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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甜美的读书声响彻童年时光
———序言

徐　鲁

　　请允许我先讲一讲格蕾丝女士和她那“甜美的读书声”
的故事。

格蕾丝出生在美国南方田纳西州一个书香馥郁的家庭
里，少女时代曾在姨妈们开办的女子学校里接受过严格的
教育，纯美的心灵中早就播下了经典文学阅读的种子。

１９３４年，梦想成为一名歌唱家的格蕾丝，跟随她的中国丈
夫来到中国，一直生活到１９７４年才回到美国。爱丽诺·麦
考利·库珀写的传记《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
（１９３４—１９７４）》这本书，讲述了格蕾丝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
的曲折的生活经历与命运遭际，其中的悲欢离合，真是令人
唏嘘和叹惋。

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并非格蕾丝和她的家人的命运
遭际，而是他们在混乱的年代里，在坎坷的遭际中，一直保
持着和维护着的那种文学阅读的高贵与尊严。书中有多处
写到，无论生活怎样动乱不安和局促难堪，格蕾丝和她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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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们都从没放弃一起阅读的习惯。而且，格蕾丝坚持和孩
子们一起朗读文学经典。这是她和孩子们之间的亲情交流
的最美好的内容，同时也是最温馨的方式与过程。格蕾丝
“甜美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成长，就像小时候在美国南
方，姨妈们的读书声融入了她的记忆一样。

当孩子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她给他们朗读；孩子们渐渐
长大了，他们一起朗读。他们的读书声，盖过了外面的世界
的疯狂喧嚣。孩子们在朗读声中，不仅获得了对声音的敏
感和欣赏力，而且也渐渐形成了各自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
与理解，正如格蕾丝的儿子维汉所回忆的那样，一遍遍阅读
和朗读那些优美的文学作品，“不仅让我有了一种历史感，
也让我对人生经历的差异和共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帮助
我把眼光放到了自身之外的广阔世界”。

维汉对那些“甜美的读书声”的回忆，正好印证了另一
位美国人吉姆·崔利斯在他那本关于儿童朗读的研究著作
《朗读手册》的扉页上，所引用的那几行诗：“你或许拥有无
限的财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
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朗读是一件关乎孩子们一生的事情。“我们教孩子去
热爱与渴望，远比我们教孩子去做重要得多”。吉姆·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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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认为，“每天朗读１５分钟是美国教育的秘诀”，如果能够
把给孩子们朗读的问题解决好，能够把朗读普及开来，那么
大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小至一个学校和家庭的问题，也将随
之减少。因此，大声朗读，绝不仅仅孩子们的事情，而是所
有父母亲、祖父祖母、老师、校长、图书馆管理员、甚至托儿
所保育员———即所有承担着儿童教育责任，承担着哺育孩
子的心灵与成长、也可能将影响着孩子一生的选择与去向
的责任者共同的事情。我想，《朗读手册》这本书的读者，当
然更应该包括中国的家长、老师和图书馆馆员们在内。因
为，吉姆在书中所谈到的儿童阅读能力和阅读量不足、家庭
阅读和朗读气氛不浓等问题，在中国更为普遍和严重，因此
也更需要扭转和有所改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儿童文学诵读读本，是山东教育
出版社正在陆续推出的诵读书系中的一个单元，由此也显
示着编辑出版家们在提倡和推动中国儿童诵读教育方面所
做的努力。进入这个单元的三位作家，均为当代儿童文学
创作领域里的名家，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
是以优美、清丽、精短和浓郁的抒情风格见长，因此也就格
外适合选做少年儿童的诵读文本。

从内容上看，这套诵读读本题材丰富而宽泛，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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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昂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色彩缤纷的大自然之美，也呈现
了一个绚丽多姿的，充满了欢乐、渴望、美梦、幻想和许多小
秘密的儿童情感世界。对祖国母亲的歌颂，对故乡故土的
眷恋，对亲情友谊的赞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对大自
然的吟唱，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对人生哲理的揭示等等，都
在诗人们的笔下得到了抒写。而从艺术风格上看，无论是
金波的真挚、隽永，佟希仁的清新、细腻，徐鲁的浪漫、恬静
……他们的作品在整体上都是优美、高昂、健朗的，充满了
温暖和雅致的抒情品质，也显示了儿童文学作家们在探索
艺术个性化、在寻求通往孩子们心灵世界的宽阔大道上的
热情与追求。

儿童诵读的最佳文体，首选当然是诗歌。我国教育的
先哲孔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强调说：“不学诗，无以言。”《论
语》“季氏篇”里有一节，讲到了孔子有关诗教的故事。一
天，孔子一个人站在庭院里思考问题，他的儿子伯鱼正好经
过那里，孔子就叫住他问道：“你是否在学《诗经》啊？”儿子
恭恭敬敬地如实回答说：“还没有呢。”孔子感慨道：“如果不
好好学习《诗经》，恐怕你将来连话都不会说啊！”在这里，固
然可以理解为孔子所强调的是学习《诗经》的实用价值，一
如他在另一些场合所强调的，《诗经》“皆雅言”，通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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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但是，孔子这段话更深
远的意义，却和我们今天常说的“读诗使人灵秀”是一致的。

诗歌是点燃人类理想与信念的火焰；诗歌是黑夜里为
人们照亮道路的星光；诗歌是黎明时滋润着小草和花朵的
露珠；诗歌是播洒在心灵原野上的春雨。因此，文学家们常
说：一个人如果热爱诗歌，那么他就会更加热爱生活、热爱
世界、热爱生命；而哲学家们说：读诗使人灵秀。

说到底，与诗相连的是人类心灵和社会风气的高尚、优
雅与文明。诗，总是和“崇高”、“典雅”、“睿智”、“真情”、“优
美”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思是说，
那些饱读诗书、心灵里充满诗意的人，会很自然地具备一些
不凡的气度。而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又直接决定着他们外
在的言谈举止的高下，显示着他们的教养程度。儿童教育
家卢梭在他的小说《爱弥儿》里说过：“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
善，而人类则是通过教养获得进步。”可见，诗歌不仅关乎个
人的气质与教养，也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社会的精神面貌。

现在再回到吉姆·崔利斯那本关于朗读的书上来。在
做了大量具体的、可信的个案访问和跟踪调查之后，他认
为，世界愈来愈复杂，儿童阅读和诵读的能力也越来越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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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而且这不仅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现实状况，也是世界许多
国家所必须面对和相当紧迫的一个问题。在“为什么要朗
读”那一章节的开头，他引用了儿童文学作家格雷厄姆·格
林的一段话：“或许只有童年读的书，才会对人生产生深刻的
影响。……孩提时，所有的书都是‘预言书’，告诉我们有关
未来的种种，就好像占卜师在纸牌中看到漫长的旅程或经由
水见到死亡一样，这些书影响到未来。”也就是说，对孩子来
说，有一些书，有一些故事和诗歌，童年时读到了、听到了，也
就是永远地读到了、听到了；相反，童年时错过了、省略了，也
可能是永远地错过和省略了。它们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终生
的缺失和遗憾。而且，他强调说，如果家长和老师能经常为
孩子们朗读，或者引导孩子们大声诵读，不仅仅能使孩子在
语言、智力方面得到更好的培育，更重要的是，能使孩子在情
感和心理上得到健全发展。因为大声诵读可以使孩子们增
强自信心，促进他们在表达、交际以及对环境的适用能力。

愿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父母，每一个孩子，都能像格蕾
丝女士和她的孩子们一样，让那短暂的童年时光里，充满更
多的“甜美的读书声”。

（作者系著名作家、书评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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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绿色的草地上

我躺在绿色的草地上，

头枕着开满野花的湖畔。
望天边如火的云霞，
心中，升起一片片红帆。
红帆啊，红帆，
载着我的梦幻，
沿着高山翻腾的云海，
飘呀，飘到遥远的天边……

我躺在绿色草地上，
头枕着青青的石板。
用满天闪烁的星斗，
给我的童话镶上花边。
流星啊，流星，
载着我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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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浪花飞卷的银河，
飞呀，飞向神秘的蓝天……

彩虹的家乡

雨后，一道七色的彩虹，
挂在蓝蓝的天空上。
彩虹，是谁把你挂得那么高？
你的家乡在何方？

我和小妮、小丽丽，
决心去寻找彩虹的家乡。
走啊，走啊，路过蜂蝶追逐的草地，
走啊，走啊，爬上野花盛开的山冈。

走得我们腰酸腿疼，
彩虹早已没了影像。
是钻进飞泉喧闹的山谷，
还是在密林中躲藏？

我们走到山脚下，
仰望瀑布在头顶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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