做到言必有据。所以

孩子们阅读这套书，可以顺带了解蒙古

族、锡伯族、壮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

的风俗习惯、服饰、历史等。

阅读是最具性价比的教育方式，而

文字较少、以图为主的 图 画 书 ， 对 于

识 字 量 不 多 的 儿 童 来 说 是 非 常 好 的 图

书 形 式 ， 既 可 以 降 低 阅 读 的 难 度 ， 又

可 以 激 活 孩 子 的 想 象 ， 帮 助 他 们快速

进入故事中。

闻一多说：“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

的 祖 国 ， 而 尤 因 她 是 那 种 有 可 敬 爱 的

文化的国家。”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

认 同 ， 中 华 文 明 是 各 民 族 文 化 的 根 本

所 在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要

突 出 中 华 文 化 特 征 和 中 华 民 族 视 觉 形

象 ， 多 角 度 全 方 位 展 现 中 华 文 化 共 同

性 、 各 民 族 水 乳 交 融 历 史 事 实 的 话 语

体 系 和 有 效 载 体 ， 让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通 过 实 物 实 景 实 事 得 到 充 分 展

现 、 直 抵 人 心 。 特 别 是 要 深 入 推 进 青

少 年 “ 筑 基 ” 工 程 ， 构 筑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 让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牢 不

可 破 。 图 书 出 版 作 为 文 化 事 业 的 组 成

部分，其角色无可替代。

应该说，“石榴籽绘本丛书”是一部

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好书，如果把该丛

书比作是民族教育的一粒种子，希望可

以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不久的将来，一

定会硕果累累。

教育理念深藏于故事背后

—
—

评
﹃
石榴籽绘本丛书

﹄

我承认我的生活是挺立
体的，和胡同杂院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联，但也会去亮马
河看看夜生活的灯光，也会
在昆仑饭店 29 层的旋转餐厅
喝下午茶。

刘心武刘心武

剧照剧照

《三悦有了新工作》 聚焦
一个更极致的环境——生命
的终点站，殡仪馆。在眼泪
和疼痛之后，隐藏了许多荒
诞、有趣甚至很燃的时刻。

先祖父周振甫先生的四
部例话——《诗词例话》《文
章 例 话》《文 学 风 格 例 话》
《小说例话》，是他最受欢迎
的古典文学普及著述之一。
今年 9 月，四部例话再度付
梓。新版不仅吸纳周振甫先
生历次修订、增补内容，而
且结合近些年古籍研究整理
的 成 果 进 行 校 勘 ， 并 在 版
面、印刷、装帧等方面力求
极致，使之成为目前为止最
好的版本。

专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