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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一部从社会学视角研
究全民阅读的专著《阅读社会学——
基于全民阅读的研究》，近期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

近日，来自社会学、教育学、历史
学、新闻传播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学
者在京举行的研讨会上，对这部专著
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该书是对多年来
我国全民阅读实践科学的系统理论
总结；其独到价值是发现了全民阅
读工作的社会性，并将之放在与整
个社会系统互动过程的宽阔视野
中，来研究全民阅读工作的基本规
律、知识构建和学术框架等，从而提
升了全民阅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
指导价值。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黄晓新所著《阅读社会学》一

书，主要运用社会学、传播学、历史学
等学科理论，考察研究阅读这一人类
独有和普遍的社会行为，结合国际国
内全民阅读实践，从阅读的社会过
程、社会效能、社会心理、社会结构、
社会互动等进行结构化研究。

“国民的阅读力，直接关系到国
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影响到
全社会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
力。”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认为，该
书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全民阅读是理
论研究的创新，并对该书体现的超
越个体阅读的宏大视野、“以人为
本”的研究角度、从“问题导向”出发
的研究方法、秉承“知行合一”的理
论总结及实践指导价值等，给予充
分肯定。 ■廖翊

据新华社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
漫游戏博览会近日在上海落下帷
幕。博览会期间有 350 余家海内外
企业参展，吸引中外参观者24.1万人
次，同时还有数千人次参与相关论
坛。初步统计，博览会现场交易额逾
2.57亿元，创历届新高。已经“15岁”
的这一行业盛会，折射出我国动漫领
域原创好故事多起来，“讲好中国故
事”已成为中国动漫人聚焦的行业发
展方向。

本届动漫游戏博览会举办了一
场特殊的展览。主办方通过集中展
示作品海报、衍生产品等，回顾了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经典国产动漫。

《大闹天宫》《黑猫警长》《葫芦兄弟》
等浓缩在一条“时光长廊”中，向当代
青少年动漫迷展示动画“中国学派”
的原创实力。

“讲好中国故事”是国产动漫的
优良传统。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贡
建英在博览会论坛上说，以《小蝌蚪
找妈妈》等水墨动画为标志的动画

“中国学派”，一大特点是故事脍炙人
口，在艺术表达上追求“简约、含蓄，
寓教于乐”。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进口动漫
产品的依赖度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市
场和观众对国产动漫的需求不断增

长。2018年，大型青少年网络文化社
区哔哩哔哩网站集中发布一批国产
动漫项目，逾20部作品接踵而来，市
场反响热烈。上月该网站又宣布启
动科幻动画项目《三体》，令“粉丝”
振奋。

同样是在 2018 年，腾讯视频发
起征集国产动漫领域的中国好故
事。本届博览会上，该平台又举办了
年度动漫发布会，希望通过推出“中
国好故事”系列，打造正能量的国产
动漫平台。目前已上线的作品中不
乏《夸父追日》《游子吟》等改编自神
话传说和古代经典故事的新作。

腾讯视频总编辑王娟表示，越来
越多的观众正在呼吁“国产动漫崛
起”，他们由衷推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动漫生产企业更要选取观众喜闻
乐见的好故事，加上精良制作，助力
产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动漫工作者
渴望“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不断增
强，与来自美国、日本等的动漫同行
也正在聚焦中国市场有一定关联。
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
会为例，美国迪士尼旗下漫威品牌推
出主题活动，还向世界市场推介了由
中国团队创作的全新中国动漫人物
形象。

今年是迪士尼旗下动画电影《狮
子王》公映25周年，也是日本高达系
列动漫首播 40 周年，外国同行不仅
在中国发布了运用更高技术拍摄的
新版《狮子王》，同时也在中国举办各
类活动和展览，吸引“粉丝”。这都令
中国动漫人进一步看到差距，意识到
孕育优秀的本土原创故事，更加需要
精耕细作、着眼长远。

伴随着生产内容增加和技术升
级换代，我国动漫产业的“朋友圈”也
在不断扩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外动漫合作项目向中亚、中东欧、
大洋洲等区域延伸。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俞涌在博览会上介
绍，“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动漫企业
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以漫友为
例，多年来已与近 70 个国家和地区
的动漫机构建立联系，目前有 20 多
个产品的版权输出到 20 个国家和
地区。

近年来，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
会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动漫
作品及衍生品贸易往来，同时将文
化和旅游融合起来，充分发掘“一带
一路”沿线的动漫主题旅游资源，架
起中外动漫迷的沟通之桥。

■许晓青 王婧媛

中国动漫好故事多起来
——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传递新信号

据新华社《巴黎圣母院》《浮士
德》《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格
列佛游记》……这些影响几代中国
人的世界文学经典，将再次与读者
见面。

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启动了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编纂工
作，朱光潜、冯至、钱钟书、卞之琳、
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等文学巨擘
都曾担任该丛书编委。这一新中国
首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
丛书，因其素雅的网格封面而被称
为“网格本”。

一甲子后，新版“网格本”再度亮
相。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作
家、读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套凝
聚了几代人心血、饱含着几代人回忆
的丛书“归来”。

重温经典：
感受胸怀自信、理想浪漫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网格本’

而来。这套书我们从 1956 年开始
做，一直做到2001年，前前后后做了
45年。”日前，在新版首发式上，人民
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开门见山。

业界认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为中
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之最，体现了外国
文学研究、翻译和出版的最高水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福生
手上保留着一份当年的出版规划草
案。本着“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
一流的译者”原则，丛书几乎囊括了
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
代思想艺术的杰作，涵盖了史诗、诗
歌、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集外国文
学精华之大成。

“它的出现，代表着中华民族拥
抱世界的胸怀和自信，也代表着一个
时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张福
生说。

问世以来，“网格本”受到几代读
者喜爱。因出版年代久远，许多图书
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稀缺品种更是
一书难求。应广大读者呼声，“网格
本”重装归来。

致敬“驿马”：
皓首穷经铸经典

普希金说：“译者是文明的驿
马。”为中国读者送来世界文学瑰宝
的，是一批默默耕耘、孜孜以求的翻
译家。

作为“契诃夫在中国最好的代言
人”，汝龙曾将契诃夫一生著述翻译
了两遍。“开始是从英文转译，他觉得
距离原著较远，为了对得起读者，又

花了几年时间自学俄语，将契诃夫
700多万字的作品从头翻译了一遍，
并且此后反复修改。”大师儿子汝企
和讲述。

张福生回忆：“我初到出版社时，
看到绿原先生责编的《拉奥孔》一书
原样，发现上面的译文被修改过的地
方很多，有的注释长达半页。”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的这本《拉奥孔》，是美学
大家朱光潜翻译的。“令我惊讶的是，
像朱先生这样的大家，译稿竟也被改
得这样多。”

皓首穷经、苦心孤诣，终将岁月
铸经典。

91岁高龄的翻译家王智量看到
新版“网格本”难掩激动：“似曾相识
燕归来！”

65 年前，他从北大调入中科院
文学所工作，按时任所长何其芳要
求，开始翻译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
奥涅金》。

这一翻就是一辈子。牛棚、田
间、城市，手稿跟着他颠沛流离；糊墙
的报纸、马粪纸、香烟盒，都留下过他
的字迹。

“看到《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么
漂亮地重新出版，我好像又回到了青
春时代。”王智量说。

守正创新：
为经典译作赋予新生命

专家认为，“网格本”译作本身就
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极大丰
富了中国人的阅读生活。

“网格本”也影响了许多当代中
国作家的文学审美和追求。

作家李洱说，他特别喜欢《格列
佛游记》。“我把它看成中国文学的一
部分，我们血液的一部分。”

作家阿乙坦言，《欧·亨利短篇小
说选》对他影响巨大。“我写小说也喜
欢在结尾逆转，师承了‘欧·亨利式结
尾’技法。”

“此次新出‘网格本’，不仅是对
往昔岁月的追忆，更是在科技快速
发展的今天，为经典译作赋予新的
生命力。”臧永清说，在中国读者阅
读力持续增强的 21 世纪，在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希
望传承经典并推陈出新；同时，“面
对当下图书市场外国文学名著出版
乱象，更要发挥文学出版‘国家队’
的作用。”

据介绍，目前，新版“网格本”已
出21种，今年内将出版100种。AR
技术的运用，也让新版图书更富时代
气息。读者扫描书中图像，就能听到
名家大师的文学课。 ■史竞男

近日，2019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举行。此次文化旅游节为期五天，举办郑和纪念大典、千
人秧佬鼓舞大赛等多项活动。昆明市晋宁区是七下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乡。图为在2019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
开幕式上，演员在表演节目《我为故乡献祥瑞》。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网格本”归来：

用文学经典滋养时代精神

让“书香”更馥郁——

《阅读社会学》出版

据新华社 近日，由上海大剧院、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制作的
原创昆剧《浮生六记》在沪首演。近3
小时的演出，以跨越生死的深情挚
爱、充满江南空灵优雅气质的舞美呈
现打动观众。

《浮生六记》的故事发生在苏州
等江南城市。作者沈复是清代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他以自己和妻子
芸娘的爱情生活、坎坷际遇写成的
自传体散文，文笔清雅、真挚动人，
有“小红楼梦”之誉。两年前，上海

大剧院决定将《浮生六记》搬上昆曲
舞台，力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联合制作。

原汁原味的苏州故事和江南
文化，在上海舞台上实现“嬗变”，
见 证 了 长 三 角 文 化 资 源 的 充 分
融合。

由青年编剧罗周执笔、青年导
演马俊丰执导的昆剧《浮生六记》，
巧妙运用奇幻手法，为古典名著添
加现代元素。在极富设计感的舞台
上，沈复和芸娘的爱情以追忆和倒

叙方式展开。优秀青年昆曲演员施
夏明、单雯主演，众多昆剧名家汇聚
台前幕后。

“《浮生六记》是古典的，却依
然可以与当下都市人的情感发生
关联。它把文人的一种处世态度
带回当下，呼唤一种有情有趣的文
人生活。”首演成功后，上海大剧
院总经理张笑丁表示，希望以此
剧为契机，继续推动长三角文化
一体联动，为区域文化合作提供
更多范例。 ■孙丽萍

长三角联袂打造昆剧《浮生六记》

苏州故事在上海实现“嬗变”

陪孩子一起品读智慧和文化

成语是汉语言中言简意赅、生动
形象、高度浓缩且极富有表现力的一
种语言形式。它通俗常用，家长里短
中难免会蹦出几个来；它广阔无边，再
有学问的也总会遇到不明白甚至弄错
其义的生涩词汇；它连接古今，简单的
几个字却饱含深意，活脱出一个个生
动的故事，让我们增长不少历史知识
和文学知识。学生时代的我就非常喜

欢成语，清晰地记得，高中时候央求父
亲专门买了一本成语词典，当时真是
视若珍宝，如今竟愧感没有全然深挖
学习，荒废了多少时间。

成语故事就是一个巨大的智慧
宝库，里面囊括了包罗万象、浩瀚无
边的素材和内容。如若对孩子进行
成语认知学习和语言启蒙，就必须从
这个宝库里精心挑选，充分考虑孩子

的年龄特点、认知特点，并与孩子实
际生活有连接，只有这样的故事才容
易进入到孩子的世界，容易被他们理
解和接受，并不断丰富他们对词汇和
语言丰富性的认识。教科社出版的

《成语故事》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细致，
第一辑共20本图画书，每一本讲述了
一个成语故事。尤其是在故事的选
择上，均选择了篇幅短小、浅显易懂，
对成人来说更是耳熟能详的成语故
事，非常适合对3-6岁儿童的学习启
蒙。如盲人摸象、拔苗助长、囫囵吞
枣、守株待兔、掩耳盗铃、磨杵成针、
井底之蛙、狐假虎威、滥竽充数、画蛇
添足、胸有成竹……小故事里蕴含大
智慧，家长们容易讲，孩子们容易懂，
只有陪伴孩子阅读的父母才知道优
选故事的重要性。

除了故事的选择比较符合孩子
的年龄和认知特点，《成语故事》最大
的亮点则是通过图画绘本来讲述成
语，这就非常符合幼儿形象思维阶段
的认知特征，也是该套书最高明和特
别之处了。这套书的图画非常特别，
有一种典型的传统文化之风格，画面
和色调古朴、雅致，结合故事内容，画
面形象也非常地有趣可爱。比如盲
人摸象里不同体格特征的盲人，瘦瘦
的、胖胖的，高个子、矮个子，健壮的、
年老的，在画家的笔下生动演绎，不
同人的不同体征都得以凸显出来，阅
读中我和孩子还一起模仿着不同盲
人去摸象的画面，又多出很多趣味和
欢声笑语；比如叶公好龙里那个憨态
可掬的叶公，平时悠闲自在，在看到
真龙的时候却是甩着长袖仓皇逃跑，
光是看着背影，就让人忍俊不禁。最
重要的是，这些图画与故事内容非常

匹配和契合，我4岁的女儿，即便是不
认识几个字，只是看着图画也能讲出
一个故事，画面的连贯性和表现力由
此可见一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儿
童情趣的成语故事，陪孩子阅读后，
这就是我给出的源自本心的评价。

成语故事从古代的寓言、历史事
件、古代诗文和当时的口语中产生。
很多跨越时空，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生
命力，陪伴孩子读《成语故事》，对孩
子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陶冶，
也会带来有益的启迪。从“半途而
废”“磨杵成针”学习不懈坚持，从“滥
竽充数”“守株待兔”学习脚踏实地，
从“拔苗助长”学会等待，从“囫囵吞
枣”学习深入研究。其实，在陪孩子
阅读的时候，我并不涉及这些故事背
后的含义，只是在讲一个四个字可概
括的故事，可是我惊喜地发现，当我
和孩子一起读完整个故事，孩子自己
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比如，掩耳
盗铃的人怎么都想不到他捂住的只
是自己的耳朵，又不是别人的耳朵，
结果是自己骗自己；郑国人去买鞋，
不自己试试，却非要回去取量好的尺
寸，他的做法还真是奇怪呢。

对于成年人来说，成语故事只要
运用得宜，就会使我们讲话和写文章
增色不少。而对于孩子来讲，成语故
事的学习则是他们通达语言、了解
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
父母必须关注并注意方法，以绘本
开始就是我的选择。愿意所以爱孩
子的父母都能投入时间陪伴孩子阅
读，读一读《成语故事》，与孩子一起
共享阅读的快乐，与孩子一起品读智
慧和文化。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张璞）

《成语故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科学出版社

《猎舌师》是青年作家房伟的
系列抗战小说。小说摆脱了我们
习惯性的抗战文学的宏大叙事，把
个人叙事作为叙事的原点和主要
出发点，将宏大的、民族之间的、国
家之间的历史转化为个人的历史，
上升到个体、文明、人性、生命、日
常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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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中人》
作者：张曼娟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猎舌师》
作者：房伟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中年生活的思问
之作，作者围绕“中年为何令人恐慌
无措、中年面临何种困境、中年该如
何破题”的中年之考，以同困、同度、
同悟的探求节奏实现着对中年之殇
的清算、治愈与和解。

《少年派》
六六 九枚玉
北京长江新世纪

《少年派》里的中国家长

《少年派》讲述的是四个高中生
和他们的父母在备战高考过程中发
生的一波三折的故事。“中二”少女林
妙妙意外考入重点高中，在半军事化
管理的高中校园，挣脱妈妈王胜男掌
控的她结交了三个好友：校花邓小
琪、学霸钱三一和体育特长生江天
昊。生活于不同家庭模式里的四个
少年面对成长的变化甚至变故，分
享、分担着欢乐与烦恼。

高考和离婚双重倒计时的重压
之下，林妙妙的青春期遭遇王胜男的
更年期，矛盾冲突不断升级。隐忍着
父母名存实亡婚姻的钱三一却羡慕
林妙妙热闹的家庭；江天昊突遭父母
企业破产，“小爷”成为送餐“小哥”；
邓小琪因为妈妈的秘密被曝光情绪
一度跌入谷底，虚荣心被击碎后也理
解了母亲的不易。

四个家庭各有笑泪，各有脆弱，

也各有完满。读完小说会发现，六六
表面写青春期孩子的成长，实则通过
孩子的视角记录下成年人的每一步
挣扎和妥协。“大孩子了，要让着更年
期妇女”“虚伪势利实用主义的大人
们”“丧偶式育儿，践踏式仰望”……
仅看小说的目录，就已让人忍俊不
禁，进而抚卷沉思：成年人是比青春
期的孩子更需要成长的脆弱群体。

其实这一主题在六六作品中是
一以贯之的，从《蜗居》中在江州从租
房到终于买了蜗居的海萍，到《宝贝》
中事业家庭兼顾的女强人静波，再到

《女不强大天不容》中从传统媒体成
功转型的郑雨晴，直到《少年派》中每
个家庭中父母角色收获曾经缺失的
成长。六六本人的人设更是直到中
年都未曾放慢成长的脚步，甚至跨度
更大。

“我记得伏明霞当世界冠军时才
14 岁，我爹妈总说你看看人家 14 岁
在干吗，你14岁在干吗。其实是家长
把他们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
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对未来的幻想也
好、希望也好，是非常美好的，按照正
常的步伐去做，不会都是世界冠军，
我们的爹妈也不是世界冠军，可是他
们不会过得比我们差。”六六成绩不
好，高考后成了安徽大学的委培生；
毕业后赴新加坡，从家庭教师做起，
不想找到了自己的优长，成了专业幼
儿教师；闲暇时在网上写作，不想竟
成就编辑与作家事业；之后考取中欧
商学院的EMBA硕士学位，毕业后竟
然又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用三年
时间读完了中医方面的硕士学位。
她对自己未来的兴趣点和方向并不
确定，但时刻享受着投入这种不确定
带来的巨大收获。

因为自己足够优秀和自信，对儿
子偶得的学业和前途她便十分淡定
从容。“我觉得能够混到一个好的中
学的中等，我就是个普通人，干自己
喜欢的事业，有自己的特长，收入水

平可以养家糊口，我做到了。偶得
也做到了至少目前为止不差，那还
怎样？”因此，六六笔下便有了《少年
派》中林妙妙这个可爱洒脱不焦虑
的女生。

在《少年派》中，六六借林妙妙、
邓小琪、钱三一和江天昊四个家庭的
故事提醒中国家长们：家长逼着孩子
进步，首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
你在这个社会上处于什么样的阶
层？你每天还在被老板训，你每天工
作还觉得完成不了，你每一天都觉得
活得很累，却要求你的孩子过得比你
好，你还没解决自己的问题呢，你怎
么带领孩子进步？

林妙妙的妈妈王胜男每天扛着
很大的压力，以致在教育问题上显得
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简直就是中国
家长尤其是母亲的典型代表。而六
六剖析这一现象，确定地说，家长的
压力本质上并非来自孩子，而是自我
压力，是能力与希望、能力与欲望的
不匹配。“如果成绩不好，我过这样的
日子是很正常的，我就没有什么压
力；可是你成绩不好，你还想过得好，
或者是说你觉得看着周围的这些生
活环境啊，物价的上涨可是你又没有
能力提高自己的工资，你压力就很
大。所以我们生活在芸芸众生中，感
觉到压力，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没有
跳脱常规。”你自己都不是精英，你凭
什么希望你孩子是精英啊，他也是你
的种子结晶啊，你像什么样儿，他的
基因不会逃脱这个范围之外。

作为孩子的起跑线，六六想在
《少年派》中对中国家长们说：养育是
一场与过去的自己的遭遇战，我们这
一生，在有了孩子以后，是重新与我
们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相
处。“我们气的，是当年的自己；我们
忍耐的，是当年的自己；我们妥协的，
是当年的自己。而最终，我们成长
的，是现在的自己。”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刺猬猬）

全书分为“月光落在月光上、
人间天堂、草木有本心、在时间洪
荒里安坐、寂静空山和时光长安”
六个部分，书写祖父母生活过的
山川河流，父母把玩过的岁月遗
物，我们梦见过的星辰大海，孩子
们希冀的童话世界。书中以图文
相合的形式，让读者行走在光影
与诗意里。

《万物有情》
作者：李汉荣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