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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物，必有一名；凡有一
名，必有一字。文字的故事，也是
关于我们生活世界的故事。身处
全球化时代，对于今天的孩子来
说，如何更好地了解汉字的故事、
传承汉字之美？

前不久，在中华书局《说文解
字教本》一书的出版研讨会上，几
名小学生有模有样“训字”的过程，
令人印象深刻：从“书”字的结构，
会意该字以笔言事的含义；从“王”
字三横一竖的笔画构成，把握中华
文明讲究天地人贯通的特质。孩子
们在适当的引导下，从造字之理开
启学习之旅，原本一个个抽象的汉
字符号，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故
事。这种方法，对于汉字乃至语文
学习都是一种启发。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打
好根基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音
形义统一的符号系统，汉字里藏
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的密码，
是每个中国人学习的起点。在时
间长河中，汉字既保持了相对稳
定的字理结构，音形义又因时而
变。追本溯源，让今天的孩子了解
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要有一
颗静待花开的平常心，积于跬步，
至于千里。同时，需要优秀的启蒙
读物，依赖专业的教师指导。

当前语文教育中，一些急功
近利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据报
道，一些辅导机构教学方法“八股
化”，作文模板化的起承转合，让

学生练习堆砌形容词、生造排比
句等，还美其名曰速成课。原本潜
移默化、陶冶身心的人文之旅，被
简化成蹩脚的套路模仿，丢失的
是语言之美，破坏的则是孩子们
宝贵的好奇心、求知欲。如此简单
粗暴的教学方式，愈是速成，便愈
是误人至深。

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完善，反映在
语文学习中，则是越来越注重夯
实文字根基。比如，教育部出台的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
导纲要》就指出，小学低年级，认
识常用汉字，学习独立识字，初步
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小学高年级，
则要熟练书写正楷字，理解汉字
的文化含义，体会汉字优美的结

构艺术。初中阶段，要临摹名家书
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相应
地，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与之适应
的课程和各类读物。

少一些速成课，多一些慢功
夫，让孩子们在启蒙阶段为未来
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于潜移默化
中感受文明的滋养。有了这个根
基，无论将来的数字信息如何汪
洋恣肆，也能在知识海洋里畅游。

在大力推广全民阅读的今
天，很多人注意到，不仅手机端有
众多有声书阅读平台，在公共图
书馆、城市书房甚至社区、公园、
地铁等公共场所，也能享受到听
书服务。

一座座有声图书馆建起来，
使用情况怎么样？有声资源能够
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吗？带着这
些问题，让我们走近部分服务者
和听书人。

为传统阅读模式提供补充

最近，75岁的陕西西安市民
李友在社区里遛弯的时候，第一
次用上了有声图书馆。“只要用手
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听
书了！”在一台卡通展板式样的装
置前，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李友
通过扫码找到了自己喜爱的文学
作品。

“既方便又快捷，能带走还不
占地儿，提升了我们老年人读书
学习的兴趣。”李友点赞的西安国
际港务区梦想公社小区的有声图
书馆，启用不久就成了附近很多
居民的打卡地，他们中有的人来
学习健康养生知识，有的人喜欢
浏览历史类内容，有的人带上孩

子来听故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
的有声读物。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
不识字，后来生活好了，想多了解
些知识，却只能盯着文字干瞪眼。
现在好了，有声图书馆不设限，一
点就能听书，听到很多有意思的
内容，感觉生活都充实了。”余阿
姨说。

总体来说，有声图书馆普遍占
地面积不大，储备资源却很丰富，
涵盖党建、文史、教育、经济等多种
类型，用户只需扫码进入服务界
面，就可以根据喜好和阅读需求自
行选择收听内容，整个过程简单易
操作，对于不同群体都十分友好，
也为很多像余阿姨一样的人打开
了了解世界的又一扇窗。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阅读
有了更多的方式和渠道。如何引
导读者接触更多的优秀作品，搭
建一个健康阅读的平台？有声图
书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
择。”一位图书馆员说，借由现代
科技和数字媒体，知识的开放性
愈加凸显，这给满足人们美好精
神文化需要提供了更多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众多文
旅部门已经主动引入社会力量，
以阅读边界的延伸拓展公共文化

服务覆盖面。去年9月，河南省郑
州市二七区文化和旅游局与喜马
拉雅合作打造的“有声图书馆”项
目正式落地。仅需一个二维码、一
副耳机，老百姓就能随听随享，不
仅能接触丰富的有声书资源，还
能听热播剧、相声曲艺、儿童故
事、健康养生等内容，为传统阅读
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补充。

助力特殊群体服务

在有声图书馆的众多用户
中，有一群人是常客——视障群
体。在声音的世界里，他们与普通
人几乎没有隔阂。甚至部分视障
人士凭借自身努力，完成了有声
书用户向有声内容提供者的转
化。他们主播或演播的有声书、分
享的知识、推出的直播一样精彩。
据统计，在喜马拉雅上，残障人士
做主播者已超过8000人，其中年
收入最高的达百万元，专辑播放
量最大的超过8亿次。

“听对于我们有视觉障碍的
人来说是最自然的举动，听书对
我们来说既方便又欣慰，希望能
制作出更多有声资源。”今年27
岁的宋文过去在工作中意外致
残，享受过美好文化生活的他尤

其能够体会视障人群的渴望，也
更热衷于听书。

“90后”上海姑娘马寅青也是
一位视障人士，从未见过光明的
她通过一步步努力完成了学业，
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推拿。
但她对这个职业缺乏兴趣，权衡
之后，她最终选择走上创业路，专
注于演播有声书，离开校园不到
两年时间，她就带领自己的团队
制作有声小说近200部。目前，马
寅青的公司有20多名员工，其中
3/4是视障人士。

有声图书馆以灵活、多样的
属性及全场景优势，在推动全民
阅读方面作用显著，吸引了大量
用户。而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车载音响、可穿戴设备等移动
终端的开发，有声内容正在不断
扩容，声音使用场景在延展。

内容消费时代，有声图书馆
的发展以及有声资源的开发，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信
息需求，提升了特殊群体的信息
接触率。但不可忽视的是，有声图
书资源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还存
在较大落差。

一方面，由于版权限制以及
制作、编辑、运营等方面的高成
本，有声读物的制作在数量和种

类上比较有限。增加有声资源供
给还需打通版权引进、音频生产、
策划运营、渠道分发的全链条。

另一方面，特殊群体无障碍
使用数字或有声资源的目标任重
道远。以视障群体为例，在我国
1700多万名视障人士中，除了在
互联网环境下的部分视障创业者
及熟练使用现代智能技术的视障
人士外，更多视障人士还在“数字
化”的波段外。要满足这一群体的
精神文化需求，还需要更多升级
版的配套服务。在这一层面，公共
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也在升级。如
上海图书馆推出“视障读者专递
包”，将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送到
视障读者手中，还寄送“阳光听书
郎”等便携式听书设备；浙江省图
书馆根据视障读者需要进行定制
化服务，还与社会企业合作共同
开启“云声”公益项目，将优质的
诵读作品传递给视障读者，并计
划在手机客户端上展示视障读者
与“爱心助盲”志愿者的原创有声
作品，展现特殊群体风采的同时
体现了文化关怀。

由此，以理念为引领，升级服
务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有声图书馆的发展大有潜力。

（《中国文化报》宾朋）

临近腊八，路过菜市场，看
到一个摊位摆放着一大盆腊八
豆，金黄饱满，想起母亲做的腊
八豆，不由买了一些回家炒来
吃，却感觉味很寡，硬硬的，淡
淡的，甚至豆子的青涩味都若
隐若现。

晚上与母亲通电话，聊及此
事。母亲说：“你吃的腊八豆是没
有起霉的。他们做生意的性急，
一般都是把豆子煮熟后就立马
拌上配料放到荷叶坛里一个星
期就拿出来卖。时间短没发霉不
好吃呢。”

腊八豆是我家乡湖南湘潭
的特色小吃。腊八豆清炒、腊八
豆煎蛋、腊八豆炒肉，都是我家
乡的家常菜。我却不知腊八豆制
作还有如此讲究和门道。

母亲说，做腊八豆一般要在
立冬以后。她把自己种的小黄豆
拿出来，一粒一粒地挑选，剔除
里面的泥土、沙子等杂物和被虫
蛀坏了的黄豆。选好的黄豆，泡
发之后煮透再摊凉，然后用干净
的布包起来装入密封的容器里。
十天半个月以后，挑开豆子，会
有黏涎的感觉。一个月左右，豆
子上会长出一层茸茸的白霉，这
时就可以打开密封的容器，拌上
佐料后放入荷叶坛，再密封一个
月左右才能打开吃。

她说，长白霉的过程非常关
键。首先，豆子的品质必须要好。
只有立冬天冷后白霉才会长，这
个时候豆子不能见光，不能漏
气，否则长出来的是黄霉、黑霉，
就要不得。像我买的没长霉的腊
八豆都不能叫腊八豆，只能叫佐
料拌熟豆子，所以不软糯，没有
发酵后的那种香味和鲜味。

我知道世界上很多有名的
食品需要发酵。只是未曾想到
我从小吃到大的腊八豆的发酵
也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历经
两次发酵才能产生独特的鲜香
味。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吧，年轻
时难免青涩。经历岁月后学会
等待和忍耐，通过积累和完善，
才可能破茧成蝶，品尝到别样
的美好滋味。

徐淑荣剪纸作品——

牛梅报春

新华社北京1月16
日电（记者 史竞男）在建
社70周年之际，人民文
学出版社日前在线举办

“2021与好书相遇——
新年新书大放送”活
动，集中推出一批名家
新作，如梁晓声带来获
得茅盾文学奖后的首
部作品《我和我的命》，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一
把刀，千个字》，茅奖作
家周大新的新作《洛城
花落》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
长臧永清表示，2021年
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
70 周年，将通过践行

“专业出版的大众化和
大众出版的专业化”理
念，让中外文学经典走
进大众生活，也要把大
众读物做出专业水平。

在活动直播现场，
作家梁晓声、周大新、李
洱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评论家李敬泽分别
对谈，分享了自己的创
作感受。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
命》用现实主义笔法写了普通人的
奋斗史，特别是80后女性的成长
奋斗故事。2000年收到的一封读
者来信让梁晓声记忆犹新，信中
说，小姨离开贫困的农村到深圳打
工，村里人一有困难就会去深圳找
她，感觉她的那个小房子就像某村
的办事处。“小姨早晨起来找鞋子
要上班的时候，像跳芭蕾舞一样，
在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因为沙发
上、床上、地上已经睡满了同村的
男孩或者女孩，这个细节给我很深
的印象。”李敬泽认为，80后这一代
直面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他
们的生命体验值得关注。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洛城花
落》用四次庭审的忠实记录讲述了
一个离婚故事。周大新坦言，如果
把婚姻比作一个建筑物，它是需要
不断修缮的。当下年轻人对婚姻质
量的要求变高，很多人一有不满就
抽身离开，希望这本书可以让读者
思考在婚姻中如何与对方相处，实
现情感的自我教育。

北京发现
金中都外城城墙体系

从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发布消
息，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金中都
城墙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
果，首次发现金中都外城护城河、
城墙、马面、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
墙体系，实证了金中都城的建制
沿革。

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贞元
元年（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
正式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称中
都，开启了金中都作为金朝都城的
辉煌历史。金中都城墙遗址目前在
地表尚存南城墙万泉寺、凤凰嘴和
西城墙高楼村等三处，1984年公
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2020年，为配合金中
都城墙保护和展示工作，北京市文
物研究所和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
首次对金中都外城城墙开展考古
发掘。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外城城
墙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
城外护城河、城内道路的关系，首
次确认了护城河、城墙的宽度及营
建方式。首次完整揭露了1处金中
都外城墙的马面遗迹，确认其形制
为圆角长方形，构建方式为在城墙
外二次增筑、外围包砖。考古中还
发现了叠压在南城墙下的唐代墓
葬、辽代墓葬，为金中都城在唐幽
州、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的史
实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金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
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此次考古发现
为复原金中都结构布局和城市面
貌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实证了金
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人民日报海外版》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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