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乡村走出 又“回望”乡村

谈及开办留守儿童读书会的初衷，王翠表示

既是机缘巧合，也是自己“内心的呼唤”。

读博期间“久困书房”的苦闷，让王翠急于去

“看看世界”，通过读书走出乡村的她，想回头去了

解村里孩子当下真实的境遇，恰好在她参加的公

益行动中，王翠探望了一个父亲去世、母亲脑瘫的

困境家庭儿童。“那位母亲不能讲话，将捐赠的食

品、衣物、自行车等物资一一推拒，却唯独留下书

本。”这个场景让她非常感慨，也由此开始考虑，能

否通过书籍给乡村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提供一些

精神养分。

    年，王翠启动了读书会，然而让留守儿

童爱上阅读并非易事。“首场读书会来了四十多个

孩子，第二场就只有三四个人了，村支书挨家去喊

也不来———家长觉得只有读学校那种书、考试出

好成绩才叫‘读书’。”王翠有些无奈，但她仍然坚

信，“只要在孩子心里埋下种子，用耐心慢慢浇灌，

总能开出花来。”于是，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

越多的孩子来参与读书会，对阅读产生兴趣，最后

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现在，只要公布读书会的日

期，当天一大早，孩子们就会在学校门口等我们。

他们愿意阅读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大大的进

步。”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也加入了王

翠的读书会，形成一个“城市家庭  农村留守儿

童”的阅读共同体，王翠给它命名“‘   ’关爱留守

儿童读书会”，在关爱乡村留守儿童的同时，也培

养城市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

用阅读擦亮精神底色

对乡村的留守儿童而言，读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王翠给出她的答案：“擦亮一个孩子的精神底色。”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充盈，乡村场域特点也发生

变化。“  后”的乡村留守儿童在物质方面不再缺

乏，但在情感上的“陪伴缺失”却更为明显。“父母的

缺位使情感链接缺失，于是这些孩子很敏感，对周围

的世界也没有安全感。”

那么，留守儿童缺失的情感链接应如何来重新

搭建？由谁来搭建？王翠选择求助于书籍。

“通过阅读，与人类最好的精神对话，用美好的

思想养料来滋润他们，能让他们的精神充盈起来，让

心灵的缺失得到另一种弥补。”给这些孩子的精神擦

亮底色，使他们的心灵有栖息之所，在王翠看来，这

就是阅读的意义。

除了弥补情感缺失，王翠认为，要激发留守儿童

的改变，关键在于童年期儿童力量的成长，阅读恰恰能

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向上的激励。王翠谈到她和孩子们

都很喜欢的一本书———《布鲁克林有棵树》，书中讲述

了生活在贫民区的女孩弗兰西从出生到  岁的故

事。生活的贫困给主人公带来了诸多艰辛与无奈，弗兰

西却靠着勤奋自学进入大学，最终成为一名剧作家。而

每逢读书会的日子，在路边翘首以盼的那几个孩子，总

让王翠想起弗兰西。“有一个小姑娘，他家有 个孩子。

每次读书会她都带着弟妹 人齐刷刷坐进教室，最小

那个还被她抱在怀里，从没缺席过。”

然而，智能手机对乡村孩子，尤其是低龄孩子

的渗透，在王翠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加

剧了乡村留守儿童的异化。游戏、短视频、社交软

件的即时感官刺激，使心智尚不成熟的儿童沉湎

其中。”父母的缺席，加上祖辈对手机的陌生，又使

乡村留守儿童缺少正确引导和时间约束，导致视

力下降、睡眠不足，也让孩子失去从学习、阅读等

长周期任务中获取延迟满足的耐心，变得浮躁。

于是，王翠坚持引导留守儿童用纸本阅读，尽

管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学生随校区搬至远处，

王翠就说服上初二的女儿克服交通上的不便，一同

去做志愿者；远离城区且读书点之间相距遥远，就

自己开车在两个镇之间奔波；申请到的项目基金微

薄，便自掏腰包并组织志愿家庭捐书；缺乏教育协

同组织，便身担组织重担，连接村委、村妇联、学校、

家长与志愿者。迄今，王翠与志愿者们已捐赠了五

千多本书，帮助了近千名留守儿童。

写作中的学术、爱与真诚

“耗费  年时光实践，却一直没有学术产出，

我有的时候也是不被理解、不被支持的。”王翠笑

称。但她并不在意，“学术成果的考量是有必要的，

但我觉得，学者不能完全依赖这种单一的考量。我

更关注自己做的研究如何在人群中产生影响，如

何惠及更多普通人。”王翠认为，她组织公益读书

会，“初衷就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做了教育实

践。”在与留守儿童接触的过程中，王翠不仅带孩

子们读书，也用这份真诚与爱和孩子、家长、老师

交流，她发现了留守儿童生活深处的群体性问题，

看到的儿童成长中出现的“某种破裂的东西”，社

会责任感也让她觉得有必要呈现这些问题，让更

多人关注，以促成社会系统性地将这些问题解决。

    年，王翠研究专著付梓出版，书中基于

读书活动积累的海量案例呈现了当下乡村留守儿

童的生活世界。同时，她运用扎实的理论分析，思

考留守儿童如何实现阶层流动、实现身份转变，探

讨如何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帮扶，让留守儿童平

等享受现代化教育，通过“精神扶贫”激发他们的

驱动力，并建议可以从帮助母亲返乡、重视儿童阅

读、建立多元关系等方面着手。

王翠也表示，自己的著作“尚未达到创造理论的

高度，只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但事实上，它兼具了

学术著作的理论逻辑与作者在做学术中所呈现的真

诚与爱。正如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何双秋

老师对本书的评价：“打动我的不仅是被准确归纳概

括并深描的某一个体及现象，还有王翠老师展现出

来的长期对教育理论及乡村文化系统深入的研究及

思考，既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不断发现既有

研究的短板并力图做出改善。会写逻辑严密理论高

深文章的学者很多，但如此饱含真诚与爱的，却不多

见。” 田蕊

以阅读为灯
照亮乡村留守儿童心灵荒原
王翠与《儿童成长与阶层流动———留守儿童成长的异化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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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7年前，同样的暮春

时节，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王翠老师在徐州的村镇发起了

留守儿童读书会。 7年来，王翠以极大的热情与决心，坚持和孩子们分

享阅读。在读书会过程中，王翠通过对乡村教师、留守儿童及儿童家庭

的观察、访谈，记录大量真实案例。 她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并出

版了研究成果———《儿童成长与阶层流动———留守儿童成长的异化与

回归》一书，希望为破解留守儿童成长之困作出自己的贡献。!带乡村留守儿童进大学校园

吴景超是我国现代著名社会学

家、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发展都市

以救济农村”“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等论述在民国时期社会上具有广

泛的影响。    年   月，本报与

有关方面在安徽歙县举办了纪念

吴景超诞辰    周年座谈会。近

日，以座谈会为基础编辑的《把中

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

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出

版。该书收录研究论文或纪念性文

章   篇，以及吴景超自述性文章、

生平事迹记述、他人评述、书评书

介目录等珍贵的一手资料，全面而

深入地再现了吴景超的家国情怀

和学术成就。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方慧

容所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之

间———早期社会学者的徘徊和探

索》则以吴景超为研究个案，还原

了截至     年以前，一个倾心学

术、相信科学主义的社会改良的学

者，他的思想变化、实践历程。

“统一建国”“沟通中西”是理解

吴景超的关键词。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和理想追求都遭遇了失败，但他的失

败却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吴景超最早提倡工业化，以提高

人民的“生活程度”，抗战时期他一度

放弃了“生活程度”这个衡量标准。抗

战结束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再次

成为吴景超的强烈关怀。这体现了一

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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