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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走 进 图 书 馆 、
书店等阅读和文化空间，抑
或漫步云端，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已成为
人们生活的日常。随着全民
阅 读 活 动 的 开 展 ， 书 香 氤
氲，掀起了读书的热潮，也
绘出了一道道亮丽的阅读风
景。本报记者采访多位全国
政协委员，讲述他们在阅读
活动中的所感所思。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早提出
“书香”这个词汇，中国开展全民
阅读，就是要让华夏大地成为“有
书香的地方”。

书香，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美
得沁人心脾而又令人向往的语
词！

那么，书香从何而来呢？
书香首先是一种植物的香

气。古人为防止蛀虫咬食书籍，遂
于书中放置芸香草，用其散发的
幽幽清香驱虫，书香之名便由此
而得。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所藏书籍号称“无蛀书”，就是因
为用芸香草防蛀之故。

书香一词在我国古代藏书事
业中被广泛引申使用。大凡与图
书典籍有关的事物多被冠以芸香
草之名，如“芸帙”“芸帐”“芸编”，
都喻指书卷。“芸签”原指书信，后
来也演绎为图书。“芸香吏”则指
校书郎，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做
过这个官。因书房经常储备芸草
以驱虫，故称书斋为“芸窗”，官家
藏书的地方则称为“芸肩”“芸署”

“芸台”（芸台相当于现在的档案
馆，早在汉代便有“芸台”的别
称）。宫廷中的藏书处称“芸扁”，
掌管图书的官署秘书省称为“芸
阁”“芸省”等。

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有一
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首推造纸术。公元105年，蔡伦发
明了用各种植物纤维制浆而做成纸张的工艺，而当时世界各
国都还不知道纸为何物。中国造纸术使得人类社会文字载体
成本大幅度下降，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写作和阅读，也使得中
国成为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带来
了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大规模发展。有纸张才有书籍，有书籍方
有书香，最早的书香自然来自中华。

千余年来，书香一词早已成为我国赞誉读书的美好词语。
随着语词的活用，人们普遍把爱书人家称为书香人家，把崇学
重教的城市称为书香之城，把一个人认真读书的行为称为品
味书香。书香并不单指袭人的芸草香，还指书籍自有的纸张和
油墨的气味，及其与各种防虫的芳香物混合而成爱书人喜爱
的香气。人们从阅读品味出来的书香，更多源自心灵对书籍的
感动，是世间的人情淳善，是美丽的道德情操，是悠久的文化
传承，是壮丽的大好河山……读书之人神与书交，气与书合，
掩卷长叹，口存余香，物我两忘，这便是书香绕心，书人合一。
古人吟咏书香的诗词并不罕见。宋代诗人释景淳《诗评》中有：

“石盆栽药瘦，松火焙书香。”元代诗人萨都剌《寄良常伯雨》：
“隔屋书香开酒瓮，卷帘树色入茶瓯。”明初诗人陈谟《题朱雪
岩小影图文公之后居南雄者》：“考亭云谷高风在，长有书香付
后来。”明代诗人庞嵩《又次唐山韵二首》：“况有书香传万卷，
乐随诗酒对年华。”明代诗人祁顺《题何氏西溪书屋》：“书香一
脉如溪水，今古滔滔不尽流。”无不抒发着书香人生的感动。

斗转星移，陵迁谷变，石烂松枯，中华大地却氤氲书香不
变。现代普通人家，为书籍防蠹，早已改用樟脑丸、檀香片乃至
各种化学防虫制剂，然书之有香，我更愿意认为这是指书中的
内容和书籍承载的精气神，而不仅仅是书籍纸张、油墨以及装
帧中掺进的有形成分。书香，更多时候是指在书卷里所蕴藏、
散发、萦绕的一种不尽的历史记忆与个人缅想。书香是对书籍
的赞美，书香是对读书人的褒奖，书香是对文化的赓续与弘
扬。作家梁实秋说“书香是与铜臭相对立的”，可谓一语中的。

“铜臭”一词，出自《后汉书·崔烈传》。汉代权臣崔烈，虽名重一
时，却欲壑难填，以五百万钱卖官鬻爵，买得司徒一职，从而得
享“三公”之尊。有一日他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
如？”崔钧如实回答：“论者嫌其铜臭。”由此人们便以“铜臭”一
词来讥讽俗陋无知而敛财暴富之人。

千年以来，书香铜臭，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褒贬好恶。“钟
鸣鼎食之家”若不是“诗书簪缨之族”，则多了土豪气；稼穑之
户若能“诗书继世”，门户方能贴上“耕读人家”的横额。历代无
数读书人家不绝如缕的书香，簇成了滋养中华文化参天大树
的浓密根须，即便有遮天蔽日的战火将无数传世典籍化作焦
蝶，也仍有数不尽的家庭和读书人将书香与生命相融，乃至与
血脉共存续，使得“礼失而求诸野”成为可能，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成为事实。

阅读能让人们听圣贤指点，与智者对话，于静夜闻书香，
以慢生活酝酿思想，在无边书海里陶情冶趣，开阔胸襟。读书
如品茗，滋味在其中，读以致知、读以致用、读以修为、读以致
乐。书香，正在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我国首倡书香的省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前沿地
区的广东。1993年12月19日，首届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举办，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书香”命名的书展，主办方为
它撰下一句响亮而新颖的广告语，即“东西南北中，南国书香
浓”。此后不久，2000年11月，首届深圳读书月举行，其提出
的口号是“营造书香社会，共创美好未来”，书香成为人们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

2006年，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决定开展“书
香中国”活动。自2007年起，“书香河北”“书香龙江”“书香三
湘”“书香八桂”……各省区市迅速开展“书香工程”建设。书香
很快成为社会热词。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深入推进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书香中国”成为国家中长期发展
规划的目标之一。

社会的发展和改变往往从阅读开始。改变，伴随着阅读的
推进。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已经明确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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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用好作品回馈社会的关注

“我们可以把触角伸得无限长，也可以
博采万花丛中的花蜜，但也须明白，再锦绣
灿烂的文学华袍，披在自己身上就未必时
尚、现代并华贵了。我们得剪裁好适合自己
穿的衣服，合身、舒服、自在就好。”4 月 27
日，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面对热情的读
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
彦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娓娓道来。

这一天，《陈彦文集》首发式在此举行，
同时也是一场“以书会友”的盛会——陈彦
与众多专家、读者面对面分享、交流，共同
探讨文学创作之路。

“家乡一个叫马华的青年，当天坐着
轮椅来到了现场。他说他是我的读者，也
提了问题。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书写的
笔特别沉重。”作为一名作家，陈彦参加
过很多次与读者互动对话的阅读活动，

“感动”，常常触及他的心头。“类似的对
话，尤其是在对方细读了文本后的提问，
让我常常很感慨、感奋。我想那一刻，油
然而生的就是书写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努
力地把作品写好，以回馈社会的关注与阅
读。”陈彦说。

不久前，陈彦还去了深圳参加读书活
动，深深感受到那里浓厚的阅读氛围。“一
个在改革开放之初只身闯深圳的老乡说，
深圳人那时就比较注重读书，了解世界，了
解自己，从而更好地打开自己的奋斗领域。
现在深圳整个城市有上千座图书馆，形成
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全民阅读的经验，这是
很了不起的。”在陈彦看来，阅读活动是一

种必要的推动阅读的形式，有助于形成一种
阅读氛围，一个阅读磁场。“如何为读者提供
便利的阅读条件？其中离读者近很重要，就像
跑步这项运动最简单，参与的人也会多，因为
你随时随地就能跑起来。”陈彦希望，一方面，
阅读活动和公共阅读空间能够更为便捷，融
入人们生活之中，使其能够通过便利的阅读
体验收获不经意间的美好，进而促进阅读习
惯的养成；另一方面，培养阅读习惯不能“急
行军”，举行阅读活动也要有可持续机制，让
阅读变得自然而然起来。

在与读者的交流中，陈彦清晰感受到真
正阅读后的视野与精神气质。“一个没有培养
起阅读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耕读传
家’是一个很好的词，甚至有抛弃功利的意
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我们祖
先对读书很透彻的理解。读书就是为了更好
地把握现实与未来，让更多的人‘开卷有
益’。”陈彦说。

顾青：
让深度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繁华热闹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有一
处典雅朴素之所在，这便是商务印书馆的涵
芬楼书店。走进书店，随处可见丰富的图
书、认真的读者，让人的心不由静下来。这

里几乎每周都会举办阅读活动，名家讲座更
是拥有不少粉丝。“汉译名著的前世今生”
“柴尔德与中国考古学”“走进柏拉图的精

神世界”……从图书出发，不同领域的
知名学者与读者面对面，分享自己的精
深思考。

在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执
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看来，出版
社要与读者经常“见面”，通过图书
以及线下线上的各种活动，成为彼此
熟悉的朋友。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商
务印书馆在 2024“读者开放日”开幕式
上正式发布了“深度阅读推荐书目”。书

目包含 52 种图书，未来还将每周推出一
本深度好书。对此，顾青表示，自 2014 年

起，“全民阅读”连续 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从“倡导全民阅读”到“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再到“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社会各界对
全民阅读活动的需求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
期，深度阅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于深度阅读的内涵，顾青如此阐释：
第一要提倡经典阅读，经典是人类知识生产
的精华所在，人类的进步就是依托这些知识
精华；第二要提倡完整阅读，每部经典都有
自己的思维体系和方法，对体系和方法的掌
握比结论更重要；第三要提倡问题阅读，带
着问题阅读，带着思考阅读；第四要提倡动
笔阅读，归纳图书精华，把自己的思考、心
得写下来，是对所获知识的确认，更是举一
反三和创新的起点；第五要提倡自主阅读，
主动找书读书，按照兴趣、按照需要去读，
日积月累。“我们希望与更多的读者一起，
与好书相遇，能够自己读、整本书阅读、有
系统地阅读、带着思考阅读，让深度阅读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顾青说。

陈红彦：
创新形式推动全民阅读、青年阅读

对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馆长陈红彦来说，每天与古籍、读者打交
道，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通过举办精彩
的展览，让观众
看到了古人写出
来的、古人曾经
读过的书；举办

中国典籍与文化、文津讲坛等系列讲座，
形成让“大家”告诉大家的导读式读书交
流……在她眼里，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学
校，是公民终身教育的场所，是公共文化
服务机构，如何更好地在全民阅读中发挥
作用，便成为图书馆人的责任担当。

新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服务读者带来
了更多的可能性。“与古人读书的不便利
相比，现在阅读的藩篱被拆除，可以无处
不在，不仅纸质书籍实现丰富的供给，讲
座、展览、戏剧、研学等相关活动也成为
推 广 阅 读 的 有 效 形 式 。” 陈 红 彦 告 诉 记
者，如今展览、讲座从只能面对面听、现
场看，增加了云端、回放、沉浸式参与等
多种方式，其体验感、获得感对广大青年
读者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2018 年起，陈红彦团队的年轻人将古
籍的故事、古人的诗词人生以音频的方式
推出，获得读者的关注。此外，还把甲骨
文嵌入游戏、把古籍中的福推送给春节的
手机屏幕，把神话做成知识库……陈红彦
表示，图书馆在如何通过不同活动形式把
读书嵌入生活、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要职能上可以创新形式，主动作为，培
养人们尤其是青少年阅读的兴趣。

“图书馆还可以成为人与书之间的媒
介”，陈红彦说，国家图书馆每年一次文
津图书奖的评选活动，选出优秀图书推送
给读者，正是图书馆推广阅读的方式；而
组织专家撰写的导读书籍 《中华百部经
典》、遴选的经典 《国学基本典籍丛书》，
以及不断丰富的数字资源更是尽力衔接文
化传承和读者学习的需求。

新时代，阅读传承的手段、渠道越来
越丰富，让读者的多元需求得到满足，也
让文化基因得到传承。在陈红彦看来，当
读书成为生活方式后，会自然提高一个民
族的文化修养和文明素质，让社会变得更
加温暖，让人间烟火与诗和远方一起扮美
我们的生活。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的
路途中，图书馆人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谢颖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化基因》从浩瀚的古代典
籍中提炼出“生生不息”
的仁道理念、“损有余而
补 不 足 ” 的 天 道 品 格 、

“ 形 神 兼 备 ” 的 生 命 观
念、“天人合一”的生态
哲学、“亲仁善邻”的交
往之道等 15 个核心内涵
进行深度剖析，全面解读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
文化内涵、“中国式现代
化”与“古老中华文明”
的关系。

4月 25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的
《滹沱河畔》新书发布座谈会在河北省西柏
坡纪念馆举行，与会专家就李红梅、史宝强
合著的新书《滹沱河畔》进行深入研讨。
1948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
役”，同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
口号，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响应中共“五
一口号”，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筹备组织下，
穿越封锁线奔赴解放区。《滹沱河畔》运用
叙事史学的方法，细致描写了这一过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
政协成立75周年。回望历史，位于太行山东
麓，被滹沱河环抱而起，背靠京、津的西柏
坡，见证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刻。李红
梅、史宝强通过实地考察，收集大量档案文
献和“三亲”史料，访问亲历者及其后人，对
西柏坡时期统一战线历史和协商筹建新中
国历史做了全面、详细的资料收集、梳理及
研究工作。李红梅表示，作为统战工作者感
到有种责任感，要将人民政协为什么成立、
如何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什么是从中国土壤里生
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讲清楚。《滹沱河畔》
通过对资料挖掘和重要事件梳理，让沉睡的
历史鲜活起来，通过展现有重大价值的历史
细节，体现出民主人士的进步性、统一战线
的影响力，彰显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
铁律以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
族走向复兴和辉煌的历史逻辑。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何
秉群认为，《滹沱河畔》以新颖的视角和深
入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历史画卷。作者以

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深厚的学术背景，深入
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形成历程。全国政协原副秘书
长、全国政协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
主任卞晋平认为，本书内容丰富、生动，为
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与当代读者之间
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
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贡献。
本书详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
在滹沱河畔的伟大实践，涉及众多人物与
事件，发挥了传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作用，
有助于将滹沱河畔所蕴含的丰富精神内涵
薪火相传，延续至未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
行政管理系教授宁骚表示，本书从协商独
特视角，紧扣历史主线，讲述中共中央在西
柏坡期间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筹备建立新中国的故
事。作者一方面努力拓展史料范围，从大量
档案文献、报纸杂志、回忆录、日记等史料
中直接使用很有价值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
细节；另一方面对基本史料反复研究，深入
探求，从大家能看到的史料中有新的突破
和发现。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
局长杨冬权认为，本书系统而全面地梳理
了组织民主人士到华北解放区以及中共中
央在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的初步实践等重
要历史事件。通过细致入微的史料分析，展
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历史画卷。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吴先宁表示，《滹沱河畔》采用了“叙事史学
的写作方法”。叙事史学方法的优势在于把
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物更加具体生动地表现
出来。《滹沱河畔》中的历史人物有血有肉，

细节饱满，将人作为历史主体，使得历史显得
更加生动丰富。

《滹沱河畔》出版后迅速引起广泛的关注。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
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张献生表示，这
在于作者从历史的纷繁中探寻了“长夜难明赤
县天”的旧中国如何能够“一唱雄鸡天下白”的
深刻根源，揭示了“得人心者得天下，靠人民就
无不胜”的真理。正如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张庆黎在《滹沱河畔》序言中指出的
那样：本书以史为经，以事为纬，描绘了民主人
士穿越封锁线奔赴解放区的景象，彰显了统一
战线的力量。书中深入研究了“五一口号”缘起
及建立新中国程序重大调整等党史事件。全景
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和各界人士协商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
的生动场景。本书集政治性、思想性、史料性、
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对阐释中国道路、坚定
制度自信、奋进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呈现恢宏壮观的历史印记
——《滹沱河畔》新书发布座谈会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家铭

▶▶▶

▶▶▶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
彭璐珞 肖伟光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共享阅读之美
——政协委员谈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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