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主持人! 梅子涵教授很多年来一直都

很关注儿童阅读的状况! 也为此做了许多

的工作" 您怎么看阅读立法这个事情#

梅子涵! 阅读立法表明了政府对此的
重视，也让大家看到了阅读对于国家的重
要性。阅读立法，既然是法，就有强制性，就
意味着这是必须做，必须去落实的事情。随
着阅读立法的推进，可能会有很多社区图
书馆建立起来，学校教学中可能会加强对
阅读的要求等等。
我认为，阅读立法，应当细则化而非原

则化。比如，儿童应该阅读什么书？什么书
有资格进入图书馆？什么书必须进入中小
学生的阅读范畴？……这些都要细则化。为
阅读立法不只是法律专家们的事情，还应
该有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到相关的细则制定
中，否则，这个法律就只是一纸空文。

主持人!从您个人感受的角度来看!如

今中国的儿童们的阅读状况如何# 提高全

民阅读水平!意义何在#

梅子涵! 现在的儿童的阅读水平到底
比过去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这没有确切的
数字可以说明。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
以看到的。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人们的购
买能力强了，家长们更愿意为孩子买书，孩
子们也有零用钱可以自己买书。整体来说，
大中城市里，孩子的阅读比我们那个只有
小人书的时代是前进了不少的。存在问题
的是阅读和课业的关系。是否很多学校都
能重视课本知识之外的阅读？是否能够重
视课本之外，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什么书
是值得孩子们去读的，教育部门的主管者、
学校的老师、城市图书馆的管理员是否了
解？他们是否接受过专业的培训？
全民阅读习惯的培养，整体阅读水平

的提高，是需要很多时间慢慢去做的。阅读
关系到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教养，关系到人
们内心的宁静。中国有着那么庞大的人口
数，对于世界安宁有着深刻的影响。

! ! ! !主持人!阅读立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对于这件事!顾骏教授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顾骏!我觉得，需要关注的不是要不要
立法，而是立法之后会带来什么改变。杭州
的图书馆建得很漂亮，但是，却从口干喝水
变成了品玩茶道———人们不是在那里阅读，
而是在享受由阅读派生出的其他的乐趣。中
国社会有不同的阶层，他们的兴趣、需求各
有不同，阅读立法能否兼顾不同阶层？
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例，对于

农民工最好的帮助是引导他们阅读，十几
年前我就曾参加过一个农民工的读书会，
他们每周读一本书，读完之后大家一起交
流，在交流中有提高，这个过程非常好。当
时这个读书会是有一个医生在帮助他们组
织的，他们的活动场地是一个镇政府的会
议室。后来听说这个场地不给他们用了，不
知道现在这个读书会是否还在坚持。

另一个现实是大学生的阅读状况堪
忧。在招研究生时，我曾问学生大学期间都
读了些什么书？结果学生报出的统统都是
教材。他们告诉我，每个学期要看二十几本
教材，光看完这些教材就很辛苦，没有时间
看别的书了。这简直就是开玩笑！一个学期
看二十多本书算多吗？可是，这就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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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 /星期天夜光杯

! ! ! !主持人!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要

制定国家阅读战略!并得到了很多委员的支持&据

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成立了全民阅读

立法工作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已经草拟!

下一步将通过征求部委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地方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修

改完善&作为资深出版人!刘如鑫先生怎么看阅读

立法#

刘如鑫!作为一个编辑，全民阅读引起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进而制定相关条例，当然是好事。谈
到阅读立法，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是不是不读书就
犯法？接着就表示读书是私人的事情，怎么可以从
法律角度来作限定。那么所谓“阅读立法”究竟是
怎么回事。现在，有些人无论是浏览网页还是在看
报纸杂志，看到一个标题，就望文生义，大发感慨。
我想这也是不读书或者没有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带
来的浮躁之气。要发议论，先要搞清楚别人说的是
什么。
去年我在法兰克福的火车上，看到坐在我后

排有一位十来岁的德国小男孩，捧着一本厚厚的
精装书在读，快读完了。经常有朋友问我，能不能
给他的孩子推荐些合适的书来读。我的回答是，你
看什么书，你的孩子就看什么书。一点都不夸张，
有回在朋友家，竟然找不到一张纸一支笔来记电
话号码。我想说，读书其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氛
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家庭里，如果大人不喜
欢读书，自己在客厅里看电视，要求孩子到隔壁书
房里读书写作业。那我可以说，任何人开出的书目
对他的孩子都是毫无意义的。有人说，一个人的精
神发展史其实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也是这
样。所以，把阅读提高到民族振兴的高度不为过
也。

主持人!除了硬件的建设!您还期待看到政府

通过立法等方式! 给出版行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

响#

刘如鑫!政府有两方面的事情可以做。一方面
是建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等，而与之相
对应的是推荐好书，领导干部带头读书荐书，写读
书心得，谈读书体会，以此来带动全民阅读的风
气。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编辑，有时面对的现实是
尴尬的，譬如，最近文汇报报道说《了不起的盖茨
比》有 !"#个版本，那么，我就在想，包括高校图书
馆在内，你买哪一种。你是买最便宜的，还是买翻
译质量最好的，或者还有其他个人化的选择依据。
那读者要问，我怎么知道哪一本最好呢？我以为市
场竞争中，还是有一些是应该有行业监管的，譬如
前几年，在巢峰同志等呼吁下，辞书出版准入门槛
的设立。出版也是一门生意，但是眼里只有经济效
益，就会有人去盗印新华字典，就会出现一个人
“翻译”几十部各个语种的文学名著的怪现象。这
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彻底的追究和制裁，认认真真
出书的人会怎么想。来自政府层面的奖惩实际上
是起到指挥棒的作用，考量一家出版社是更看重
它的产量和利润，还是更看重它所创造的文化价
值。阅读立法了，读者读到的是些什么书，就显得
很突出了。作家张炜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
是：网络上的那些小说，包括出版社的书，有不少
是垃圾，读了没有好处，如果这是个别现象，还并
不可怕，如果大面积地呈现这种状态，就说明我们
的文明面临非常可怕的处境了。张炜的话应该引
起我们的警醒，即便你认为现在还没到这样的处
境。

主持人! 无论是全民阅读立法还是设立全民

读书节!从一个好的设想到获得好的效果!关键在

于具体的执行& 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刘如鑫!无论是立法还是设立节日，关键是有
合适的人去执行，去落实。我有时候想，我们现在
的出版队伍中，真正的爱书人究竟占比多少？有多
少人下班后还会去逛书店？范用先生最喜欢引用
的一句话是：做出版就是要“感情用事”。记得几年
前，陈昕同志撰文追忆老市长汪道涵，
这位一生爱书的老先生对他说：“新中
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从事出版管理的
同志都是行家里手，像胡愈之同志、
徐伯昕同志等，像上海的罗竹风同
志、宋原放同志等，都是有几十年经
验的一流的出版家。”他们
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
出版工作中去。做出
版也需要有职业经
理人，可以创造
利润，但是如果
没有对书的热
爱，那他只能
说是个经营
者，永远不可
能成为真正
的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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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

梅子涵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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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主持人的话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
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本" 而在中国!扣除
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本都不到" 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年
中国 '()*% 周岁国民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
"+,-本!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日前!#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已经草拟完成!将广泛听
取各界意见% 阅读这件看似非常私人化的事
情!何以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阅读立
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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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 关于阅读立法的话题是从今

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中产生的! 听说葛教授

也是这个提案的支持者& 对于阅读立法这

件事!您怎么解读#

葛剑雄!对于阅读立法这个事情，社会
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赞成，有人质
疑。质疑的声音主要是认为阅读是很个人
的事情，难道我不读书就是犯法？其实，这
种质疑是对阅读立法这个事情有误解，阅
读立法是要保障公民阅读的权利，其强制
性是针对政府部门的，而非针对个人。
推动全民阅读，国家层面有很多事情

需要做。据我所知，我国每年用于图书采购
的经费是很有限的，而且还难以保证经费
到位。现在很多基层的图书馆经费很紧张，
有的基层图书馆的场地还会被占用。阅读
立法对改善这些情况是有利的。比如，可以
加强图书馆的建设，并保证其经费；保障企
业员工的阅读权利等等。

也有人质疑，中国人的阅读水
平不高，存在很多问题，靠立法就可
以解决了吗？我认为，立法促进全民
阅读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也

是好的。
主持人!

阅读立法借鉴

了国外

推动全

民阅读的经验& 国际社会上!以立法的形式

保障了国民阅读能力提高与积累的法律有

美国的'卓越阅读法('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

案(! 日本的 '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

律(!韩国的'读书文化振兴法(!俄罗斯的

'民族阅读大纲(等& 但是!中国人的阅读水

平不高!缺的只是一部法律吗#除了立法外!

我们在阅读上还有哪些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葛剑雄! 阅读是否能够形成风气是有
多方面原因的。随着网络的发展，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习惯了网络阅读，从本质上说，网
络阅读和纸本阅读没有区别，但是，网络阅
读并不能完全替代纸本阅读。纸质书本身
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一本优秀的图书的装
帧、排版、书中的插图等每一个细节，都是
阅读者可以玩味的。从查阅信息来说，网络
阅读也许更便捷，但是纸面阅读作为一种
精神生活，是网络不可替代的。就好像一件
名人书法作品，看真迹和看复制品，是完全
不同的体验。人类阅读纸本图书那么多年
了，现在处于时代的剧变中。现在，很多人
把读书作为一种交换，我读了本书就希望
马上获得什么。阅读变得很功利，比如为了
学业、考试，为了工作的需要等等。这种阅
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阅读的目标。促
进全民阅读是希望让阅读成为人们的一种
精神享受，通过阅读陶冶性情。就这方面来
说，促进全民阅读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除了阅读者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外，如
今的出版者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出版者
在做的事情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比
如，把书价订得很高，然后再打折；做昂贵
的礼品书等等。很多的出版物还有过分娱
乐化的倾向。一些人动辄大谈“快乐阅读”、
“读图时代”，这些其实都是要看针对什么
样的读者，以及哪些内容。有些经典作品的
阅读、学习是非常艰苦的，不是轻松快乐
的，这种艰苦也是必须的。

好想法要有合适的人去执行
!

功利性阅读不是全民阅读的目标
"

重要的是立法能
改变什么

#

阅读立法要细则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