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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今年，也是自

2014 年以来，“全民阅读”连续第十年被

写入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根据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我国成年

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4 至 5 本之间，远低于日本、韩国、法国

等。《2022年浙江省居民阅读状况调查报

告》显示，2022年全省居民纸质图书阅读

率为 75.1%，较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

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9本。

“全民阅读”这十年，阅读如何影响

着我们的生活？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作

品？在第八届浙江书展期间，梁晓声、东

西、乔叶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现身

2023阅读未来（浙江）论坛，以“新时代全

民阅读，需要怎样的文学作品？”话题开

篇，畅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下，如何用阅

读放松身心，构建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广

大书迷开展了一场对话。

“阅读这件事是多样化的，不能简化

为只是读小说。我们作家写小说、讲故

事，就好比在搭一座桥梁，造一条路，引

导人们有兴趣去读书。这是一件值得欣

慰、很有意义的工作。古话说，腹有诗书

气自华。我自己的体会是，阅读的时候

身心状态最好。读书越多，人的内在气

质改变越明显。”中国当代作家梁晓声

说，书籍和人类的关系既古老又密切，但

很少有人是自然而然地扑进书籍的怀

抱，并选择终身与阅读为伴的。文学作

品就像是在青年和少年之间架起的一座

“桥梁”，将他们引向广阔的阅读天地。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通过阅读，我们

得以了解、“窥探”别人的生活和故事，满

足对远方世界的想象。中国当代作家东

西认为，阅读是一件不需要提醒的事，就

像人要呼吸、要喝水，是一种日常，一种

习惯。阅读对创作者特别重要，学会认

知这个世界，认同、理解别人，与别人共

情。读书有个特别重要的好处，就是改

变自己。阅读书籍越多，看待人、对待事

就不会陷入“非黑即白”情境，而是会更

包容、更善良地处理各种矛盾。

中国当代作家乔叶说，我们职业写

作的人，其实更多时间是花在阅读上。

我觉得，读书是一种生活的理想状态。

以前传统农业社会推崇“耕读传家”，放

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为了生活努力打

拼，也是“耕”，是物质层面追求，而“读”

是保证我们精神层面的生活质量，同样

不可或缺。现在很多人说要忙的事情太

多，抽不出空来阅读。这其实是一种选

择，你如果认为阅读重要，那么它在你

生活中的“位次”就会往前排。所以，阅

读重要与否，还是要问问自己的内心。

在我看来，精神的饭、物质的饭都很重

要。

据了解，浙江各地已建有公共图书

馆、城市书房、实体书店（书吧）、农家书

屋、藏书楼等阅读服务设施超过 25000

个，图书资源和阅读活动丰富。

11 月 4 日晚，第八届浙江书展主论

坛——天一阁论坛在宁波开讲。本次论

坛以“书藏古今，城阅未来”为主题，葛剑

雄、戴建业两位知名教授分别带来《从伏

生传经到杨守敬日本搜遗：古籍是如何

保存下来的》及《古代诗歌：为何读与如

何读》两大主题演讲，全场座无虚席。

“书藏古今”的宁波以天一阁为人文

坐标，数百年来藏书守业，赓续人文火

种。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从历

史上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藏书、护书的人

物和案例入手，用一场旁征博引、信息量

极大的演讲致敬了历代“守书人”；“国民

教授”戴建业则用他一贯幽默风趣、思维

敏捷的论述，分享了在 ChatGPT 语境下

读诗的意义与方法。

古籍与古诗，距离今天的生活既近

又远。本次天一阁论坛重申的，正是如

何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下，尊重人类文明

与智慧，延续人文之光。

典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但历代的天灾人祸，常使其遭遇损毁和

流散，幸有一代代人守护，使“火种”不

灭。

伏生，原是秦朝的儒学博士。秦始

皇禁书时，他甘冒诛杀之险将《尚书》匿

藏于墙壁之中。秦末战乱，伏生流亡异

乡，等汉朝平定天下，他回到家中，取出

藏书，发现遗失了几十篇，还剩下二十九

篇，好在他还能背诵，又将剩余部分篇目

“口传”授予学生。

“汉文帝时，伏生已年过九十，行动

不便，朝廷只能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

伏生讲一口齐地（山东）方言，又口齿不

清，只能让女儿传达，但晁错说的是颍川

（河南）方言，还有二三成的意思不明白，

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葛剑雄风趣

解读，“但如果没有伏生，或者没有晁错

的记录和传播，《尚书》这部儒家‘五经’

之一的传承就会出现断裂。”

如果说伏生是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经

典，那么生活在清末民初的著名历史地

理学家、学者、书法家杨守敬，便是在战

乱中，促成中国古籍珍本“回流”的典型

代表。

当时，湖北人杨守敬是驻日大臣黎

庶昌的使馆随员。日本明治维新，一度

不重视汉学，把中国古籍当做废纸在市

场上出卖。

杨守敬、黎庶昌在日本大量收购中

国已经失传的古籍珍本，编为《古逸丛

书》。杨守敬归国时，将这些古籍悉数带

回中国。“因为钱不够，杨守敬拿中国的

碑帖、拿自己的书法跟日本换回了许多

用金钱无法买到的珍本。其中一件是日

本光明皇后手抄的佛经，由杨守敬带到

中国，现在完好保存在上海图书馆。”葛

剑雄说：“十几年前，日本学者来沪，我介

绍他们到上海图书馆欣赏这一件珍贵文

物，他们叹为国宝神品。要是没有杨守

敬的守护，这件‘国宝’早就消失了。”

古籍的保存非常不易，历朝历代为

保存“火种”做过很多努力。汉代，曾将

儒家经典刻石，立于太学之前，称为“熹

平石经”，希望通过付之金石，让经典得

以永续。每当“大一统”时代来临，统治

者往往会组织编纂大型典籍，如《永乐大

典》《四库全书》，让散落的书籍得以重

聚。

天一阁作为私家藏书的代表，藏书

七万余卷。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天一

阁献书 638 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

入 473 部，足以显示其“家藏”之丰富。

“这与天一阁严密的保管制度、安全完善

的建筑设施有重要的关系。”葛剑雄说，

“时至今日，古籍的保存已更加完善，但

古籍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历代藏书家用

生命守护的藏书精神仍值得我们尊敬和

学习。”

本 届 浙 江 书 展 ，多 位 作 家 都 提 到

“ChatGPT 语境下，文学意义何在”问

题。作为古诗词方面的“宝藏教授”，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戴建业在天一

阁论坛上表示，ChatGPT语境下，我们更

加需要诗歌。

在戴建业看来，诗歌可以激起生命

的活力，激发我们奇特的想象力，更可

以培育成熟的人性，帮我

们发现生活的诗意、

丰 富 日 常 的 语

言 、建 构 人

生 的 诗

境。他说：“生活当然不能没有柴米油

盐，但又不能只有柴米油盐；我们必须脚

踏实地，同时也应该仰望星空。”

至于如何读诗，戴建业在长文《如何

做一个合格的古典诗歌读者？》中有非常

详细的阐释。他常用的诗歌解读方式有

两种：现场重构、文本细读。

戴建业采用的文本细读既有西方新

批评派路数，也借鉴了我国古代的评点

方法，经由字、词、句的品咂，来理解诗词

和诗人。他说：“我的大致阐释顺序是：

字-词-句-语境-修辞-意义-意味。过

去，阐释作品讲究‘知人论世’，由诗人、

时世到文本，而我则是从文本到诗人和

时世。”

现场重构则通过“重构当年的诗歌

现场，让学生从诗歌现场进入诗歌意

境，进而理解诗歌的意思，体味诗歌的

意味”。

然而“诗无达诂”，戴 建 业 始 终 认

为 ，诗 歌 没 有 唯 一 的 解 释 ，阐 释 诗 歌

也 没 有 唯 一 的 方 法 ，“ 条 条 大 路 通罗

马”，只要我们有从诗歌中

获得给养的能力，那

就 是 我 们 从 古

人 处 得 到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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