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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艺 术 家 王 蒙 的 代 表

作《青春万岁》日文版近日由

日本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

部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

小说典藏，反映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学生青春热情的小说，经

由日本研究者堤一直博士和

长期在日本留学工作、现在贵

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

的李海博士共同翻译而成。

拥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潮 出 版

社十分重视这部中国经典小

说的出版发行，邀请日本画家

坂 上 楠 生 为 该 书 绘 制 封 面 。

据坂上先生介绍，封面的创作

灵感源于拜读王蒙先生《青春

万岁》的过程中，描写明亮月

光的场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封面着重描绘了满月

的光辉下新中国的景象和开

拓未来的高中生。

（杨雪）

“贝壳城堡”“风帆奇遇”“鲸奇剧场”，充

满童趣和想象力的海洋元素空间各具特色，

书 架 高 度 、服 务 台 高 度 、桌 椅 高 度“量 身 定

制 ”……7 月 8 日 ，宁 波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 开

馆。一应俱全的书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这

座“童话里的图书馆”吸引了众多小读者。

据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图书馆馆长徐

益 波 介 绍 ，宁 波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 总 面 积

20430 平方米，一楼至二楼为主要阅览空间，

设有分年龄层级阅览室、自助阅览室、国际童

书馆、无障碍阅览室、益智玩具馆等借阅空

间。三楼为智慧互动空间，以传统文化、智慧

创意、艺术鉴赏三大空间凸显宁波特色、科技

创新、儿童友好三大元素，为少年儿童提供沉

浸、立体的互动体验。有小读者家长说：这里

不仅拥有传统图书馆的所有功能，更是少儿

学习、交流、玩耍的文化新空间。

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图书馆，在多

样化的阅读体验中获取知识，感受生活。如

何提供优质高效的少儿阅读服务，宁波图书

馆持续探索创新。

“用宁波话读《江雪》是什么样的？”“老翁

钓的是鱼还是雪？”“柳宗元当时的心境是怎

样的？”在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一场“我陪孩子

读经典”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大小书友与他

们熟悉的北辰老师一起品读柳宗元“独钓寒

江雪”的世界。现场几乎座无虚席，有家长告

诉记者，“抽中一个讲座名额就像中彩票一样

高兴。”

面对老师提出的问题，7 岁的陈和飏觉

得老翁在“钓雪”，不过为什么钓雪，他还说不

清楚。从幼儿园中班开始，陈和飏就跟随妈

妈和哥哥到宁波图书馆阅读和听讲座，书读

得多了，还给自己起了字“子龙”，号“甬上居

士”。他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老师讲得有

趣味、有意思。

在位于宁波市莲桥第历史街区的屠呦呦

旧 居 陈 列 馆 ，也 有 一 群 孩 子 正 在“ 阅 游 甬

城”。他们实地探访名人旧居，在老师的引导

下共同阅读《屠呦呦传》的部分章节，还尝试

用杏仁、百合、胖大海等中药材创意拼贴扇

面。10 岁的戴思齐幸运地“抢”到了这次活

动名额，“科学课也提到过青蒿素，今天学的

细节更丰富。”她高兴地说。“阅游甬城”是宁

波市海曙区图书馆开展的少儿系列研学活

动，让孩子们从一本书出发，进入城市实景，

共读一本书，共走一个景点，共同探访一种文

化。

在文化娱乐生活日益多元的当下，如何

让孩子与书籍、图书馆有更多亲密互动？

包歆亦是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幸

福校区的五年级学生，几乎每天都期待着走

进图书馆。“排练、表演、配音，录制歌曲、手势

舞……mini 剧场的许多活动我都参与过，最

难忘的是在绘本剧《森林图书馆》中扮演猫头

鹰，增进了对图书馆各项业务和规章制度的

了解。”

吕星月从 2 岁半起就开始参加宁波图书

馆的活动，跟着老师听故事、做游戏，亲近非

遗、参观展览、参加研学，“小朋友现在 6 岁，

说起不少传统文化都头头是道，这离不开玩

中学、学中玩的图书馆时光。”母亲梁晓雯说。

2015 年，宁波图书馆推出“天一童读”，

为 14 周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提供阅读指导

和阅读推广服务，并不断衍生发展出“音阅

树”“慧读”“童绘”“朗读”“童艺”等系列少儿

阅读品牌，从视、听、读、演、互动多角度丰富

阅读体验，服务方式不断向精准化、多元化、

立体化发展。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阅读推

广活动 2200 余场，线上线下受众近 400 万人

次。

“比如 mini 剧场结合手偶表演、彩泥绘

画、真人演出等方式，拍摄绘本剧短视频，小

读者全程参与配音、表演和道具制作。”宁波

图书馆少儿事业部主任王盈说，“如此一来，

少儿阅读推广真正成为沉浸式、立体式的。

小朋友参与阅读、渴望走进图书馆的意愿越

来越强，我们与小读者的互动和黏性不断加

强。”

“孩子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

山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

山的那边，就是海呀！”5 月 12 日晚，中学学

生徐楚懿和母亲朗读了《在山的那边》，许多

家 长 留 言“ 给 自 己 和 孩 子 更 多 的 勇 气 ”。 8

岁的郎米多走进录音棚，分享了《沈石溪动

物 探 索 营》一 书 ，成 为 他 终 生 难 忘 的 经 历 ，

“不仅长了见识，收获了自信，更加爱上了阅

读和分享”。

一人一书，一起夜读。今年 1 月 1 日，宁

波图书馆推出“天一夜读”阅读短视频，每日

更新，以“短视频+深度阅读”的形式持续“圈

粉”。截至 6 月 28 日 ，“天一夜读”推出 180

期，全网传播量超 600 万人次。

如今，打开“天一夜读”，成为不少宁波孩

子每天的习惯。“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互联网

的‘原住民’，于是我们供其所需，用朗读短视

频的形式吸引更多的小读者关注阅读这件

事。”正如徐益波所说，读者在哪里，就要把服

务阵地拓展到哪里。

书香润泽美好童年
本报记者 谢颖

用《100讲》阐发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 《100 讲》 是一部好书。”全国政

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蒋建国表示，

“好在学思想、用思想，是深入学习贯彻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的一次积极实践和有益探索；好在用史

实、讲故事，生动鲜亮地呈现了各民族共

同促进历史前进的伟大历史征程；好在用

学理、讲道理，融学术性、知识性、可读

性为一体，深刻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丰富内涵和一体与多元的历史格局；好

在用历史、讲未来，使人坚信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发展不断加深的过

程，必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的过

程。”蒋建国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借鉴这次

实践，持续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深化中华民

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推动形成中

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

系、理论体系，持续深入探索将学术话语、

政治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的有效叙事方式，

讲好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讲好 56 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团结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出积极贡献。

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历史理论研

究所所长杨艳秋看来，《100 讲》 紧扣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理念，重视阐释史学在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翔实的历

史知识和学术养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历史依据，有助于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

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是一部深入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

重要作品。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

教授青觉发现，从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的视

角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演

变、发展的历史，使 《100 讲》 别具一格。

“它用极具典型性、有代表性的 100 个主题

告诉我们，正是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才

使中华民族源源不绝、代代相传、层层积

淀、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因各民族交融汇聚

而兴旺发达、延绵持久。”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常 务 副 校 长 王 守 军 认

为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是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

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提出的重大原

创性论断。《100 讲》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深入

践行和探索，也是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

握历史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以述论结合的方式讲故事

“ 《100 讲》 立足中国历史实际，选取

了具体的史观、史论、人物、事件、制度、

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思想等，聚焦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时代性、连续性、统一

性，采取述论结合的方式讲故事，讲述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中的关键时刻，讲述

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讲述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认同中蕴含的凝

聚力向心力，讲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自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主编、教授

哈正利评价道，《100 讲》 对于如何讲好中

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对今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专题化、精细

化发挥了示范性作用。

“讲好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要 处 理 好 学 术 研 究 与 大 众 普 及 之 间 的 关

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编辑部主任

晁天义认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不

仅要讲给学术界，还要讲给社会大众；不仅

要讲给成年人听，还要走入青少年内心。要

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关系，就要以科

学严谨的态度回应时代问题、解答时代问

题。读者能否通过阅读这些成果得到启迪和

教育，是检验学术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的重

要标准之一。“ 《100 讲》 一方面体现出严

明的学术风范，另一方面体现出轻松活泼的

行文氛围，可谓一次可贵尝试。”晁天义说

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

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大龙在搜索中华民族

共同体相关主题论文论著时发现，研究成果

中关于宏观理论判断的多，提供具体方式方

法的少，《100 讲》 可谓学理与故事相结合

的典范。他希望该书再版时可以增加有关理

论的解读，使学理与故事更加紧密结合，在

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起到更加

重要的作用。

注重发挥史学资政育人的作用

有着几十年教龄的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主任郑师渠深切感受

到，历史教育是更为有效的思政课。有效的

思政课不需要讲很多道理，从正确的历史观

出发，借助民族的共同记忆，将历史故事娓

娓道来，就可以让听者明白中华民族在历史

上是如何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形成发展过

程 。《100 讲》 就 是 如 此 。 这 就 犹 如 春 雨 ，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间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植入青少年心

中。同时客观生动的历史场景，又常常会增

强人们体悟真理的厚重感。

“ 《100 讲》 选材精当、文风平实，全

书贯穿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

线，体现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各民族

对祖国疆域、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民族精

神的贡献跃然纸上。”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

副司长张世保表示，该书体现了北京师范大

学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发扬了老一辈学者

注重史学资政育人的重要品质。

在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基地副主任李帆看来，历史教科书对于国

民培养爱国情感和实践意识，特别是对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培育和推广起到很大作

用。“ 《100 讲》 传递的知识更加系统，使

人们所接受的概念建立在知识和事实基础

上，具有外在理论知识向内在情感认同发展

的可能性，对于今天编纂教科书有很大启

示。”李帆说道。

一本学理扎实故事生动的书
本报记者 张丽

7 月 2 日，由全国政协民族和

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师范大

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

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

学党委统战部承办，人民出版社

协办的 《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 100 讲》（以下简称：《100

讲》） 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100 讲》 由 全 国 政 协 民 族 和

宗教委员会办公室邀请北京师范

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编写而成。该

书以“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

同 体 ” 为 主 题 ， 选 择 100 个 中 华

民族的历史话题，阐释各民族广

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剖析中

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

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

发展趋势。

《历史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100 讲》

早 些 年 ， 我 写 过 两 篇 关 于 阅

读 环 境 的 随 笔 ， 一 篇 是 《读 书 之

所在》，另一篇是 《读书之无所不

在》，两篇都获得过一些好评。

《读 书 之 所 在》 从 书 房 谈 起 ，

说 到 古 代 读 书 人 十 分 重 视 阅 读 环

境 ， 许 多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至 今 还 保

存 着 历 史 文 化 名 人 的 读 书 纪 念 亭

阁 。 现 代 社 会 ， 图 书 馆 和 实 体 书

店 则 是 人 们 最 应 该 利 用 的 读 书 所

在。

后 来 ， 我 又 写 了 一 篇 《读 书

之无所不在》。文章检点古今读书

故 事 ，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 ： 真 正 爱

好 读 书 的 人 ， 只 要 有 书 可 读 ， 原

本 是 不 必 讲 究 什 么 所 在 的 ， 读 书

无 所 不 在 ！ 对 于 读 书 环 境 与 读 书

的 关 系 ， 我 引 用 了 清 朝 重 臣 曾 国

藩的一段名言。他说：“且苟能发

奋 自 立 ， 则 家 塾 可 读 书 ， 即 旷 野

之 地 ， 热 闹 之 场 ， 亦 可 读 书 ， 负

薪 牧 豕 ， 皆 可 读 书 。 苟 不 能 发 奋

自 立 ， 则 家 塾 不 宜 读 书 ， 即 清 净

之 乡 ， 神 仙 之 境 ， 皆 不 能 读 书 。

何 必 择 地 ， 何 必 择 时 ……” 这 是

曾 国 藩 给 远 在 湖 南 家 乡 的 四 弟 曾

国 荃 的 回 信 。 曾 国 荃 早 年 修 书 给

在 京 城 做 大 官 的 兄 长 曾 国 藩 ， 希

望 能 去 北 京 的 贵 族 学 校 读 书 ， 曾

国 藩 便 做 了 这 一 番 劝 解 回 复 。 曾

国 藩 这 番 言 说 ， 可 谓 振 聋 发 聩 ，

道出了读书的金科玉律。

《读书之所在》 获得的好评多

在对古今文人的书房乃至阅读环

境做了一番欣赏；而 《读书之无

所不在》 一文获得的好评则比较

厚重，认为对阅读的精神有较深

的阐述。有老朋友击节赞赏：爱

读书，身处山野一样读书，不爱

读书，雅致的书房充其量也就是

摆个样子。

可 是 ， 在 青 少 年 学 生 读 书 行

动中，我们却主张校园要高度重

视阅读环境的建设。一个中小学

校，是不是建成了书香充盈的校

园，阅读环境的建设不可缺少。

2021 年 3 月 ， 我 去 福 建 莆 田

市考察中小学生的阅读，发现这

里普遍开展“最美图书角”的评

比活动，让迷人的浓浓书香飘溢

在每一个班级，让读书伴随每个学生成长的脚步，满足同

学们随看随取随时阅读的愿望。由于许多学校积极准备，

精心布置，使得校园里书香氛围十分浓厚。

在许多学校里，我们都听到校长和老师们共同的一句

话：要让同学们对学校图书馆的好书“触手可及”。

2023 年 4 月初，我在山西柳林县参加教师培训活动 。

活动结束时，柳林镇锄沟村小学校长想请我去看看他们乡

村 小 学 。 早 年 做 插 队 知 青 ， 我 也 在 农 村 小 学 做 过 代 课 老

师，现在农村小学邀请我去看看，我是一定要去的。

可是，柳林县锄沟村小学哪里是我印象中的农村小学

啊，教学设施建筑一点都不亚于城市的小学。尤其是学校

的教学楼是大圆筒式的造型设计，完美地融合了锄沟村的

古砖窑文化。在教学楼门厅两边，有两台智慧阅读终端系

统，这两台机器可以满足学生、教师、家长的需要。大楼

里有一个他们号称“阅读瀑布流”的触摸屏，学生们在触

摸屏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书籍，就可以点开看一看，也可以

通过扫码的方式传送书籍到自己的手机上，还可以去借阅

纸质版的。教学楼里，每一层楼的阅读空间都不尽相同，

其中绘本资源非常多，有儿童绘本、期刊读物、科普视频

等。楼里还有一台“飞行图书馆”，学生可以在这里用人

脸识别借书回家。我对校长说，正是因为校长和老师们重

视阅读环境建设，才使得一所农村小学的阅读氛围营造得

像一座可爱的书山。

学校要重视校园阅读环境的建设，不只是要把校园阅

读的物理环境改善，更要让学生阅读的文化环境得到更好

的营造。

2023 年 4 月 ， 是 青 岛 市 城 阳 区 第 二 实 验 小 学 的 读 书

节。我们走进校园，立刻就有书香扑面。校园里，“咏乐

文苑”“向阳书吧”“乐读吧”“咏乐园”等阅读主题场景

鳞 次 栉 比 ， 同 学 们 有 自 由 的 阅 读 空 间 ， 有 充 盈 的 书 香 气

息。校长告诉我，要打造一个学校的“读书无边—阅读空

间”。这里有教师读书沙龙，学生诗词联唱，国学小名士

诵读经典，杯子配乐诵诗歌……是学校多年坚持书香校园

建设，常态化开展阅读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

缩影。学校每年 4 月份的读书节都要安排学生读书作品荟

萃，呈现在各具年级特色阅读活动展桌前，小学生不同年

级不同趣味的读书感想，散发着馥郁的书香。

青少年学生开展阅读对其成长至关重要，而校园阅读

环境对学生阅读的开展则影响深远。良好的阅读环境能够

显著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能够促进学生的情

感发展与社会交往，能够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

2023 年 3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 《全国青少年学

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 对各地各校的读书环境建设提出了

明确要求，要求“优化学校读书环境”，各地各校要围绕

提高“书香校园”建设水平，积极创设适宜读书的校园环

境。方便学生即时阅读、处处可读。营造良好读书氛围，

加强校园读书文化建设。如此坚持下去，我们的学生们不

仅能成长为“读书之无所不在”的读书人，我们的校园也

才能称得上是书香校园的“读书之所在”。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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