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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永新的履历中，除了任中国民主促进
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
书长之外，他还是“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
在他的名片上，印着自己的E-mail，记者识读
之后，发现它的前半部分是“朱永新教育”汉
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两个“新”字合二
为一，即“ZYXJY”。

可见，他对“新教育”用心之良苦。
“新教育”的“新”，非“朱永新”的

“新”——— 访谈中，他风趣地解释道：“这里
的‘新’是希望变革、深化改革，最新的理念
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真实的“新教育”，永远在田野中，在千
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普通老师的教室里。朱永新
潜心钻研，从阅读的层面为新教育开掘出一条
新路径。

阅读是最美好的事

到山东来，朱永新颇感亲切。
“山东是新教育实验的重镇，日照市、莱

芜市、滨州市、淄博的临淄区是新教育实验的
实验区。一大批老师和孩子，在新教育实验中
成长起来。去年莱芜把这些年推进新教育的历
程编写了一本书，我写的序言题目是‘俺莱芜
有’新教育。”朱永新说道。

“俺莱芜有”缘于朱永新第一次到莱芜时
听到的段子，那是在2011年4月10日。

“据说一位外国人到莱芜，清晨散步时，
遇到一位抱着猫的老人。老外问候：Go o d
morning!老人以为老外在问她做什么，便回答
道：鼓捣猫呢！发音与Good morning基本相
同。老外送老人一盒食品，老人客气地推辞
说：俺莱芜有！老外又听成了外语：I love you!
老外大为感慨，说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外语如此
棒。”朱永新笑道，莱芜人从段子中受到了启
发，从“I love you”的意蕴中找到方向——— 把
莱芜打造成为大爱之城，新教育也自此和“俺
莱芜有”牵手。

“爱情”之火一经点燃，就轰轰烈烈。
“新教育实验的宗旨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怎么才能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阅读是最重要的基础。”朱永新十分强调
“阅读”在新教育实验中的重要地位。

同样是在山东，2012年7月，朱永新在临淄
召开的新教育实验第十二届研讨会上，听到一
位父亲讲述与孩子一起阅读的故事。

“这个父亲是当地的企业家。参加新教育
以前，他常常忙于应酬，是个‘影子父亲’,往
往喝醉酒回家时，孩子已在梦乡。孩子每天上
幼儿园时，他还在床上睡觉。”

“等他女儿上一年级时，所在学校加盟了
新教育实验。我们有晨诵、午读、默写，有整
本书共读、有儿童阶梯阅读协会，孩子、父
母、教师一起来阅读。老师要求父亲要带着女
儿一起读。他没办法，只好带着女儿每周读两
次书。”朱永新继续讲述着。

“他说，没想到读了两个星期后，喜欢上
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书啊。五年的时
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他和女儿一起共读了
184本书。他说，我这一辈子没读过那么多书，
幸亏新教育实验，幸亏老师让我和女儿一起去
读书，让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朱永新欣慰地重复这位父亲的话。
朱永新说，人本来有两个世界：物质和精

神生活世界，但很多人因为物质生活，从来没
有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这位父亲感叹说，阅读真是世界上最美
好的事。没有这样的阅读生活，我可能永远进
不到这样的世界里来，感受到阅读的美好，跟
女儿有非常亲密的、高贵的交流。”

亲子阅读的益处立竿不能见影，在长时间
的陪伴下，才慢慢地显现出效果。

“这位父亲很得意，他现在跟女儿讲话，
他的很多同事都听不懂。他说这是我跟女儿共
同的密码，只有我们能懂。通过共同阅读，他
跟女儿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密码，有
了共同的生活。”朱永新解释道。

腿不能到达的地方，眼可以到达；眼不能
到达的地方，心可以到达。“我经常讲，李白
看月亮跟我们看月亮不一样，因为他有精神世
界作为他的基础，所以有了他的《静夜思》；
余秋雨看山水跟我们不一样，他看山水有了他
的《文化苦旅》。”

朱永新说，精神世界更美丽、更奇妙、更
精彩、更丰富。

人文情怀源自阅读

“我在临淄听到的，实际上是所有人进入
阅读世界的故事。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
有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共同愿景。”朱永新
说道。

只是进入阅读世界的人，数量还不可观。
据朱永新介绍，犹太人是全世界阅读量最大的
民族。“犹太人是一个读书的民族，人均每人
每年读65本书；我们是人均5 . 6本书。二十年来
我们的经济指标翻了不知道多少番，但是阅读
量只增加了0 . 4本书。”他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聪明，一样勤奋，
为什么我们贡献不了那么多伟大的人物，贡献
不了那么伟大的思想？”

究其原因，在朱永新看来，让他耿耿于怀
的是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分离，也就是从中学就
开始文理分科。“我认为，人文和科学精神绝
对不能分开。为什么全社会造假、抄袭、中国
式模仿层出不穷？这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而
是科学成为造假的工具，是缺乏人文情怀的表
现。”

人文情怀的落脚点恰恰是——— 阅读。“我
一直在讲，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他的阅读
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
读水平。”朱永新重申道。

“对个人的精神发展来说，阅读兼具了精
神成长的养料和运动的双重功能。而一个民族
能否把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和文明继承下来，取
决于它能不能高效率地阅读。我们现在的阅
读，尤其是中学和大学的阅读非常不够。现在
教育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满堂灌’，这导致了
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
所有的教学都围绕考试和分数，很多学生没有
享受到阅读的快乐，这对学生的发展非常不
利。”朱永新解释道。

朱永新强调，研究型学习应该在高中阶段
就开始。“最基本的一条，每天的文本少不了
的，学生每天必须阅读。上课是建立在文本讨
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师生双方和学生之间对文
本共同的理解上。课堂是对话，而不是单向的
传输。缺乏阅读，会使得师生的思想没有交锋
的机会，没有各种创意在课堂里面集中的呈
现。”

“这么多年来，教育改革一轮接一轮，但
最缺的就是对课堂本身的关注。教育理论家很
多，但真正沉下心来，关注教室里面革命的很
少。”朱永新指出教改的弊端。

“学校教育就相当于在婴儿时候的母乳。
教科书、教辅书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几千年的
精神财富知识体系教给孩子，但这些东西都是
经过咀嚼加工的，它不能支撑一个人的精神世

界的长期需要。孩子的精神成长，依赖于不断
阅读适合他们年龄发展的优秀作品。学校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帮助学生养成阅读的习
惯、兴趣和能力。教育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
了，教育的主要问题就解决了。”朱永新指出
学校教育的“牛鼻子”在阅读，要牢牢抓住。

童年阅读，刻骨铭心

“阅读应该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习惯
和生活方式。”朱永新强调道。

“真正养成阅读的习惯，让人一辈子受用
的，要靠儿童时代的阅读。中国古代讲诵读，
讲四书五经记忆背诵，是很重要的。我记得苏
州大学曾经有一位钱仲联老先生。中国古代的
文献，哪一本书哪一段，他都能够脱口而出。
这就是靠人生最关键时候的儿童阅读。”朱永
新解释道。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推动儿童阅读，
推出‘儿童阶梯阅读’的概念。很多父母亲经
常让我们推荐几本书，实际上这是很难的。因
为要看孩子在哪个阶段，我们要为每一个儿童
寻找此时此刻最适合他的书，这才是最重要
的。”朱永新谈到如何为儿童定制阅读。

“儿童的秘密远远没有被发现，童书的价
值远远没有被认识。”朱永新对此有些着急。

在朱永新的心目中，儿童还是秘密。虽然
人类的自然科学已经有巨大进步，但我们对孩
子的认知和学习过程尚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跟很多老师说，我们一定要
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态来做教育，应该敬畏孩
子，他们的学习能力，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你真的不知道。”朱永新对儿童这个“秘密”
保持着探索之心。

“我们提出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最美丽的
童年。家庭恰恰是把孩子带到阅读世界的最根
本园地，所以家庭阅读至关重要。美国诗人惠
特曼在讲阅读时，讲到一句话：一个孩子向前
走去，他看见那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
西，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我很赞同
这个观点，儿童时代的阅读，是完全的、刻骨
铭心的、一体化的。”朱永新说道。

对当下很多家长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给孩子安排补习班的现象，朱永新认为：可以
安排一些孩子感兴趣的课程，但别把他的课余
时间填满了。

“一定要让他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培养
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这是
很重要的。”

在朱永新看来，阅读也是有个性的，每个
孩子在他阅读的过程中渐渐会形成兴趣。比如
有些孩子特别喜欢看军事，有些孩子特别喜欢
看植物，都没有关系，慢慢从欣赏阅读，变成

延伸阅读，很可能以后会选择专业，甚至成为
职业。“我觉得对孩子的阅读有引导、指导，
但是不要强制，这是很关键的。”朱永新说
道。

当下，互联网让我们的阅读更快捷、更平
等、更互动。对此，朱永新不主张大量线上阅
读。尽管目前网络阅读人数已超过纸质阅读人
数，但他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还处在离线
状态。网络上更容易吸引眼球的是信息、广告
和娱乐的内容。“人类的理解，特别是人类理
性的洞察力，通过网络很难获得，智慧的内容
在网络上更是凤毛麟角。”

对于不少青年学生溺爱阅读网络小说，朱
永新认为，网络小说一般是连载的，阅读上瘾
后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影响正常学业。从质量
上看，网络小说的含金量总体不如大浪淘沙选
择出来的书，为此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值
得。

“家长可以给孩子挑选一些国内外著名的
青春小说，让孩子逐渐过渡到纸质经典上
来。”朱永新建议，“同时，家长要给孩子分
析，什么样的阅读对成长是有利的，人不能完
全随着自己的性子走，让孩子真正能管理好自
己。”

重启精神发育的征程

童年的阅读如点亮的心灯，一直在生命中
燃烧。朱永新认为，如果仔细追溯，每个人精
神成长的历程，其实是人类精神发育历程的缩
影。每个个体在精神发育的过程中，都要重走
父辈、祖辈的老路。“它没有办法被复制、没
有办法遗传。不像我们身体的很多信息，体
质、长相、容貌等，可以通过遗传来获得
的。”他感慨地说。

正是阅读，重新启动了每代人精神发育的
征程。“我经常说这是人类伟大之处，因为人
类有文字，可以把他的智慧、思想、精神财富
保存在那些最伟大的著作里面，让后代人能够
和他对话，能够传承，能够弘扬，能够发展，
能够创造。”朱永新说。

同样，人类有文字，忧患方开始。朱永新
解释道：“人类比其他的动物更辛苦。因为其
他动物只要根据遗传的指令，不断地重复它自
我繁衍的历程，不需要新的学习，但人类需
要。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阅读过程，人类的智
力就会退化，智慧就会衰弱。”

人类发展到今天，知识以爆炸般的速度在
增加，而传播知识的方式也发生颠覆性变更。
但不管怎么样，阅读是人类传播知识最重要的
途径。

“作为信息获取的直接的、最有效的方
式，实际上依然是我们的阅读。阅读依然是我
们整个信息社会的基石。阅读能力的高低，在
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我们接收和处理信息
能力的高低。”朱永新说道。

15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世界上100
多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真正决定一个人收入
高低的并不是学历，而是他的阅读能力。当学
历相当的时候，阅读能力强的人，担任高技能
白领的概率明显高得多，而且阅读能力比学历
高低更能准确预测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发
展。

对此，朱永新解释道：“阅读能力实际上
是整个学习能力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
个人整个能力最重要的关键。阅读不一定能实
现所有的人生梦想，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接近
我们的人生梦想；阅读对个体精神成长，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在新教育实验试点的800多所学校里，学生
学习主动积极，成绩喜人。究其原因，在朱永
新看来，是因为他们读的更多，思考的更多，
学的更多。

“我们所有的学科都应该有深度的阅读，
只有通过深度的阅读，才能真正地把孩子们带
向学科的广博与深邃，从知识的小溪汇聚为海
洋。”朱永新说：“阅读绝对不仅仅是语文老
师的事情，应该是所有学校的事情，所有学科
的事情，是教育最基础的事情。”

朱永新举例说明：一个数学老师，他不是
简单地教学生一加一等于二，他要成为一个真
正的数学老师，得有本体性知识，他要教会孩
子真正像数学家发现数学那样去学习，学生才
会觉得有兴趣。同样他要有人文情怀，他不是
简单教数学，他要懂得孩子，关心孩子，把孩
子当做人，关注人类的命运。

人文情怀的落脚点恰恰是——— 阅读。“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的
阅读水平。”

朱永新：构建弥漫着书香的社会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吴庆利

文化在经典中被激活

除了关注校园，朱永新的视野也面向全
国。自2003年开始，他连续十余年在全国
“两会”呼吁要建立“国家阅读节”，要大
力推进全民阅读。

去年，全国人大要推出全民阅读的促进
条例，很多人还质疑阅读还要立法？难道国
家还管我们到底读什么书吗？

“阅读立法当然是需要的，它不是管我
们到底读什么书。最关键的是国家要帮我们
创造最好的阅读条件和环境，一个法律限制
的不仅仅是公民的行为，也限制政府的行
为，限制组织的行为。”朱永新解释道。

阅读看似是个体行为，但个体的总和就
是一个民族，个体的精神境界就汇成我们这
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共同阅读决定了其精神力量，而精神的力
量对于一个国家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培
育，起着关键作用。”朱永新阐释道。

朱永新依然拿犹太人举例：他们在书上
抹一层蜂蜜，让孩子知道书是甜的。家里可
以没有高档的家具，但不能没有书橱和书
架。每4000个人拥有一个图书馆，每个家庭
至少拥有一份英文报纸。

好在阅读面前人人平等，阅读是最廉价
的，不需要太大成本，不需要缴税。“我们
国家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
阶段，阅读当然是最廉价、最便捷、最有效
的方式。”朱永新说道。

“阅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直接影
响。”朱永新介绍道，美国社会学家波兹曼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说文化的消亡大概
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不让读书，书被禁
读、公理被隐瞒、童话被亵渎。第二种方式
是没有人想读书，没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
为了滑稽。“第二种方式完全有可能发生，
这种可能是一种文化消亡的更危险方式。”
朱永新给出自己的判断。

文化消亡的危险来自对共同精神财富的
冷漠。“我们曾经或者依然拥有共同的神话
和历史、英雄和传说、图画和音乐、诗歌和
小说，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冷落了这些共
同的精神财富。这种冷落给我们带来了严重
的后果：共同信仰的缺失、文明道德的滑
坡、共同愿景的混乱。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
精神力量的养成，为了我们未来的终极前
途，我们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阅读。”朱永新说。

“一个民族、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精神
的精华，那些最美好的创造通过历史的筛
选，积淀下来最重要的经典，代代相传。在
今天经典阅读的价值，同样非常重要，文化
不是在简单的经典中存在，而是在阅读经典
的过程中激活。在对待经典的态度上，我们不
能简单地背诵、考证，应该通过不断地对话、
思想、书写而复活文化。”朱永新说道。

对此，朱永新也支招：为了寻找我们的
历史，寻找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共读神话和
历史，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祖先的文化后
裔；通过阅读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通过
阅读美洲发现的历史，通过阅读南北战争解
放黑人的美国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他民族
的历史和传说，才能让整个人类的文明在更
大的生活圈里融为一体。

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数十年的
提升，书写了一段经济传奇后，朱永新期待
并努力通过“新教育”和自己的奔走呼号，
来推动全民阅读。

“这是一项精神民生工程。再好的酒，
在最好的好书面前总会黯然失色。一旦社会
弥漫着书香，精神就会充盈着芬芳，这样的
世界自然就是更为美好的世界。而这样的一
个过程，将创造着新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传奇。”朱永新坚定地说。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一旦社会弥漫着书香，精神就会充盈着芬芳，这样的世界自然就是更为美好的世界。而
这样的一个过程，将创造着新的历史。”朱永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述。

朱永新为本报读者题词。

俄罗斯又现真人芭比
原来是父母培养而成

俄罗斯又有一位新晋真
人芭比受到网友热捧。与那
位靠近百次整容变成真人芭
比的乌克兰女孩瓦莱里娅·露
可安诺娃不同，这位芭比女
孩从出生起就被父母以芭比
为模板进行培养。

美国前奥运冠军变性
女人味十足

曾缔造奥运男子十项
全能世界纪录的美国国手
布鲁斯任纳变性成为女儿
身，现在叫凯特琳。她
1949年出生，20世纪70年
代，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体
育明星。

游客忙自拍
大象趁机偷包

印度国家公园内，一
对游客想将大象融入背景
自拍，不料大象却走到他
们的车旁，将鼻子伸进车
窗偷走了手提包。不仅如
此，这头大象还迅速将包
内的水果、银行卡和现金
等物品吞下。

维修人员胶带“粘”飞机
吓坏乘客

英国一名乘客发现机场
维修人员竟用胶带粘贴引擎
外壳。这一幕引发大量网友
转发和评论。最终被证明是
虚惊一场。专家表示，这种
胶带为航空专用维修胶带，
广泛用于飞机维修，不会影
响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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