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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 胡晓明

自由阅读的含金量不应过低

前段时间，围绕着上海高考作文命题的一些

争论，非常有意义，可视为一场生动的公共文化课。

我尤其喜欢关于逻辑的一些讨论，有助于提

高网络舆论的思维品质与分析水准。争论的建设

性价值在于推动人文教育真正关注“活的文化”，

将课堂、书斋与社会现场连接起来。但也不得不

看到其中的问题，争论中表现的互联网生态确实

有反智主义的倾向。反智主义至少有两种表现：

讨厌多思、慢思、深思——只看重即时反应的浅碟

子思维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游击战思维或

Shitstorm（屎风暴）；讨厌学术。
因此，我在这里为学生所开列的暑期书单，

请原谅，正要有意讲一点学术。一来，家长和老

师不能将暑期里的孩子当作宝宝宠起来；二来，

也不要轻易让最能自由读写的暑期阅读的含金

量过于稀少。

■《人世间》梁晓声
我喜欢这本大书，跟我是50后有关。同学们可

以将这本书作为一个桥梁，连接你们的父母以及早
期现代中国与古典中国。

我这里用五十年、五百年和五千年这三个数字
来表达：五十年是伴随着我这一代人命运史的一部
家国史诗，所有的痛感快感甜酸苦辣已被触及，因而
看着特别亲切特别入味。五百年，就是从明代到今
天中华民族的颠沛流离史，曾经的繁荣安稳以及战
争堕落挣扎乃至重新崛起，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大寓
言。五千年，是从中表达了五千年中国文化根源性
价值，她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最深层的价值
系统，从日常人生中活生生地呈现出来。

■《后真相时代》赫克托·麦克唐纳
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大辞典》选为年度词

汇。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
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从投
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
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显
然，作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

机器写作时代、信息洪流时代导致的粘贴重复、
抄袭风、图片化，甚至口水化、粗暴化，跟大学生整体
写作能力下降、独立思考能力下降，有没有关系？当
代网络语文的草根政治性，释放着平民的文学权的
同时，所谓“后真相写作”“踩踏美学”“民科当道”和
“流量思维”，以及唯“爽”至上的新标准，浮滑、浅碟
子与空虚之病，非政治的政治性，而且越浮滑越空虚
越美越好？与中国批评传统所说的真诚与真实，以
及传统文章论与写作学所主张的“心”的清明沉静、
不偏守正，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欧游心影录》梁启超
梁任公先生一百多年前的政论。读来仍启人遐

思。人类这样东西真是天地间的一种怪物：他总是
拿着自己的意志，创造自己的地位，改变自己的境
遇，同时又总是被他自己所改变了的地位境遇支配
着，大家想造出一个局面，而事实上所产生的局面又
总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但大家还是要这样想，这样做
下去。这是梁启超观察人类历史所得出的一点结
论。他说这一点是有所指的：人类的意愿并不能支
配历史的发展，决定历史的方向。我们不要以读游
记心态看他，梁先生的这个思想跟王元化先生很近，
有待于细心的读者再参。

■《戴安澜传》戴澄东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应读一点有关抗战

先烈的书。我推荐这一本，原因跟个人的缘分也有
一点相关：一是我读本科的贵阳花溪，有戴将军的衣
冠墓，多次带人前去敬谒；二是我读研究生的芜湖，
是戴将军的故乡，有戴将军的墓。戴安澜将军曾受
罗斯福、毛泽东、朱德、蒋介石等高度表彰，不仅是中
国抗战军人的典范，而且是二十世纪民族伟人。读
齐邦媛《巨流河》，深知华夏文化所熏陶的人物的至
高至美。戴将军最后的遗言《致夫人书》（1942年3
月22日），此前未曾见，读之泪目。

■《七缀集》钱锺书
《七缀集》是钱锺书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

种语文学的考古，也是充满着个人的欢乐、个人的性
情、个人的灵魂冒险的一个文本。它有文学批评和
文学创作的快乐，所以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如果我
们想做一个有趣的人，一定要读钱锺书。有人说不
要拿钱锺书来“为难”年轻人，这是多么大的偏见；在
非常枯燥的应试语文中，忽逢钱锺书式的文字游戏，
那该是多么大的惊喜。

■《德波顿著作全集》（十三种）
我读过其中的《哲学的慰藉》《拥抱似水年华》

《无聊的魅力》《机场里的小旅行》《身份的焦虑》等，
相当好读。运意清新，取材自如，做学问，能转化学
问的干燥与抽象；讲思想，有个人生命的熏发与润
泽。最适合于机场、旅店、高铁闲读，不仅将你沉浸
于寸土寸金的知之享受，而且引发你一种诗之远意。

■《今日简史》赫拉利
读过他的《人类简史》，佩服其蕴蓄之渊深，结体

之高逸。第二部《未来简史》写将来，第三部《今日简
史》，作者聚焦于此时此地，关注的是科技大变革起
于青蘋之末，即将席卷人类，为当今社会带来巨大颠
覆。全书充满挑战性的问题，譬如，我们该提防机器
人，还是该提防机器人的主人？人类还剩下什么能
力胜过人工智能？你真以为有“自由意志”，还是改
听大数据和算法的就对了？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实
现正义？如果世间皆是虚假，“自我”也是虚构的故
事，那么人生意义何在？……中国大学生缺乏问题，
缺乏关心，如果只是一味二次元生存，一味排队
Labubu，巨婴时代就会到来了。《今日简史》是现代智
人激荡脑力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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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龄选书
从轻松读到读得对

静安区市西小学语文教师 欧雯

话题主持：本报记者 马丹 易蓉

常有家长在期末家长会后拉住我：“暑假两个月，孩子
的阅读到底该怎么安排？”也有妈妈翻着书单发愁：“这么多
书，到底哪些适合我家孩子？”作为一线语文教师，今天想和
大家聊聊心里话——暑假阅读不用“猛灌”也别“乱撒”，放
轻松，阅读，是夏夜里摇着蒲扇就能聊开的日常。

不同年龄段阅读能力不同

暑假阅读如何开展，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不同年龄段孩
子能力与兴趣的最近发展区，以更好地协助他们进行有趣、
有益的阅读。
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可选择“五感游戏”激活他们的阅

读本能。唱着读，笑着演，去生活中寻找相似的场景，验证猜
测的惊喜——读得快乐，玩得开心，是幼儿阅读的要义。
这个阶段的孩子，阅读重点不是认字，而是建立“阅读=

快乐”的条件反射。因此，爸爸妈妈们不要将阅读作为任务
安排给他们，可以在双方都很愉悦的情况下，比如睡前或午
后的时间，和孩子一起放松地进行阅读。这个阶段的孩子
会特别关注画面，因此优质的图画书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小学生的阅读，则要慢慢长出自主的翅膀。孩子可以

试试“故事的延展”。比如读汤汤的童话《小鱼大河》，小鱼
在绝境中见证了水白菜、小鸟、小蚂蚁这些微小生命的善
良，也见证了为了朋友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勇气，更是迸发
出即使到最后也要坚持求生的本能和决不放弃的韧性……
读完后，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倾听水中小鱼、青蛙、荷叶等等
发出的声音，讨论各自生命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带着孩子观
察小区里昆虫、植物，记录“生物互助现象”，也可以准备一
本“阅读便签”，读到喜欢的句子就撕一张贴在冰箱上。简
单的记录比大段的摘抄更轻松自在，也更有所侧重。
中高年级不妨试试“主题共读”，比如全家都读“故乡”

主题的书，阿涩的《家住夕阳江上村》里，晒谷场的竹床、江
滩的芦苇荡、外婆煮的桂花酒酿圆子，都是能打开话匣子的
钥匙。晚餐时聊聊记忆里最香的味道，孩子也许会忽然说
“奶奶煮的玉米粥最让我难忘”，文字便这样住进了生活里，
住进了孩子的心里。

选书要匹配孩子心灵需求

书太多，怎么选才不踩雷？
首先，家长得尊重孩子的兴趣，看他蹲在地上观察蚂蚁

时眼睛发亮，不妨递一本《昆虫记》的彩绘版，让文字成为他
观察世界的放大镜；他总追着问“为什么天是蓝的”，不妨选
一套画面清爽的科普绘本，把抽象的原理变成能触摸的云
朵与风。
其次，要匹配心灵需求。三四岁的孩子还在和具体事

物对话，硬塞长篇大论的故事，只会让阅读变成负担；小学
阶段的孩子开始萌发自我意识，不妨选些主角有相似成长
困惑的书。
最后，书的风格和类型应该多样化。不必因他沉迷童

话就拒绝给他翻历史绘本，不必因他爱读科普就藏起诗歌
集。不必执着于“经典书单”的标准答案，允许他翻两页就
放下《小王子》，转而沉迷解压的漫画；接受他反复读同一本
《猜猜我有多爱你》，直到能倒背如流——这些“不合常规”
的选择，恰恰是他用阅读与世界确认“匹配度”的过程。

对生命和生活进行“大阅读”

常听到家长说：“大阅读是不是就是多读课外书？”其
实，“大阅读”的“大”，是指阅读的边界要从课本拓展到生
活，身边的整个世界，都可以是我们阅读的对象。
比如，路过老房子，读墙上的“历史建筑”标识，这是在

进行信息提取的训练；带孩子去超市，读食品包装上的配料
表，无形中，就进行了“非连续性文本”的学习；看动画片时，
和孩子讨论“如果让你改编这个故事的结局，你会怎么
改”，这是在发展批判性思维。
而这些，恰是对生活、对生命所进行的广大阅读。我

所理解的“大阅读”，就是把日子摊开成一本没有页码的
书，每一页都要俯身去读。我们读它，不是为了找答案，
而是让生命的触角，在每一次凝视、倾听、触碰里，更温柔
地与世界相认。

这几年，“大语文阅读”理念备受推崇，但是书
海茫茫，如何选书、如何引导孩子有效阅读，成为众
多家长的焦虑点。2025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出处
的作者胡晓明教授以学者之思，开出兼顾家国情怀
与时代叩问深度的书单，强调阅读的“含金量”与思
想厚度；小学教师欧雯则从一线教学出发，倡导轻

松、贴合生活的“立体阅读”，强调兴趣引导与生活
联结。二者一深一广，一重经典一重体验，为不同
学段的家庭提供了一条破解选书难题、缓解阅读焦
虑的互补实践路径。
暑假已至，家长们不妨带着孩子一起在深度与

广度间找到平衡，让孩子与好书、与世界美好相遇。

■ 阅读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其他推荐书目

文学书

《唐诗三百首》《红楼梦》《唐宋词简释》

《笔记小品》《人间要好诗》《给一个青年诗人

的十封信》《象棋的故事》《英国诗选》

艺术书

《艺术的故事》《名画之谜》《西方文明中

的音乐》《中国艺术与文化》《美的沉思》

美学和思想方面的书

《朝话》《文艺心理学》《美学散步》《美的

历程》《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

《人类简史》《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二十世纪

思想史》（上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