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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一些作家写的童
书陷入争议旋涡，甚至被质疑“美化
自杀”、内容不适合孩子阅读等。童
书因其阅读者的特殊性，其内容的合
宜与否尤其引人关注，到底怎么给孩
子选书？什么样的内容不该出现在
童书里？听听评论家们怎么说。

全媒体参与，全时空连通，借助于“云端”

让阅读与分享激发全社会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高 爽

“聚焦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下）

6月30日，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落下帷幕。从4月23日的云启幕，到云闭幕，一年一度的读书节活动，在这个特殊的年
份里，以“云”字为代表呈现出特别的样貌。云传播时代，书香从何处寻找？已经持续9年的读书节，未来还会给公众的阅读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阅读盛宴，提供给人们诸多启示。

读书节主题展现场。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闭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读什么”是儿童阅读的
重中之重
赵 亮

几天前，朋友发来几张少儿图书正文
的照片，“气得想骂人。”她愤愤地说。我仔
细一看，书中描写的是一个承受不住现实
巨大落差的孩子选择跳楼自杀的故事。在
童书里如此毫不避讳地提及并美化自杀，
对于世界观、人生观都尚未成型的孩子来
说，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很多家长都对当前童书市场忧
心忡忡。目前，各类出版机构争相瓜分少
儿出版市场这块蛋糕，这种无序竞争造成
了儿童出版物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青少年本就被繁重的课业负担捆绑，
阅读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处在集体环境中
的他们很容易不加甄别地跟风阅读。因而，
孩子的阅读问题不在于读多读少，“读什么”
成了推进儿童阅读真正落到实处的重中之
重。那些能够引导孩子健康向上、促进心智
健全发展、丰富孩子精神世界的读物当然是
首选。那么，该如何帮助孩子甄别、筛选具
有审美价值和精神内涵的优质读物呢？

青少年阅读品位的培养与提升，需要
老师和家长的双重引导。对于家长来说，
作为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其影响力是巨大
的。家长首先要具备良好的阅读品位，不
盲目迷信图书榜单，以自己的判断力给孩
子打开一扇窗，让更多的优质图书进入孩
子的视野和心灵，带领他们感受一种美好
的阅读体验。久而久之，便会“无心插柳柳
成荫”。老师也要扮好领路人的角色，为学
生们的阅读把好关。

最近，刚带女儿和儿子读完罗尔德·达
尔的《好心眼儿巨人》，疯狂着迷的他俩每晚
睡前都像许下生日愿望一样期待“好心眼
儿”入梦来。我想，不管“好心眼儿”夜间是
否来访，至少我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好梦
的种子，那就是阅读带来的无以言表的美妙
体验，这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美梦。

让故事表达回归儿童本位
刘艳妮

小区里的妈妈们喜欢一起拼购绘本，
能吸引妈妈们普遍注意力的多为畅销的国
外绘本，尤以日本和欧美为主。记得有拼
绘本的“资深”妈妈提示过，绘本一定要买
外国作家的，中国绘本道理讲得太直白。

果真如此吗？这话不能全信，但也有
几分道理。那么应该怎么给孩子选书？

道理讲得太直白，实际上是说绘本缺
乏故事性。妈妈们拼团的绘本几乎都是国
外经典之作，如深见春夫的系列作品等，版
次和印数确也证明了这些绘本的畅销。国
外绘本发展较为成熟，经典作品的作家几
乎是看着绘本长大的，他们对绘本有深厚
的情感认知，注重用图画语言来表达故
事。而绘本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创作
上更依赖文字脚本，在故事的挖掘与表达、
从脚本向图画的转化上还需下功夫。有些
绘本的故事情节老套而生硬，习惯以“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或“故事后面的话”做
道理式、总结式结尾，说教意味浓厚，固化
的思维方式也限定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当
然，内容是否合宜更在优先考虑之列。

绘本阅读对于拓展儿童认知、培养良
好的行为习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阅
读的过程本身更具意义与价值。凭借想象
力的驰骋，孩子在阅读绘本中能激发出更
多无限可能的故事，这种原始的纯粹的阅
读乐趣，才是阅读的真谛。阅读绘本的真
正目的不在于一时的道理懂得，而在于潜
移默化地培养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

反过来讲，“铁杵磨针”讲了几十年，家
长倒背如流可不就认为绘本讲得太直白了
吗？“铁杵磨针”能讲几十年，说明国内市场
对传统文化和中国绘本还是有一定信心
的，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让
故事表达回归儿童本位，中国绘本的未来
仍可期待。

形式各异的阅读活动
燃爆网络

一年一度的辽宁省全民读书节
在4月23日正式开幕，而前期的筹备
工作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着手了，
那段时间也正是疫情防控最为紧张
之时，于是，以线上为主开展活动就
成了组委会首先要考虑的一点。

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变
通，但两个多月的实践之后回头再
看，阅读推广活动因早就积累了大
量线上活动的丰富经验，有了今年
这个特殊的契机，立即就跨入了云
传播的门槛。各地区各部门充分利
用新平台、新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和
内容，开展云直播、云诵读、云征文、
在线讲堂等阅读活动，推出智慧条
码、真人图书馆、24小时自学空间、
24 小时城市书房、盲人听书馆、战

“疫”书柜小程序、智慧小书房等阅
读设施和阅读服务，令一年一度的
读书节书香四溢、面目一新。

省直机关工委依托“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和领导干部“在线学习”、
党校培训轮训等读书学习载体，开
展线上党课，促进党员干部学习哲
学、法律、党史、科技等方面知识。
团省委充分发挥共青团宣传阵地的
特殊优势，与喜马拉雅平台合作开
发“青年云诵读”和“青年云讲述”两
个读书节专项栏目，掀起读书热
潮。省妇联在全省广大妇女中开展

“书香辽宁·精彩人生”女性系列读
书学习活动，开展读书活动2000余
场，参与女性30余万人。省总工会
组织开展了职工战“疫”网络诵读大
赛，征集作品近300份。

在线阅读活动燃爆网络。据组
委会提供的数据，全省共举办近千
场次网络直播、近 500 场在线文化
讲座。首次以网络直播形式举办的
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开幕式，累计
观看量达到 189 万人次；“云”闭幕
式观看量再创新高，达到 629 万人
次。组委会快手官方账号“辽宁读
书”推送的各种音视频作品，收看量
已经超过了 4500 万人次。由辽宁
省“扫黄打非”办公室主办的 2020
年辽宁省“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
动“云”启动，在线观看量达 375.5
万人。沈阳市第十二届全民读书节
暨“云端”读书季举办线上启动仪
式，210.8万人次收看并参与话题讨
论。辽宁出版集团围绕辽版图书，
采用“名家讲堂+直播营销”的方
式，由知名作家、文化学者荐书导
读，累计直播370多场，单场直播观
看人数最高超过20万人。

共读辽宁这本大书

本届读书节的主题是“读辽宁，
爱辽宁”,各市的读书节活动也同样
以“读家乡，爱家乡”为主题。这一
接地气、闻之亲切的主题激发了全
省群众的参与热情。

读书节组委会邀请有经验的媒
体人和策划高手参与到读书节活动
策划当中，围绕“读辽宁，爱辽宁”精
心设计三大重点活动——“课本中
的辽宁”“主题图书诵读”“14 城阅
读接力”。活动别具一格，基层群众
热烈响应，各地群众用文字、照片、
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活动
当中，仅省读书节组委会收到的读
书活动作品就有 2000 多份。省作
协、省文联、辽宁日报社共同举办的

“读辽宁，爱辽宁”主题诗歌征文活

动，征集诗作近2000篇。
“课本中的辽宁”活动以课本为

师，寻找辽宁印记，来自全省200余
所中小学校的教师从九年制义务
教育的语文、历史、地理、德育等课
本中选出 88 篇涉及辽宁的内容，
为中小学生和广大网友上了一次
特别的网课。“主题图书诵读”活动
吸引了包括著名播音员、主持人、专
业朗诵家和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
内的众多朗诵爱好者参与。“14 城
阅读接力”活动中，阅读者行走在各
自城市的重要人文地标、名胜古迹
之间，在书中寻找家乡的历史文化、
人文风情。

在阅读中获得前行力量

读书节活动不仅增强了全省群
众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更从中
获得了共克时艰的前行力量。

读书节以打造辽版精品图书工
程、发布好书榜等形式，向读者推介
优质出版物。举办网络惠民书市，
向医护人员群体、农村中小学生、困
难群体等特殊人员捐赠图书，以文
化助力脱贫攻坚，用书籍传递前行
力量。

省读书节组委会连续第九年
向全省偏远地区、困难地区的中小

学捐助援建“书香辽宁·希望之星”
图书室，今年援建了 5 所，捐赠图
书价值 25 万元。利用开幕式直播
中网友打赏资金设立的“希望之
星”爱心捐赠图书项目，向 18 户困
难家庭的孩子每人赠送了价值 423
元的爱心图书。在省读书节开、闭
幕式上，共向网友送出图书 1.2 万
册、5000 张北方图书城慧谷卡、20
万张北方图书城线上线下 6.5 折
优惠券。整个读书节期间，省市
各单位共举办图书漂流和赠书活
动数十次，向基层群众赠送各类
图书累计 2 万余册。省图书馆提
供近百种商购和自建数据库供读
者 免 费 使 用 ，数 字 资 源 总 量 达
558TB。中国移动辽宁有限公司
发 挥 中 国 移 动 数 字 阅 读 资 源 优
势，为 3000 万辽宁移动客户提供
了超过 1000 万份的免费线上阅读
惠民权益。沈阳市推出 200 万元
图书优惠券，发放给全体市民，有
力地促进了读书活动开展和实体
书店复工复产。

为5G时代的全民阅读
开辟新阵地

云上阅读既满足了全民抗疫的
需要，又顺应了5G时代的数字化潮

流，为全民阅读开辟了新阵地，积累
了新经验。

发挥名人影响力，制造网络引
爆点。网络时代，名人效应凸显，省
及各市开展的读书活动，邀请到众
多文化名人和知名作家、学者参
与。读书节开、闭幕式上，著名作家
王充闾、高洪波、曹文轩、滕贞甫、孙
惠芬、月关及国际知名钢琴家郎朗，
在线分享了读书心得；辽宁新生代
作家的领军人物、“铁西三剑客”之
一的作家班宇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辽宁籍音
乐人胡海泉、霍尊、李杰和芭蕾王子
吕萌则以诗歌和主题图书诵读者身
份亮相。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知名
学者朱自强、马大勇、卢康、武振国，
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等也出现在各
类阅读活动的直播间里，与网友分
享阅读感悟。

发挥社群号召力，实现贴地式
传播。各类基层阅读公益组织、民
间阅读推广机构以及网络社交媒体
的书友群、朗诵爱好者群在读书节
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溪市明
山区委宣传部与辽宁科技大学“暖
风”郭明义爱心团队联合举办首届

“小手牵大手”阅读交流活动，共有
8400 余人参与活动。由锦州市语
言艺术学会、锦州阅读会举办的“我

爱母语”语文朗读公益讲堂，从阅读
的基础知识入手，号召中小学生规
范使用普通话、学习经典篇章，参与
面覆盖了全市中小学生。盘锦市兴
隆台区图书馆与九色鹿绘本等民间
教育机构合作开展的“21天养成阅
读习惯”活动，吸引了近 400 个家
庭、上千人参与活动，他们在微信朋
友圈打卡晒读书心得，影响到的朋
友圈人数超过4万人。

矩阵式推广，实现媒体宣传全
覆盖。读书节“云”开幕式以快手短
视频平台为主直播阵地，在“学习强
国”、微博、抖音、北国和北斗融媒新
闻客户端以及 14 个市的快手账号
联动直播，“云”闭幕式在开幕式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新华网、人民视频
等直播平台，形成媒体矩阵，实现了
更大规模的集群传播效应。同时，
充分利用大型电子显示屏等户外传
媒滚动播放读书节宣传海报，在公
交车、出租车、地铁、轻轨等公共交
通工具的电子屏滚动播放读书节公
益宣传广告。

“书友”替代“读书人”
成为更受欢迎的语言

如何看待本届读书节出现的这
些新特点、新趋势？沈阳师范大学
新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秀云认
为：本届读书节，全民参与、全媒体
参与、全时空参与，在全新传播科技
的加持下，全方位的读书活动，使书
香溢出书斋，飘到千家万户，书的光
芒照进你我他的心灵。读书不再是
少数人的书斋活动，而正在成为全
民的日常。

虽然本届读书节在疫情背景
下的不得已而主要借助于互联网
展开，但从实际效果看，“云端”活
动不但没有削弱读书节的影响力，
恰恰相反，“云端”有着俯视象牙塔
的效果，它以无所不在的连接，把
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甚
至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带到书的境
界中，人们可以超越一切世俗限
制，在书的海洋中，成为平等的思
考者、参与者、交流者和分享者。
如果说过去的“读书人”是一个专
有名词，它总是指向那些有着特定
社会地位、身份甚至气质的有学问
的群体，如今，已经少有人用“读书
人”来自称或称呼别人，反之“书
友”成为这个年代更受欢迎的语
言。“读书人”代表着清高自恃，而

“书友”代表着连接与分享。将“读
书人”向“书友”转化的技术力量是
网络，而现实力量则是读书节这样
嘉年华式的悦享书香活动。

本届全民读书节组委会发出
的倡议书中写道：“一个书香社会
就从更多的人爱上阅读开始”，可
见推动全民阅读，打造“书香社会”
是读书节组织者的追求，读书节以
一种独特的姿态，努力塑造着新的
时尚。希望这种新的时尚，不是一
时的流行，而是在无数人的心中，
种下一颗智慧的种子，通过类似活
动的浇灌，让它悄悄发芽生长。疫
情让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着物理
距离，但书的阅读与分享让人与人
的心灵密切相连。每一个流连于
书香的爱书人，将借助那打开的书
页打开各自心灵的窗户，传递我们
社会的信心、勇气和希望。正如组
委会的倡议书中说的那样“每一个
徜徉于书海的灵魂相互启发、相互
涤荡，就会构成整个社会彼此支撑
的精神力量”。

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闭幕海报。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