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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
平常写文章，要冷却个把月甚

至更长时间才有可能与读者见面，
而读书漫谈群里的及时互动，给了
我读书与写作的动力，激励着我在
今后更加勤奋读书写作，积极参与
活动，多出创新之作，全力耕好读
书这块田。

一起来读书
收获鲜活成果

在政协委员这个最善于读书的群体中
“一起读书”，在线上各读书群中浸润，浏
览、学习、探讨、交流。《处处书友遍地
书》的作者、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副主任叶小文的体会是：“一起来读书，
胜读十年书。”甚至他把自己的“座右铭”，
都由之前的“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
变成了现在的“天天要上网，时时读写
想”。随手记下的若干心得、体会、笔记、
日记，其灵感与素材，大都来自各个委员读
书群特别是读书漫谈群中与其他委员“一起
读书”的收获。而这些正是《处处书友遍地
书》这本书的主要素材来源。

“一起读书”，让《读与思》的作者，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体验到
了不一样的阅读与写作的乐趣：“平常写文
章，要冷却个把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有可能与
读者见面，而读书漫谈群里的及时互动，给
了我读书与写作的动力，激励着我在今后更
加勤奋读书写作，积极参与活动，多出创新
之作，全力耕好读书这块田。”因此，这让
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几种文章合集的阎晶
明，对 《读与思》 有着格外特殊的情愫：

“它带有特别的热度，每一篇文章的后面仿
佛都闪动着关注的目光，都有热情的鼓励的
话语在发声，文章与文章之间也在热烈地进
行着对话。它们是鲜活的，也是跃动的，甚
至有的还是有故事的。”

阎晶明认为，将线上读书交流和图书出
版结合起来，是委员读书活动实现“溢出”
效果行之有效的好方式之一。他建议“充分
利用全国政协委员高层次、多学科的人才优
势，让网上话题转化为优秀图书；要整合资
源，按专题、门类，有计划、呈序列地推出
不同系列的图书；将专业和通俗、普及和提
高结合起来，让读者获得丰富的知识与信
息，形成本书系特色；重视图书的装帧设
计，做到内容与形式兼美，强化系列作品的
整体风貌与个性化标识”。

精彩阅读
2000 多名委员一起读书，借助

互联网平台随时随地交流创作，起
到了读书通变、边读边干的作用。

学习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要精读细研经典，要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社会发
展 联 系 起 来 ， 要 和 人 的 生 存 、 生
活 、 生 命 联 系 沟 通 起 来 ， 科 学 求
证、辩证思考，方能汲取精华，增
益智慧。

带着问题读书
小切口透视大时代

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十三届全国政协推
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提高委员履职水平的实
际行动。“一起读书”的委员，是跨界别跨
学科的，这是委员读书活动的优势。用好这

些优势，聚焦重大问题，可以把不同界别、不
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委员思考和建议集中起
来，集思广益，为提高建言资政水平打下扎实
基础。

“政协委员是一个最能读书又善于读书的
群体，面对新时代新问题出现本领恐慌时，读
书是缓解或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叶小
文认为，“2000多名委员一起读书，借助互联
网平台随时随地交流创作，起到了读书通变、
边读边干的作用。”

带着问题意识的委员读书，不管是读书选
题，还是写书内容，都是从小切口透视大时
代，看似微观实则反映家国情怀。正如叶小文
谈到“读书漫谈群”之“漫”时所说的那样，
不是胸无点墨之辈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小人
长戚戚”的唠叨碎语，而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委员们归来的心系天下之言，是各地
翘楚、精英们的“聚会讲切”，自然常常是直
抒胸臆而纵横捭阖，厚积薄发又信手拈来。

《易经》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太极阴阳的
哲学体系，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根干，成为中华
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精妙的
思维智慧吸引着历代学人不断研习阐发。《易
理人生》的作者、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
主任张连珍从《易经》研习这个“小切口”出
发，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等透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卓然有成。

“几千年间，易学思想有形无形地影响着
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人生哲学。
学习研究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精读
细研经典，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
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要和人的生存、生活、生
命联系沟通起来，科学求证、辩证思考，方能
汲取精华，增益智慧。”研习了 《易经》 达几
十年的张连珍，受到委员读书的感发，将自己
的体悟写成241篇 （则） 随想文字，陆续发送
到读书漫谈群中，《易理人生》 就是由这部分
内容加上她在南京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综合整
理而成的。

张连珍的研究不是书斋型研究，而是充分
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特点。她请教各行各业
大家，联系国家大事、社会实践以及人生体
验，在对 《易经》 作富有时代特色解读的同
时，对《易经》所蕴含哲思又有新的体悟，特
别是对《易经》的变化观、阴阳观、物极必反
思想、错综复杂思想、万物交感思想和时中之
道等6个方面。比如在探索 《易经》阴阳之道
与和谐社会关系时，她认为，和谐社会是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也包括人自身

的身心和谐。这与《易经》阴阳之道所强调的
“阴阳互根”“阴阳对立或对待”“阴阳交感”
“阴阳平衡”“阴阳相济 （刚柔相济） ”“阴阳
互推 （转化）”观点是相通的。又如对于《易
经》中物极必反的思想，她开始深思如何做到
居安思危、否极泰来，并结合现实案例启迪今
人要有敬畏之心、要有忧患意识、要促进
和谐。

随着委员读书活动的深化，带着问题意识
读书，让读书群里不仅有讨论还有辩论，不仅
有交流还有交锋。去年年底，全国政协常委、
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在读书漫谈群中，
就中国家庭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主持的大讨
论，就是一次难得的试水，也是发挥协商民
主、凝聚委员共识的生动实践。“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哪个对孩子影响更大”“寄宿制管理
的利与弊”“隔代教育的利与弊”“应不应该让
孩子接触网络游戏”等别受关注的议题，在正
反方辩论中展开。这次长达数日的“辩论”，
有多达数百位委员发言，20余位委员深度参
与。《家庭教育何为：全国政协委员谈》 就是
此次辩论的重要成果，真实地呈现了委员们的
教育观点、系统思考与家庭教育故事。随着
10 月 2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公布，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副会长吕红
兵体会到，以
上辩论的小问
题背后，其实
都是关乎家庭
幸福与社会和
谐，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大事。

在 此 次 辩
论中，朱永新
看到，委员们
在交流交锋中
迸发思想火花
的同时，也进
一步凝聚了共
识，他相信读
者 能 够 通 过
《家 庭 教 育 何
为：全国政协
委 员 谈 》 一
书，“从委员的
家庭教育理念
和实践中得到

启发，看到优秀何以炼成，优秀又何以传承，
亦可从委员们围绕家庭教育的辩论中感受到协
商文化的魅力。”

精彩阅读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不仅应该自

己热爱读书，也应该成为全民阅读的
模范。

突出民法典的生活化与实用性、
易读性和普遍性，真正让民法典走进
千 家 万 户 ， 让 法 治 书 香 浸 润 百 姓
心田。

注重外溢效果
书香浸润社会促进履职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不仅应该自己热
爱读书，也应该成为全民阅读的模范。”朱
永新表示，政协委员多是各行业的领导和精
英，一举一动广受关注，委员们热爱读书，
成为大众身边的“阅读推广大使”，将会在

全社会引领阅读风尚。同时，通过出版各类
政协委员读书笔记等固化读书成果的活动，
让大众既能直观了解委员们读书的过程，也
能领略委员们因读书而产生的深邃的思想、
智慧的火花，这会对大众产生强烈的引领、
示范和带动作用，对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令他欣慰的是，
全国各地读书活动已经蔚然成风，委员读书
成为全民阅读中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书
香远播，熏陶着社会书香。

委员读书活动的外溢效应，不仅在于其本
身，还在于其转化成果在社会上传播所产生的
影响。

不同主题的读书活动，形成、传播的成果
各不相同。《家庭教育何为：全国政协委员
谈》，就对于推动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传播
教育常识具有重要作用。“当下社会对于教育
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没有把一些教
育的常识变成共识。期待这本书能够被更多父
母、老师、教育管理者读到，其中观点，哪怕
大家能认可五六、做到一二，也是委员读书活
动非常可观的外溢效应了。”编者代表朱永
新说。

《学好用好民法典 （上）》 更是“以案说
法”，“让民法典走到百姓身边，走进人民群众
心里。”作者代表吕红兵介绍，《学好用好民法
典 （上）》按照“把准政治方向，强调内外有
别，尊重传播规律，稳步扩大影响”的原则，
集群中读书的深度与网上传播的广度之大成，
按照民法典体例铺开，以经典案例为切入点，
围绕其所涉法律问题，从委员导读、名词解
释、问题解答、讨论交流等多角度渐次展开，
以图表文并茂、案例原理兼备、故事人物一
色、法条释义齐飞的形式，在释明阐意中把握
亮点特色、厚植法治观念。“突出民法典的生
活化与实用性、易读性和普遍性，真正让民法
典走进千家万户，让法治书香浸润百姓心
田。”吕红兵阐释。

因此 《学好用好民法典 （上）》 选择贴
近百姓大众的民事制度，聚焦最关联社会生
活的法律条款，从身边事引申，以经典案例
释明，把1260个法条转化为50万字左右的一
篇篇小文：《“苟晶们”被冒名顶替上大学，
能依据民法典维权吗？》《少年打赏女主播，
此钱可否要的回？》《“月亮土地”和“虚拟
货币”，民法典保护吗？》《疫情来了，合同无
法履行怎么办？》 等，以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的方式，让读者领悟立法精神，坚定法治
信仰。

《学好用好民法典 （上）》 的编撰与出
版，让吕红兵深切感受到，“读书是读有字之
书，履职是读无字之书，读书与履职是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读
书促进履职，履职涵养读书。”

书香书香有有““溢溢””结硕果结硕果
———政协委员读书笔记系列图书首批出版成果作—政协委员读书笔记系列图书首批出版成果作（（编编））者代表访谈者代表访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小宁王小宁 张丽张丽

自去年 4 月 23 日委员读书活动启动以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对做好委员读书的成果转化，
更好发挥委员读书的外溢效应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明确指示，要求要进一步拓展读书活动的外
溢方式。按照汪洋主席指示精神，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制定了 《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
动读书成果出版工作方案》，协调有关专门委员会、读书群和出版社积极对接，策划陆续推出
政协委员读书笔记系列图书。

在 10 月 12 日举行的政协委员读书线下交流会暨政协委员读书笔记图书出版座谈会上，政
协委员读书笔记系列图书的第一批成果——《处处书友遍地书》（叶小文著）、《易理人生》（张
连珍著）、《家庭教育何为：全国政协委员谈》（朱永新、贺春兰主编）、《读与思》（阎晶明
著）、《学好用好民法典 （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学习民法典读书群”导读组
著） 等五部图书“新鲜出炉”，让委员们在“线上线下相结合、读书履职相促进”中，进一步
体会到了读书活动的魅力和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

本刊特别采访以上五部书的作者或编者代表叶小文、张连珍、朱永新、阎晶明和吕红兵委
员，请他们谈谈在委员读书活动和图书编撰中的感悟思考与履职成效。

编
者
按

政协委员读书笔记系列图书首批出版成果

▲从左至右依次为叶小文、张连珍、朱永新、阎晶明、吕红兵

政协委员读书线下交流会政协委员读书线下交流会
暨政协委员读书笔记图书出版暨政协委员读书笔记图书出版
座谈会现场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