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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到朱永新先生寄赠的新
作《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展读这本精
美的图画书，可以用两个词描述我的
心情：惊喜，感动。

为何惊喜？这本书，和朱永新先生
以前赠我的书完全不同，他的著作，有
教育理论，有读书心得，有参政议政的
实践和感悟，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厚
重著作。而这本新书，也许是他著作中
字数最少的一本书，全书的文字没有
超过1000字。文字虽少，却活泼生动，
情趣盎然，书中有很多情景和画面，有
色彩，有声音，读后掩卷，眼前出现的
是人间的美好景象。书中有两个不同
的世界，一个是父母眼里的世界，是父
母陪伴哺育儿女成长过程中的欣喜和
快乐，另一个是孩子眼里父母的形象，
是母爱和父爱的奇妙展现。全书的构
思独特，设计非同一般，是一本很特别
的书，让人爱不释手。

为何感动？这本书，表达的是
人类最真挚的亲情，是父母对儿女
的爱，也是孩子们对父母的爱，书
名《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就把全
书的内容说得很明白。书中展现的
亲情，没有复杂的故事，更没有生
硬的说教，有的是让每个读者都可
以体会到的真切和真挚。那些看似
平 常 的 语 言 和 细 节 ，无 不 饱 含 深
情。

父母对儿女的爱，像太阳，像月
亮，为孩子带来温暖和光明。母亲的怀
抱，是儿女安全的摇篮，“喜欢你越过
我的肩头看世界，也喜欢你坐在我的
膝上摇啊摇”“五颜六色的毛线里，编
织着我对你的牵挂，一根一根拴在我
的心里”……父亲的双腿，是儿女游戏
的滑梯。“喜欢你坐在我的肩上看飞
机，听天边云朵说话”“我们一起拉紧
长长的线，等待风筝被风儿吹起”“在
书桌前，我们一起解锁‘十万个为什
么’”，“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出自己

的脚印”……儿女成长过程中的这些
细节和情景，做父母的人人都有体会，
读这些文字，看陪伴文字的生动画面，
心里很自然地生出共鸣。母爱和父爱，
就是这样自然，虽然单纯平凡，却是人
间至爱。

儿女对父母的爱，在书中以色彩
斑斓的画面呈现，孩子天真稚憨的言
语，描述着他们心目中父母对他们的
爱。“我的妈妈真棒，她给我造了一个
大花园”“她像有三头六臂，给我们带
来各种各样的惊喜”“我的妈妈真的好
棒，她什么都不怕”，她像“一条在海里
跳舞的鱼”“像绵羊，像花儿，像兔子，
更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大袋鼠”，妈妈发
脾气时，“她就是一只好凶的大老虎”，
而孩子并不害怕，因为“我也变成了一
只小老虎”。爸爸在儿女们的眼里是什
么形象呢？爸爸会讲故事，会用万花筒
变魔术，“转出一个奇妙的大世界”，他
爱花草，爱看书，他无所不能，“像长颈
鹿，像树懒，像大猩猩，更像一匹自由
自在的大骏马”，爸爸发脾气时，“他就
是一只好凶的大狮子”，这时，“我也变
成了一只小狮子”。

《我爱妈妈，我爱爸爸》的绘图作
者，是英籍华人画家郁蓉，她的风格独
特的绘画，以鲜明可爱的形象，生动诠
释了文字所传达的情感。这样图文并
茂的图画书，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一
定会引出由衷的笑声，也会引出绵长
的回忆和思考。

朱永新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为教
育事业，为下一代的阅读，花费了很多
心血。他的图画书创作，是进入了一个
新的领域，面对的读者是幼童。这样的
书，看似单纯浅淡，其实内蕴深厚，传
达的是人间至情。这本新书，不仅是孩
童的美好读物，做父母的成年人，也会
从中得到快乐和启迪。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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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梅《百年中国协商史话》的出
版，体现了作者将宏观建构与微观叙
事结合起来的学术理路，体现了作者
以政治协商为切入蕴含协商民主和民
主政治建设之深沉思考的学术情怀。
这也恰好与作者出版的另外两部著作

《人民政协诞生实录》《向北方》形成一
体多维的整体逻辑。这本书真实描绘
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建设民主，发
展民主、完善民主的探索历程，在时间
中打开了民主的空间。

在时间中打开民主的空间，意味
着不能忘记民主政治建设高扬的理想
和走过的路。《百年中国协商史话》关
于“国共联席会议”“国民参政会”“精
兵简政”“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的
详细叙述，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
三制”政权建设、协商建国、共同纲领、
宪法草案讨论、政协协商、党内协商的

透彻分析，既体现了民主理想的牵引
作用，也体现了民主实践的艰辛努力。
民主是理想的，也是经验的。协商、政
治协商、民主协商的历程凝聚着中华
民族的智慧和远见，饱含着真诚的期
待与希冀。

在时间中打开民主的空间，意味
着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够有效
应对国家建设中的各种挑战。毛泽东
曾经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
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
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
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中国
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
党，党领导的政权能够施行进步的民
主。《百年中国协商史话》围绕“政党协
商制度化”、审慎科学决策、“协商议政
新格局”“民主恳谈”的历史叙事，一方
面客观认识到政党内部治理、党际关
系、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另一方面也清晰阐释了民主
协商应对各种挑战的现实功能。协商
民主能够扩大各方面参与主体的范
围、能够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能够
平衡各方面利益格局、能够超越分歧
形成广泛共识。民主的实践彰显了民
主的价值。

在时间中打开民主的空间，意味
着民主政治建设永远在路上，民主发
展要遵循前向思维和前瞻指向。“人民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
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
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
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重大政治理念、是民主政治领域的
重大创新成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是进一步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遵循。《百年中国
协商史话》是对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的
历史梳理，但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历史
的回顾，而是从民主价值的传播、民主制
度的建构、民主程序的设计、民主实践的
探索等维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理
念：建设民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
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
们的优势和特点，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
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发展民主
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历史是用来
反思、用来镜鉴的。

民主是历史的，是经验的，是发展
的。在理想的状况下，人们可以从当代的
视角出发，将历史看作未来，突出历史对
后代的作用。当我们回顾政治协商的历
史、协商民主的历史时，我们也正尝试着
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整理、分析和诠
释既往的经验，以期从中得出未来发展
的积极思路。在时间的不断延伸中推动
民主的发展，需要繁荣的发展为基础，需
要法治的规范为保障，需要科学的创新
为动力。坚持科学与民主、市场与法治，
携手自由与解放、尊严与安全、使命与责
任、公平与正义，以人为目的本身，才能
够在时间中推动民主前行。历史部分地
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未来的路径，而把握
现实、掌握未来更多地需要形成前瞻性
思维、寻求解决未来挑战的答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
建学院教授）

在时间中打开民主的空间
——读李红梅《百年中国协商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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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书香社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
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
能更加厚重深邃”，希望“创新服务
方式，推动全民阅读”。

当下，科技快速发展，媒介纵深
融合，时代日新月异，文化精品创作
不断，传播样式层出不穷。同时，

“养眼”正遭遇“吸睛”，热点被热点
转换，热搜被热搜覆盖。信息量正日
趋无垠又密集，注意力正日益稀释而
裂变，优质化、沉浸式、体验感正越
来越成为今天大众的阅读所需。这需
要书籍等文化产品的内容不断提升，
也需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需要
——阅读场景、展陈空间、交流氛
围、活动体验、模式创意等公共文化
服务载体的形式和能级与时俱进。我
所在的上海报业集团对此有所探索，
比如去年 10 月 28 日，其旗下的上海
书城经过近两年“重装”全新亮相，
为市民读者与全民阅读提供城市文化
新地标。书城以食、阅、玩、乐“城
市生活方式”分区布局，在店内全新
推出悦读·书城“里”快闪品牌，举
办世界插画艺术展览，引进“猫头鹰
喜剧”打造全国首家在大型书店里的
喜剧主题演绎空间，力求实现从图书

阅览到美学欣赏、从图书卖场到美学磁
场的提升，使全民阅读的文化空间

“活”起来、“火”起来，努力以公共文
化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体验、新模
式，助力全民阅读新景象、书香社会新
气象。

阅读需要载体，社会需要书香，城
市需要书房。全民阅读的深入推广，需
要公共载体的有效承接，尤其是通过方
方面面的资源聚合优化，打造良好体
验，营造魅力氛围，构造一处处城市文
化会客厅。就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而
言，结合其正在推进的“15 分钟社区
生活圈”建设，让书店、书城成为体验
地、综合体，集大众阅读、学习生活、
文化消费、主题教育、旅游社交于一
体，吸引更多新老读者在“悦读”中漫
游、书香中打卡、逛店中生活，不但有
助于实体书店的更好发展，也有利于城
市更新的不断升级，还可作为消费升级
和文旅服务的拓展空间。近年来，在上
海涌现出的江南书局、上海书城、1925
书局、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南
村映雪等一批特色书店，成为各处文化
地标。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临港
科技智慧图书馆，是国内首家在人工智
能环境下实现虚拟现实无缝对接、打造
沉浸式互动阅读新体验的图书馆。上海
第 一 家 残 疾 人 友 好 书 店 ——“ 逆 光
226”非视觉文化书店，三天三上央视

新闻节目，引起读者和社会广泛关注。
新华文创·光的空间团队，还为首艘中
国籍海洋邮轮“招商伊敦号”，打造旅途
中的“海上图书馆”。为了打通“阅读的最
后一公里”，专门服务社区的“新华书店·
城市书房”已达255家。这些颇具特色的
全民阅读的文化空间，以持续丰富的阅
读资源、持续优化的阅读设施，为人民群
众读好书提供了坚实保障。

创新、升级、推广全民阅读实体场
景的同时，也要厚植、倡导、建设书香
社会的浓郁氛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
倡“读好书、善读书”，要求领导干部

“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希望
政协委员“努力带动和影响各界别群众
开展读书活动”，鼓励年轻一代“珍惜
韶华，潜心读书”。面对全民阅读的进
一步深化要求，加快建设书香社会，需
要更加凸显思想引领，丰富手段、形
式，推动社会参与；需要加强高质量供
给，创新实体书店等文化消费模式、文
化产业形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需要完善覆盖城乡的阅读推广服务
体系，破除一些重建设轻运营现象。作
为新闻出版界全国政协委员，我将继续
履行自身职责，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努
力提供应有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创新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方式 建设书香社会建设书香社会
李芸李芸

■编者按：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
智 增 慧 、 培 养 道 德 的 重 要 途
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
树 立 崇 高 理 想 ， 涵 养 浩 然 之
气。在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
即将到来之际，本版邀请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报业集团党委
书记、社长李芸，结合其在创
新 阅 读 服 务 方 式 的 探 索 与 实
践，讲述她对深化全民阅读活
动的理解与思考。

连绵不绝的《论语》注本，承载着
历代解经者的思想观念，体现着不同
时期的学术风貌，魏晋南北朝亦可作
如是观。该时期的《论语》注疏和玄学
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
一，王云飞新著《魏晋南北朝十二家

〈论语〉注研究》即是近年来这方面研
究的代表作。

专门对十二家《论语》注残篇进行
分类探讨、含义溯源、纵横对比解读，
是该书的最大特色。这本书充分挖掘
十二家《论语》注残篇在魏晋玄学乃至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呈

现出与众不同的学术特色。所谓分类
探讨是以玄学概念为中心，将每家《论
语》注残篇进行分类研究；所谓含义溯
源、纵横对比解读是指在对每家《论
语》注残篇分类探讨基础上，溯源至先
秦、两汉古注，进行纵向比较、对比解
读，同时对每家《论语》注与同时代《论
语》注进行横向比较。作者通过对各家

《论语》注的分类探讨、含义溯源、纵横
对比解读，展现了十二家《论语》注残
篇中包含的玄学内容，阐明了魏晋玄
学对《论语》解读的影响。

注重文本考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所谓文本考辨，是指在学术研究或文字考
证中对文本进行查考辨正，以确定其真实
性和正确性。它是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研
究早期《论语》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这本书对《论语》文本考释的诸多层面进行
了专题研究，微显阐幽，新见迭出。如郭象
对《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章的注
释中有“刑者，兴法辟以割制物者也”句，但

《儒藏》精华编一零四册所收《论语义疏》中
却无“割”字，作者通过引证和文本剖析，认
为“兴法辟以制物”更为合理。

对《论语》中的某些解读予以专题研
究，是该书的又一特色。如在分析《述而
篇》“子在齐闻《韶》”的解读时，不仅剖析
了伤心说在魏晋南北朝《论语》注释史上
的重要地位，而且条分缕析地呈现了赞
美说、伤心说在汉、宋、元、明、清时期的
发展。

统而言之，这是一部颇有新意的
专著。

玄学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
唐明贵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是舒晋瑜
以非典型的女性写作-合作方式（持
续 20 多年的访谈）进行女性情谊、女
性作家的文学生命乃至与女性有关的
文学史范式的探索。阅读此书，会清晰
地识别出这本书面对作为当代事件的

“女性”时，所展开的问题意识和独特
的阐释思路。

舒晋瑜以自身的阅读经验，与不
同的“有关女性的写作”及“有关女
性写作中的阅读经验”产生对话。舒
晋瑜希望通过提问，积极建构出某种
规范的作家个人史叙事：从童年开始
追溯一位作家的创作生成；考察其阅

读史对创作的影响；通过处女作、成名
作、被忽略的作品、新作，建构其创作
谱系——作为专业读者的舒晋瑜会提出
自己的相关看法与作家讨论；询问作家
现在的生活和创作状态。这几个重要的
提问向度使读者能更为便捷地把握作家
的写作和内心生活。而作家的写作和内
心生活，也在这样叙事中，有意无意地
建构为了一种互证关系——写作和内心
生活是互为滋养与救赎的。进而，从舒
晋瑜建构的叙事推导，我们可以得出如
下的价值表述：女性作家在面对“个
人-生活-社会”时，写作既是她们生
命状态的延续，也是她们得以本真视人
的重要载体。在女性内心与生命中继续
写下去，女性文化就会不断富足其情感
与精神内蕴。写作，在不可被本质化的

“女性”表述中，提供了女性文化得以
展开的颇具本质性意味的支点。

在诉诸访谈所建构的叙事中，舒晋
瑜同样格外关注写作与女性既定庸常生
活之间的辩证关系。譬如访谈叶文玲、
乔叶、鲁敏等时，舒晋瑜就会有意无意
地溯回她们与作家身份不同的生活前状
态，将此状态视为没能充分展开自我的
女性原初状态。一方面，作家们对这种
前状态的怀疑、不满足，构成了她们走
上写作之路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又
因不满足、忆苦思甜的追忆搅动，对前
状态的不断回返，亦成为她们进入写作
的重要滋养。如果说前状态是“女性”
不自主的既定之路，那么既定之路一方
面必须要摆脱，一方面也只有不断艰难
地回返既定之路并做出追忆、反思，才
能使“女性”的创造与超越拥有其根
柢，而不至于浮泛。

访谈的妙处在于合作，访问者和被
访者的交流在完成那一刻前都是未知
的。访谈是两种思维碰撞出火花时合作
与瞬间的艺术。所以，即使舒晋瑜下狠
功夫，试图建构作家个人史，也得通过
作家的参与、补充、打搅。舒晋瑜需在

作家们的回应之后，一次次重塑、改造
自己的期待视野，以期达成有效的视域
融合。很多情况下，舒晋瑜提出的问
题，不免隐含着某种回答期待。拥有别
一种生命状态的作家不一定总是顺其
意，而是用独属于自己的新视角给予舒
晋瑜阅读期待以校正。譬如舒晋瑜在询
问迟子建写作中女性人物特殊质地的成
因时，迟子建回答“小说如同一场戏，
开场后，谁先登场，谁表演的时间长，
谁是什么性格，男人女人哪个抢眼，完
全取决于他们在戏里角色的分量……在

‘女’字上做文章，对我来说，跟让我
登珠峰一样难”，打破了舒晋瑜的提
问，并改写了写作中“女性”的分量。
恰恰是迟子建如是姿态，迫使我们审视

“女性”旗帜高高飘扬时，所可能遮蔽
的某些更重要的写作、现实问题；进一
步思考“女性”生成方式的多样可能
——“女性”并非一定要出自一种强女
性意识。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的布置深具
匠心，本书涵括了从“20后”到“70后”30
位女性作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发生
史。通过加入舒晋瑜自己撰写的“采访手
记”和加粗按语，访谈录不仅具有了“文”
的女性情谊、抒情印象的审美愉悦，也具
备“史”的整一、严谨。当访谈中女性情
谊、女性视角的补充与校正等新质进入
文学史在场化的运作过程——文学史得
以从知识、判断中解放出来，慢步走向互
相陪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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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日前接连出
版了 《龙头香》《海棠花开》 两本中
短篇小说集。《龙头香》 收录了 《龙
头香》《过程》《买房记》 等 10 部中
短篇小说，《海棠花开》 收录了 《海

棠花开》《阴差阳错》《教授的儿子》
《从沂蒙到上海的距离》 4 部中篇小
说。这些作品以小见大、视野开阔，可
读性、现实感和人文关怀色彩强烈，贴
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评论家

孟繁华曾评价：“杨晓升是一位深度介
入生活的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位有
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是敢于直面
现实，敢于触及问题和批判的作家。
他的敏锐和尖锐在当下的文学格局
中，格外引人注目。现代性从来就具有
两面性——我们走进了现代性，也走进
了现代性带来的不曾预料的问题和难
题，杨晓升的小说就处在这个问题和难
题的峰谷浪尖之上。” （杨雪）

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出版
中短篇小说集《龙头香》《海棠花开》

《
我
爱
妈
妈
，
我
爱
爸
爸
》

《
百
年
中
国
协
商
史
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