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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您在 《给少年的文学
课》 一书中选择了 26 位作家的 37 篇作
品 进 行 分 析 ， 其 中 大 部 分 是 当 代 作
家，包括李娟、刘慈欣等近年来比较
热门的作家。您选择这些作家作品有
什么特别用意吗？

张莉：年轻人的阅读趣味其实在
发生变化。我发现，5 年前的学生喜欢
的散文和最近不太一样，比如近几年
大家都很喜欢李娟和汪曾祺。汪曾祺
的语言松弛幽默，善于从生活中发现
美；李娟热爱大自然，她在 《我的阿
勒泰》 里写妈妈、写外婆、写和小动
物相处，都是贴合孩子日常生活的。
作为老师，我们要注意到年轻人阅读
趣味的变化，并据此调整我们讲解的
书目。

观察中小学生的阅读我想到，为
什么不和孩子们一起读他们当下喜欢
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把阅读的主动权
还给学生，从他们喜爱的作家作品中
选择适合讲解的，激发他们对作家更
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给少年的文学课》 严格意义上不
是评论集，它是有关中小学生如何阅

读的文学地图，我所挑选的大部分是当代作家，
如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他们
的作品大多还没进入统编版教材，但他们确实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家，他们写的是我们活生
生的生活，而且又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视自
己为作家和青年读者中间的“连接”，我希望能帮
助年轻朋友们更好地认识这些当代作家和作品，
了解当代文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读书周刊：比起日常的阅读和写作积累，有
些学生的目标仅仅是在考试中写出高分作文，并
将“背好词好句”或“套作文模板”视为捷径。
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莉：考试作文只是写作的一种。更重要的
是让学生知道，好的写作有很多种，好的表达有
很多种。比如作家们写父亲就各有不同：迟子建
在 《好时光悄悄溜走》 里写她和姐姐早上不起
床，父亲就会问母亲“大小姐二小姐还没起来”，
其实这是非常宠溺的称呼，接下来父亲满怀慈爱
地叹道：“可真会享福！”你看，这是迟子建的父
亲；朱自清在 《背影》 里写父亲爬过铁轨去给他
买橘子，虽然现在的铁轨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会记得那是朱自清的父亲。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使孩子们了解，写作的路
径和方法有很多。很多写作的问题并不是学生的
问题，而是我们能否提供更多的参照、更多的阅
读范本，要通过阅读鲜活的好作品调动他们内心
真正的情感，写出带有体温和心性的文章。我选
择的这些作品都是真正表达作者心性的文章，写
的是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亲人、日常的风景。我
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让孩子们看到这些身
边的美好，学会写下身边的美好。

在书中我提到了写作的要义：“眼里有、心里
有，笔下才有。”如果爱妈妈，就要知道她喜欢吃
什么、喜欢穿什么衣服、平常最喜欢说的话是什
么。要思考“妈妈是什么样的”，不能套一个“我
的妈妈十全十美”的模板。要写一个独特的人、
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妈妈，就要用心去体会。

读书周刊：在阅读名家名作时，我有时会觉
得作家写得太好了，我怎么也无法企及，反而会
丧失一些信心。您觉得青少年是否也会遇到这种
情况？

张莉：当我们意识到作家写得特别好时，才
会热爱他的作品，然后要想着慢慢超越他。要读
他大量的作品，也可以读他早期没成名的作品，
发现他的“破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识到作
家写得不行”，而是“他太了不起了”——他早期
的作品是这样，那他后来怎么变化的？他经历了
什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汪曾祺怎么
写沈从文，叶兆言怎么写叶圣陶，萧红怎么写鲁
迅；王安忆年轻时候写邻居，迟子建写她的童年
和少年，苏童小时候盯着水缸幻想里面有一个仙
女⋯⋯我们看到的是大师们小时候或者日常生活
中普通的一面，其实这也是一种激励。

在书中带领大家看了这么多作家作品，其实
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引导，哪怕孩子们只对其
中的一位作家感兴趣也是好的。最重要的是，我
希望在年轻时代点燃他们的爱和热情——爱生
活，爱世界，爱大自然，爱家人。

以诚为笔以诚为笔 以心为墨以心为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谈青少年阅读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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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文学院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忐忑。
那年，我怀着每个文艺青年都曾做过的

“白衣卿相”的梦想，以考生的身份走进北师大的
校园，却早早折戟沉沙于教七楼的初试，甚至未
有机会踏入文学院那栋楼的大门。

转瞬七载。时光像刨子，磨尽了我的少年
气；又像凿子，戳破了我的文学梦。好在我有机
会从事采编工作，朝夕与书本相伴，日夜与文字
为伍。

平静的生活下总是暗流涌动。AI掀起了时
代的浪潮，厚积薄发的 DeepSeek 成了潮头——
弄潮儿正乘风破浪，像 《逍遥游》 里的鲲鹏；

“蜩与学鸠”却生怕被余浪打湿了翅膀。
谈起 DeepSeek 的时候，张老师跟我开玩笑

说“编辑们要被考验了”。我也笑着摇了摇头，
“它不会考证，总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我确曾为此焦虑过。AI仅仅用了不到两
年时间，就仿佛从一名在作文选中七拼八凑的
中学生蜕变为一颗转益多师的文坛新星。尽管
它喜欢堆砌辞藻和胡编乱造的缺点也很快暴露
在人们面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AI依
旧会以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不断进化。

——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进行文字创作？

这正是我采访张老师的核心问题之一。
张老师的回答很简单：为了确认自我。这

是一个似乎理所当然，却又出乎意料的理由。
可能我早已习惯于把写稿当作工作乃至日常的
一部分，并没有思考过“我想写什么”和“为
什么要写”的问题。

我多久没有“为了确认自我”而写作了呢？
我想，青少年朋友们或许也是如此。不可

能人人都喜爱写作，许多学生仅仅将写作当作
语文考试的一部分；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表达
欲，都有喜怒哀乐，都有难忘的事情，都有只属于
自己的“独家记忆”。比起所谓的好词好句或高
分模板，这些才是最珍贵的。

写作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
式。正如张老师在《给少年的文学课》一书封
面上写下的美好愿望——

每一位少年
都能写出带有自己
体温和心性的好文章
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位热爱文学，更热爱

教书育人事业之人的共同愿望。或许我们未曾
拥有五色彩笔，却完全可以做一名信使，把它
送到“欲书花叶寄朝云”的孩子们手上。

杨林利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

我从小便爱看书。因为没有书
房，书桌、床头、床尾都摆满了
书，看过的书藏在阁楼，每一本都
细心编上流水号，小小阁楼塞得满
满的。每逢周末，爬上阁楼，清理
一下，拍拍灰尘，随便翻翻。工作
后，宿舍狭小，参考书摆满了书桌
和抽屉，其他书籍无处摆放，只好
运回老家继续塞进阁楼。

婚后，租住在十三平方米的小
巢里，家具电器塞得满满的，挤得
人喘不过气，只得将不常用的物品
束之高阁，藏之床下，倒还腾出一
点儿地方来。“室雅何须大，花香不
在多”，精神食粮是不可少的。我精
心设计了一个书架，各种书籍分类
编排，每天归来，倚架翻翻，不知
不觉时光飞逝。

书房也是婚房，挂满了条幅、
字画，配以嘀嘀嗒嗒的时钟、叮叮
当当的风铃、苍翠欲滴的水仙，优
雅如兰，充满生机和绿意。房屋面
向东方，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洒进
小窗，开启新的一天。“可以调吉
他，阅名著，无麻将之乱耳，无缛
节之劳形”，举手投足，悠闲自得。

购买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满
足多年愿望，配置一间书房。我在
室内阳台打造了两个落地书架，一
左一右，从地面到房顶，满满两面
墙。紧邻窗户摆放书桌，徜徉书山
学海，远眺莲城美景。书房不到五

平方米，却收容了人间万卷山河。
在这私密的茧房里，堆叠的书脊切
割光线，桌椅的棱角划出边界，投
身这片小天地，心灵格外澄静。

读书不觉已春深。每天五点多
钟起床，洗一把冷水脸，在小小的
文化长廊里，研读笔记，圈圈点
点，不知不觉，日出东方。静静的
夜晚，在一排排书架前，轻轻抚摸
那饱含墨香的书柜，随手取下几本
书刊，感知文学动态，邂逅良师益
友，激发灵感，催人奋进。我喜欢
看报刊，每天都要抽出一两个小
时，翻阅一遍，好的文章分类剪
摘，好的标题、提纲、警句摘抄，
为撰写公文提供思路，为文学创作
积累素材。不知不觉，摘抄剪贴几
十本，闲暇之余翻阅诵读，感悟语
言文字魅力，陶醉其中，怡然自
得。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
多时。书房这个学识世界，天地广
阔、乾坤朗朗、春和景明。穿越时
空，与仁人和志士对话，让人找到
方向；与伟人和经典对话，思想得
到洗礼和升华；与文化和文明对
话，内心更加坚定、自信、从容。
阅读养颜、养心、养气，滋养灵
魂，使人快乐常在。

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个属于自
己的书房，请倍加珍惜，将它打造
成知识王国，吸吮积极向上的营
养，涵养凛凛如虹的正气，书写精
彩绝伦的人生。

（作者单位：武汉市蔡甸区教
育局）

书房的岁月情缘

蔡淋芬 刘寿堂

书目推荐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形
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性、选择性与
评价性。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
术加持下，当下的书目推荐呈现出
多元面相。一方面，微信公众号、
抖音短视频、豆瓣阅读小组等网络
荐书平台异军突起，形成“人人皆
是荐书者”的多主体开放格局；另
一方面，读者频繁面对过载的荐书
信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茫然
加剧选择困难，催生新的阅读焦
虑。高校教师应以其专业的阅读视
野和经验，基于课程的教学平台，
精心为大学生绘制一张“阅读路线
图”，助推大学生在阅读中成长。

基于课程教学。大学生基于课
程的阅读除了具备一般阅读启迪智
慧、获取新知、愉悦情感的功能
外，更是一种超越“悦读”的学术
探索，是通过读物与所在专业的先
行者们的高端对话。教材受制于课
时，一些重要范畴难以透彻展开，
一些有价值的争鸣难以立体呈现。
教师在教学进程中适时推介与知识
点相关联的书籍、文章、网站或数
据库，就为学生沿途树起了实用的
阅读指向标。这既拓展了课程的教
学时空，也倍增了课程的信息载
量。紧扣教材、同步教学进程的点
对点式阅读路线图，能使学生的阅
读与课程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实
现了教与读的高度关联、教与学的
高效互动。相反，在开课之初“一
锤子买卖”式地推介书目，很容易
躺在学生教材扉页“睡大觉”。

聚焦经典著作。“念终始典于
学。”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
学，都有很多立意高远、内涵深
邃、结构严谨，经历了时间淘洗、
接受了实践检验的经典佳作。它们
是人类优秀的科技和思想的记录，
是文明的直接载体，理所当然地成
为大学生的首选读物。阅读经典除
了潜心研读原典外，别无捷径可
走，应摒弃那些快餐式的经典解读
文本。推介经典应包括著者、校
者、译者、出版社等信息，教师应
基于自己的专业学识和阅读体验择
其优者推荐。与课程相伴的经典推
介应力求精当，切勿贪多而失、务
广而荒。

慎选网络读物。数字化阅读以
文字、图像、视频链接等超文本方
式呈现内容，移动阅读 APP 的点

赞、评论、转发等功能赋予阅读更
多的社交价值。对于部分“宅”在
网上的大学生来说，数字化阅读是
主要的阅读形式。理性的荐书者和
阅读者都应审慎对待网络读物。一
方面，网络读物良莠不齐、鱼龙混
杂，一些粗制滥造的内容旨在博人
眼球、制造噱头，阅读价值极低，
资本逻辑下的算法系统追求的是最
大限度的流量变现。另一方面，大
数据根据读者的浏览习惯生成读者
画像，精准“投喂”其偏好的内
容，可能使其沉沦在“信息茧房”
中不能自拔。

敢于大胆说“不”。在漫漫阅
读路上，总有一些“坑”让人防不
胜防，比如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去
读一本价值不高的“霸榜”畅销
书。教师应基于课程，在教学过程
中充当学生阅读道路上的提灯人，
尽警示告诫之责。复旦大学教授严
锋曾列出一份“不必读”书单，引
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事件本身值得
思考：荐书目的是导读，自然包括

“应当读的”和“不必读的”两
面。对大学生来说，那些所谓的经
典解读、成功学、心灵鸡汤之类图
书，确属不必读之书；那些被商业
包装的排行榜上的“名家推荐”
者，也未必真有阅读价值。大学教
师要以其专业眼光，为大学生披沙
拣金，筛淘出优秀读物的同时，标
记出可能的“雷区”。“不推荐”，
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推荐。

青春正好读书。教师应通过各
种途径敦促学生以强大的执行力把

“阅读路线图”从纸面变为现实，
伴随课程走过一段得新知、解困
惑、养性灵的阅读之旅。教师应给
予方法指导，有些读物尤其是外国
学术名著，因其表达方面的文化差
异而存在阅读障碍的时候，要适时
答疑解惑；要不断给予学生情绪支
持，鞭策学生跟上阅读进度。相关
课程可以把阅读纳入考核，让学生
带着任务出发。另外，教师也可以
结合学校的各类读书社团活动，定
期举办以课程为主题的读书沙龙，
分享阅读经验，营造浓郁的阅读氛
围。

（作者蔡淋芬系重庆商务职业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寿堂
系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本文系教改项目“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过程中导读的价值、原则
与方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为大学生绘制“阅读路线图”

书房故事

教师读书论坛

本报记者 董嘉程

在短视频与 AI （人工智能） 不断冲击青少年读写习惯的今天，如何让年轻一代重拾
文字的温度、找到真诚表达的意义，成为文学教育亟待回答的命题。为此，我们专访了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莉，从她的新著《给少
年的文学课》谈起，探讨如何以当代经典作品为媒介，引导青少年在阅读和写作中触摸生
活的温度。

读书周刊：最近 DeepSeek （深度
求索）“爆火”，它生成的文章已经非
常流畅，甚至能超过相当一部分的写
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写作
还有必要性吗？

张莉：普通人写作，是为了确认自
我，留下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这是 AI 替
代不了的。AI 可以生成光滑平整的机
器文，但它没有“人味儿”，不是真实情
感的表达。

AI 的到来会让我们反思：今天我
们为什么要进行文学阅读？为什么要
强调眼里有、心里有，笔下才有？AI
眼里没有、心里没有，但笔下有，只
是，这个“有”混杂的是无数前人的
感受，是机械的复制品。

即使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复制品
很 美 ， 但 我 们 依 然 要 知 道 原 创 的 意
义，比如凡·高或者莫奈的画。正所
谓“修辞立其诚”，写作是我们确认自
我的表达方式。如果让 AI 写“我的妈
妈”，它完全可能比学生写得“好”，但那
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妈妈，不是“我的妈
妈”。AI 可以提供一个完美无缺的妈
妈，甚或有许多缺陷的妈妈，但只有你

自己笔下的才是真实的妈妈。你和她之间所有的
情感联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甚至在你晚年时，它
依然是有血肉的，是属于人的气息和人的情感。

相信 DeepSeek 比人写得好的人，可能写作观
就有问题，只是认为文学就是码字。但文学不是
码字，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创造一个世界，就像卡
夫卡那样、像托尔斯泰那样、像鲁迅那样。鲁迅
创作了祥林嫂、孔乙己，在鲁迅以前没有祥林
嫂，没有孔乙己，但经由他的创造，现在成了经
典文学形象，包括老舍写的骆驼祥子等，也是如
此。大作家就是创造了文学世界的人。这种创造
性是 DeepSeek 永远没有的，它可能创造出很多个
像祥子一样的祥子，但那个祥子不是原创。

读书周刊：所以您认为，未来的作家想要在
AI之外保持竞争力，核心在于创造性和真情实感？

张莉：对，真正的作家要有创造性和真情。
我想，未来 AI 肯定会改变一些文学审美，那些

陈词滥调、官话套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是 AI 写的。
AI 会让我们对“什么是好作品”的理解越来越清
晰。将来程式化的写作肯定会被替代，好作家会越
来越稀缺；类型化写作也有被取代的风险。但是，
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会更受尊重，因为作品要想吸引
人就得有创造性。

今天，我们在 AI 时代讨论文学，看起来很传
统、很老套，但实际上它是新的。这一点在未来
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在 AI 盛行的时代，带着人的
体温和心性的好文章何其宝贵、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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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周 刊 ： 在 如 今 的 “ 读 图 时
代”，比起书本，青少年更容易被短视
频吸引。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张莉：我觉得“读图时代”或者
“视觉时代”的到来其实是大势所趋，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找到自己
的生活方式就显得格外重要。人人都
喜欢读图，但是人是有创造性和能动
性的。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永远
跟着别人的图像，总有一天你们要创
造一个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可以
激发别人的头脑风暴，进而创造出一
个图像世界。

阅读是有挑战性的，它不是容易
的事情，但如果你要做一个有创造性
的人，就一定要从阅读和写作的挑战
中获得快乐。这是一种隐秘的快乐，
需要通过自己的热情慢慢去寻找。

我并不反对学生看视频，视频能
给我们很多重要信息。但我也希望能
在年轻人心中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
这颗种子是充满美感和愉悦的，它得
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发芽。也许一个孩
子 参 加 完 高 考 ， 看 了 大 量 的 图 像 作
品，突然有一天想起汪曾祺，觉得还

挺有意思，再重新去读他的作品，从中获得创造
的乐趣，甚至像汪曾祺一样去写作，都是完全有
可能的。

我是一个纸质阅读的爱好者。在纸上，我可
以反复阅读，可以画线，可以折页，可以拥有作
为读者的自主权，而电子媒体做不到这一点。视
频会控制我们的时间，但是阅读不会，阅读可以
使我获得心灵的解放和自由。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为更多的年轻人提
供自由的选择权，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但不要对年
轻人说“你不应该这么做”，而是说“看，还有更广阔
的天地等着你”。我是非常相信我们的年轻人的。

读书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思维。您觉得阅读文学作品、接触文
学语言，会对青少年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莉：语言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
式，甚至世界观。所以把优美典雅的文学语言传
递给青少年非常重要——说话文雅，其实也反映
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阅读文学作品其实
是要培养学生们语言的美感，希望青少年从陈词
滥调或粗糙的网络用语中解脱出来。

文学教育实际上就是人的素养教育。我之所
以强调阅读，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阅读中获取给养
的。即使没有人引领，你也可以在文学阅读中找
到方向，要知道，这些经典是前人为我们指明的
道路。沉浸式的深阅读会让人自信，会让人对世
界有更深刻的理解。阅读并不是过时的行为，它
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互动、息息相关，特别是
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当我们的年轻人意识到这
一点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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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① 张莉近照。
② 张莉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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