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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近 20 年来的读书，我首

先要感谢政协。2003 年成为第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很快就有进入书

香环境的感觉，在这里，读书学习

是政协委员们的基本素养和日常追

求。环境很能影响人们的读书。我

作为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委员，在政

协委员们良好的读书氛围里，不仅

感到亲切，更受到鞭策与鼓舞，读

书学习自然有了长进。

说到写作，我既要感谢政协浓

厚的读书环境，还要特别感谢人民

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内容丰富和高

格调、高品位、权威性是许多读者一

致的评价，而文化各版面更令我有

惊艳之感。它们的文化品位和学术

价值都比较高，涵盖了文、史、哲以

及艺术等许多领域，作者主要来自

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

中的专家学者，很好地体现了政协

学者云集、名家荟萃的构成特点。

见到政协有这么美好的写作园地，

有那么多自己敬仰的前辈大师甚至

是有缘接触过的大家名家活跃于其

上，我也有了写作和发表的冲动。

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 《让英

雄主义文化走出去》 的随笔投给了

人民政协报读书版。这篇随笔针对

当时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

中，存在良莠不分，甚至以丑为

美，把历史上某些落后腐朽的东西

放大渲染的问题，提出要大力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尤其是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主义要让世

人有更多了解。不久，文章刊出，

遇到有熟悉的委员，得到他们的点

赞，有的还赞扬文章切中时弊。不

久，读书版主编告诉我，报社主要

领导评报，特别表扬了本人的这篇

随笔。尽管作为作家，写作受到各

种 好 评 甚 至 奖 励 乃 平 常 事 情 ， 可

是，在一份权威大报发表作品立刻

受到报社领导的公开表扬，我还是

感觉很受激励。

主编很善于组稿。她先用领导

的表扬鼓励我，接着就对我提出希

望 ， 希 望 我 今 后 多 给 读 书 版 写 稿 。

这是编辑在乘胜组稿，一般都会胜

利组到。如此这般，我便成了人民

政协报读书版的一个作者。

2011 年以后，因为年龄原因我

不 再 担 任 中 国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裁 ，

参 与 全 民 阅 读 活 动 渐 渐 多 了 起 来 ，

并 且 围 绕 全 民 阅 读 提 了 一 些 提 案 ，

主编对我提出希望，希望我以全民

阅 读 为 主 题 ， 写 作 随 笔 ， 双 周 一

篇。不当总裁，时间稍空闲，参与

全民阅读，有了新的兴奋点，编辑

组稿既是“乘虚而入”，又是乘兴而

上，一般也就事半功倍的了。于是

每两周一篇稿子，两年多下来，竟

然 也 写 了 50 多 篇 。 有 些 文 章 发 表

后，获得了一些好的反响，像 《一

生熟读几本书》《阅读的好时代与坏

时代》《善待碎片化阅读》《读书的

所在》《读书之无所不在》《舍不得

读完的书》《盛世要读忧患书》 等许

多 篇 被 其 他 报 刊 拿 去 转 载 。 不 久 ，

这些文稿竟然也集成了一部书，书

名题为 《舍不得读完的书》，商务印

书 馆 2017 年 出 版 ， 市 场 反 应 还 不

错，重印过两次，入选过全国农家

书屋推荐书目。

《舍不得读完的书》，算得上是

我 关 于 全 民 阅 读 出 版 的 第 一 部 书 ，

后来又出版了 《阅读力》《阅读的艺

术》《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

读力的 11 堂课》《爱上阅读——学龄

前儿童分龄阅读》《书是香的》《有

书 香 的 地 方 ： 中 国 全 民 阅 读 纪 事》

等。为什么我要把后来出版的书目

一一列出，显然，因为我之关于阅

读特别是全民阅读的写作，发端就

在全国政协，在全国政协的人民政

协报，在人民政协报的读书版，在

报社领导给予我的鼓励和编辑们的

支持、帮助。

2020 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政

协报、人民政协网和光明日报、光

明网联合推出“全国两会云访谈”，

围 绕 “ 政 协 委 员 眼 中 的 书 香 中 国 ”

这一话题，邀请时任十三届全国政

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

席 朱 永 新 和 十 三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

文 等 几 位 政 协 委 员 ， 进 行 线 上 交

流。我以特邀嘉宾的身份也参加了

那场线上交流。交流的时间将近两

个小时，委员们发言踊跃，讨论热

烈 ， 谈 到 加 强 阅 读 学 习 的 重 要 性 ，

谈到如何读书、如何将读书与履职

工作相联系，谈到人民政协在推进

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伟大

事业中所具有的优势和力量。大家

都 有 许 多 深 切 的 认 识 和 生 动 的 故

事，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体会，让我

们 深 深 地 沉 浸 在 浓 郁 的 书 香 氛 围

里。我作为早已完成履职任务的老

委员，难得又一次参加委员们的交

流 ， 多 么 希 望 交 流 的 时 间 长 一 些 、

再长一些，多么留恋政协的浓郁书

香！

今年 5 月，人民政协报改版，版

面更加丰富多彩。作为受益于人民

政协报的作者，我很受鼓舞。编辑

约 我 为 改 版 后 的 读 书 版 “ 寻 觅 书

香”栏目撰写几篇随笔，我毫不犹

豫就应承了下来，写下了这个栏目

的 第 一 篇 随 笔 《中 华 书 香 源 远 流

长》。我是从心底里祝愿政协的浓郁

书香源远流长。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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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多年来，

阅读一直是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关注的重要方面。在书

香弥漫中，委员们读书学习、建言献策，为深化全民

阅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政协力量。本版邀

请三位委员讲述他们的读书故事、政协故事，展现政

协委员的履职风采。

今年 7 月，我的新书《同怀：鲁迅

与中国共产党人》由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正式出版了。拿到新书，颇多感

慨。可以说，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

是促成这本书完成的重要因素。

这是一本叙写鲁迅与陈独秀、李

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

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以及与方志敏

烈士、陈赓大将之间或现实交往、或神

交的“往来”故事为主体的书。每一个

章节其实就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合起

来构成一部书。我虽没有能够做到写

得厚重，但坚信这里所触及的是特别

值得深入挖掘、探讨的课题。

就我自己而言，正是因为有了全

国政协这个平台，才有了这部书的完

成。那是 4 年前，全国政协在委员中

开展读书活动。通过政协搭建的网络

平台，不同界别的委员们有机会云上

相识，隔空对话，进一步打破了以界别

甚至小组为单元的交往格局，不同界

别的委员可以在一个共同的话题下热

烈讨论，进而由陌生变熟悉。我有幸

参与其中的多项活动，并受邀在文化

专题的读书群里作了一个系列讲座。

这就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系列的

由来。我当时正在关注方志敏狱中文

稿传送经历，最初是很好奇这一传送

过程居然和鲁迅有关，后来发现这本

身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传奇故事。与此

同时，我也正在读九卷本的《毛泽东年

谱》。阅读的方法是将其中关于文艺

的任何细节都查找、摘抄下来，共计数

百条之多。而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的

内容是直接与鲁迅有关的。毛泽东和

鲁迅之间，果然有许多深刻的联系。

进而又留意到周恩来与鲁迅的亲缘关

系，瞿秋白这位忘年交如何成为鲁迅

知己。越往下探寻，越发现这是一个

学术研究的富矿，也是一个取之不尽

的写作资源。当然，我的首要任务是

在政协读书平台上把这些故事讲好。

差不多是集中在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里，我一边紧张地学习，到书架上寻

找所有可能有用的书，扩而大之到图

书馆查找可以帮助讲解的资料。按照

线索整理出一个大概思路，就像备课

一样把准备要讲的内容尽可能充分、

充实。在线上讲，而且是用文字传输

的方式讲，一个必须注意把握的要点

是，大家都是学有所长、业有所成的各

界人士，所以既要努力讲出深度和高

度，还要把文字表达放到大家都能接

受的方式上来。就这样，从鲁迅与方

志敏的故事开始，每天一个专题，陈独

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

陈赓，逐一进入视野。讲座在线上进

行时，时时能够得到委员们的反馈和

互动。委员们不时就其中的故事、情

节，人物、主题发表意见，也会提出各

种问题。这不但让我思路大开，而且

进一步意识到提高讲好故事的能力很

重要。

活动结束后，每一个专题的材料

就“装”在电脑的一个“文件夹”里，并

没有要逐一成文的想法。很快，南京

的老牌文学刊物《雨花》杂志的主编、

小说家朱辉来敲门了，他要我在刊物

上开启一个专栏，内容自定，文体就是

散文、随笔之类。尽管是隔期供稿，没

有系列准备肯定是难以为继的。这

时 ，我 就 想 到 了 刚 刚 讲 过 的 这 个 系

列。何不把他们当成资料，再进一步

拓展、深化，变成一篇一篇的文章呢。

于是，2022 年，《雨花》每逢双月就会

推出一篇各自独立又合成体系的文

章。一年后，这个系列的文章又在《中

国作家》延续刊登。

很多想法、观点，其实是在写作的过

程中更加清晰并趋于做学术思考的。

一是鲁迅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多以神

交为主。瞿秋白是曾经朝夕相处过的知

己 ，李 大 钊 与 鲁 迅 是 认 识 的 ，毛 泽 东 、

周恩来则与之都错过了见面机会；陈赓有

过一次或两次见面，但鲁迅未必知道对方

究竟是谁；陈独秀与鲁迅究竟是否有过见

面，学界其实意见不同，而我更倾向于认

为他们未必有过现实生活里的交往。至

于方志敏，鲁迅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名

字。然而无论他们见面的机缘有无或交

往的深浅，都不影响一个共同的主题：神

交。这种神交，既是交往方式的总体特点

体现，也是他们在精神上互通的表征。

二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清晰了

认识。研究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课

题，对于鲁迅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与政治人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

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关联，在今天很有重

提甚至深入讨论的必要。让鲁迅走下神

坛，让鲁迅回到我们身边，让鲁迅亲切起

来，这都是必要的呼吁和研究，以及塑造

鲁迅形象的必要。但不可否认，因为这

种声音的不断增强，再加上网络时代出

现的各种形式的关于鲁迅的复杂表达，

鲁迅形象同时也有碎片化、八卦化甚至

被刻意曲解的倾向。如果一个经典作家

的生活只是呈现为好玩、有趣，如果他的

生平经历不与他伟大的一面相联系，那

么他的成就和他的生命历程之间就形成

一种分裂的状态，让人难以理解。正是

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讨论鲁迅与历史

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话题。我不能说自己在寻求创新，而是

要敢于提出这样的话题，引起更多研究

者的注意。于是我的写作在主题上就不

断明确。我自认为这还算得上一次有主

题的写作。至少自己是尽力去做的。

正是委员读书活动，让这次写作变得

格外特殊，也积累了难得的写作经验。首

先是清晰地讲清楚一个故事，清晰地梳理

出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二是时时注意自

己的讲述是为了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三

是要以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讲清楚故事，

说清楚道理。对我个人而言，这无疑是一

次全新的写作行动，获益颇多。过程中也

得到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

成员，各界委员的大力支持。

很庆幸自己与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读

书平台相遇，并从中得到很好的锻炼、体

验和成长。最近一年多来，委员读书开

展了多项活动，尤其是加强线下调研，先

后前往中国书店雁翅楼店、中关村图书

大厦走访，深入了解公共文化阅读空间

和全民阅读发展情况。政协委员中有很

多文化名家、出版行家，在阅读人群中颇

具代表性，委员们与图书发行人士现场

交流，为进一步提升阅读水平、拓展阅读

空间献计献策。大家都热切表达共同意

愿，通过委员读书活动带动和影响各界

别群众读书，形成浓厚的读书氛围，为深

化全民阅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

献政协力量。读书指导小组邀请专家开

展专题讲座，并面向全国尤其是基层政

协开放，线下线上同步进行研学活动，读

书活动的辐射力明显增强。向委员推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目，组织开展学

习 交 流 ，使 理 论 学 习 向 深 度 和 广 度 开

掘。邀请专家共同谋划，不定期向委员

推荐各类图书，让读书更有效果，更有针

对性。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机会与指导

小组成员共同切磋，在学习中成长，在交

流中进步。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自己

的写作也因为有委员读书活动而得到提

高。以履职的态度深化对阅读的认识，

以工作的热情投入与阅读相关的活动，

与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交流扩大视野，

激活思维，读书的乐趣也在不断增加。

人民政协即将迎来 75周年华诞。大

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人民政协聚集

荟萃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浓厚的文化

氛围。开展委员读书活动也是突出政协

特点，发挥委员优势的重要举措。未来

可期，愿书香政协结出更多文化硕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得益于委员读书的写作经历
阎晶明

今 年 两 会 期 间 ，我 和 曲 伟 、王 元

青、张振涛三位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

推广青少年科普主题出版读物，提升

青少年科技素养的提案》。在提案中

提 到 科 普 类 主 题 读 物 还 存 在 良 莠 不

齐 ，内 容 权 威 性 不 足 ，原 创 匮 乏 等 问

题。我们建议加大社科知识普及类读

物投入力度，支持围绕青少年科普等

重点方向出版科学用书、分级课程、辅

导读物和数字课程，开展课题征集推

广，鼓励不同科学方向的专业人士参

与创作，增加生命健康、航空航天、人

工智能等多类型科普内容，拓宽儿童

原创科普读物类型、质量和权威性。

之所以关注科普主题出版物，缘

于科普阅读。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科学普

及一直是我履职关注的重点。科技创

新 、科 学 普 及 是 实 现 创 新 发 展 的 两

翼。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我们需要大

力建设科学文化，培育科学精神，这样

中国的未来发展，尤其是科技发展，才

有坚实的基础。而建设科学文化，培

育科学精神，科普阅读是一个重要实

现手段。

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古生物研究

之外，通过科普讲座、撰写文章、专著

等方式，开始参与科普工作。近年来，

我高兴地看到公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

对科学的热情越来越高。

从我自身经历来说，阅读，尤其是

科普阅读，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为 我 创 造 了 一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独 立 世

界，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甚至塑造了

我的科学人生。童年时期，《十万个为

什么》《少年科学》和《我们爱科学》等

儿童科普杂志和图书在我心中播下了

科学的种子。之后，科普阅读一直是

我阅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

小 学 一 直 到 今 天 。 我 现 在 的 读 物 当

中，科普类的读物占比超过了一半，涉

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除了科普阅读，人文和艺术类的阅读

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题

材多样性的阅读，极大影响了我的思

维方式。

我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章，叫作

《飞向蓝天的恐龙》，虽然文章不长，

但我却下了很大的功夫。这篇文章

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得以让千千

万万的孩子认识到了恐龙的奇妙，让

我在走进中小学做科普活动时，被孩

子们亲切地称为作家爷爷。我也曾

遇到一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说

小时候读过我的科普文章，点亮了科

学梦想，并且在投身科学研究后也开

始做科普工作。一篇好的科普文章、

一本好的科普著作，其影响是不可估

量的。通过科普阅读，为读者打开了

科学的奇妙世界，使他们深入了解科

技知识，感受宝贵的科学家精神。

这些年，我经常在各地做科普讲

座，在参与全国政协的调研时，也走

进当地中小学做讲座。因此，得以有

机会与孩子、家长、老师等群体交流，

了 解 他 们 的 所 思 所 想 ，也 是 一 种“调

研 ”—— 如 何 更 好 地 推 广 科 普 阅 读 ？

什么样的科普方式更有效？如何建立

科普阅读、科普教育的体系？我经常

听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徐老师，您

能给我们推荐一些科普书籍吗？”我当

然非常乐于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为小

朋友、大朋友们推荐书籍，这同时也是

一种鼓励，让我深感推动科普阅读大

有可为。

随 着 科 技 的 飞 速 发 展 ， 阅 读 也 呈

现 出 新 的 特 点 。 电 子 化 阅 读 日 益 普

及 ， 让 人 们 随 时 随 地 可 以 进 行 阅 读 ，

而 出 版 业 的 繁 荣 发 展 ， 也 让 读 物 触 手

可 及 。 但 同 时 ， 也 存 在 着 良 莠 不 齐 、

碎 片 化 阅 读 等 问 题 。 推 动 科 普 阅 读 ，

一 方 面 需 要 高 质 量 的 科 普 出 版 物 ， 另

一 方 面 也 需 要 为 社 会 提 供 适 合 不 同 年

龄段读者的科普书目。

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探索精神、创

新精神等需要代代传承，需要通过科普

阅读慢慢培育。从激发孩子产生阅读兴

趣，到引导孩子扩展阅读范围，到帮助孩

子学会在阅读中思考，在阅读中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阅读中培养

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培育科学精神，这是

未来科普阅读的主要目标，也是我们未

来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推动科普阅读

的发展，必须要用创新的思维和方式。

让科普阅读成为一种大众生活方式，成

为一种社会的流行元素。我将持续围绕

科普阅读和教育深入调查研究，深刻思

考，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作为

一名政协委员，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光辉

历程而自豪，也更加意识到自己担负的

光荣使命。在阅读中，我的履职之路将

走得更加坚定，更加踏实。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谢颖整理）

在阅读中点亮科学梦想
徐星 （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