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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跟其
国民的阅读量是有关的，此次将阅读上升到国家高度，足见国家的重视。为什么要提倡
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到底是要读什么？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全全民民阅阅读读已已经经在在立立法法

今日点题

3月5日李克强总理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促进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
展文化艺术、新闻出版、
广播电影电视、档案等事
业，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倡导全民阅读。”随
即，全民阅读引起代表委
员热议。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
首次将“倡导全民阅读”
写入，背后则有来自对国
人阅读现状、传统文化的
诸多考虑。

“对任何人来说，阅读都是
非常重要的。”6日，全国政协委
员、山东省文联主席潘鲁生认
为，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没有
阅读习惯的人，就时间、空间而
言简直就被监禁于周遭的环境
中，他的生活是完全公式化的。”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
热科学教授程林说，虽然他平
时忙于学术和科研，但一直保

持着读书习惯，“我不喜欢用手
机阅读，我更喜欢读书的那种
仪式感，每天晚上11点钟，静下
心来，坐在书房，读一些人文哲
学类的书籍，一年也能读上二
三十本。”

其实，全民阅读这次能够
上升到国家高度，源于去年全
国两会的一份联名提案———

《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

战略的提案》。当时，全国政协
委员、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
长邬书林作为第一提案人，联
合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社科、
经济等多个界别政协委员提
出，包括葛剑雄、王明明、白岩
松、王安忆、陈建功、何建明等
115位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委
员均在《提案》上联合签名。

谈及提案的缘由，邬书林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图
书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知
识、蕴藏智慧，阅读与人类文明
紧密相连，阅读习惯的养成，不
仅是个人修身益智的大事，更
是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
大事。他希望，国家与社会能为
阅读提供良好的条件与保障，
把读书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大事落到实处。

全民阅读提案引来115名委员签名

傅刚说，国家倡导全民阅读
非常好。“读书本身很简单，下一
步主要是读什么书的问题。”他认
为，现在每天都有大量图书在出
版，但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书水平
很低，内容很差。“国家应该做好
引导，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分别
开出一些建设性的书单。”

知名文史学者、自由作家王
凡认为，全民阅读主要是指读书，
而不是一般的“快餐文化”。读书
是人们学习知识、认知社会的重
要渠道，对提升国民素质具有重
要帮助。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以
及“大部头”，读了让人受益无穷，
让人的思考趋于成熟，提供一生
的人文滋养。现在的人过于依赖

“快餐文化”，就会变得浅薄、浮
躁，逐渐失去思考能力。这样的民
族就没有希望。

王凡说，当下社会，相比一国
军事、经济实力，文化力对于中华
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同样非常
重要。现代人应该广泛涉猎包括
政治、哲学等学科在内的书籍。

在王凡看来，全民读书光提
倡还不行，政府应该不断推动，比
如政府有必要建设更多的图书
馆、阅览室、书店等，支持全民阅
读。王凡介绍说，“在国外有一种
社区图书馆，可供居民在晚饭后
休闲时前去阅读，对我们很有启
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
记、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
善对“倡导全民阅读”拍手称
好，他指出，目前中国在经济方
面飞速发展，“我们全民文化素
养也要跟上经济的飞速发展才
行，这样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潘鲁生也认为，“在社会转
型期，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物质
利益的发展和提升，但是精神
文化的内涵不能忽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
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傅刚解释，

“当前我国国民整体的文化素
质与国家经济发展是不相称
的，近年来，我国出现的许多社
会问题，很多都与一些国民的
文化修养较低有关。”

傅刚说，虽然我国喜欢阅
读的人不少，但仍难与以色列、
日本等“阅读大国”比，如今政
府已经意识到确实需要通过阅

读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
而将全民阅读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傅刚认为这与新一届
领导班子重视传统文化不无关
系，习近平主席去年考察山东
时专门到曲阜就是很好的证
明。“对公众来说，要读一些健
康有益的书，尤其是多读一些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能够正
面提升国民道德素养的书。”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命脉，今天我们所有发展都建
立在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
张庆善也指出，全民阅读包括
的范围很广，既有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更有对新知识的吸收。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读
书、上网都能达到阅读的目的，
而阅读的关键是要通过阅读那
些积极向上的内容，提升国家
文化建设水平，达到整个社会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写进报告与重视传统文化有关

在多位代表委员看来，全
民阅读光提倡还不行，政府应
该不断推动，使之成为一种社
会风气。

实际上，全民阅读已经在
积极立法。2013年8月，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消息称，
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
家立法工作计划，争取在2013
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并提交国

务院法制办，而全民阅读立法
起草工作小组也已草拟了《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3月6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这
一条例仍处于修改阶段。

“这是软性法律，旨在通过
立法保障公民阅读权利。”全国
政协委员、现代出版社社长臧
永清表示。在今年两会上，臧永
清提出加速推进全民阅读立法

实现的提案，“很多人认为全民
阅读立法是小题大做、搞噱头，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政府这些年
推进全民阅读的难度。”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也认
为全民阅读立法“非常有必
要”，他介绍，“其实，全民阅读
立法并不是政府要强制每个人
读书的数量，而是希望通过立
法来创建阅读的环境，提供公

共阅读场所，举办全民阅读活
动，保障公民阅读权利等。”

潘鲁生认为，“政府倡导阅
读，还要服务阅读，推动阅读。”

不过，张庆善和傅刚特别
提醒，全民阅读应该是一种公
民自觉形成的社会风气，政府
要做的是有意识地引导，而不
是搞一刀切，靠行政命令去搞
形式主义。

全民阅读立法保障公民阅读权

本报特派记者 王富晓 宋磊
3月6日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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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
读什么？

领领导导干干部部读读什什么么书书？？
近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公布了2014年上半年推荐书目，既

有《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样契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论
著，也有《大秦帝国》这样的热门历史书籍。

这项读书推荐活动始于2009年4月，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
别推荐一次。截至目前，已向100个部委的司处级官员推荐了一百
多种图书。

这其中，就包括《苦难辉煌》、《世界是平的》、《第三次工业革
命》、《大清相国》等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员推荐过的书。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2014年上半年推荐书目：

1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李捷著。
2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

夫等著，高尚全主编。
3 .《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强军战略》，王法安主编。

4 .《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曾
华锋、石海明著。

5 .《物权法的实施》(两卷本)，孙宪忠等著。
6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厉以宁著。
7 .《多元化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李强

等著。
8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刘鹤主编。
9 .《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林左鸣著。
10 .《毛泽东的阅读史》，陈晋著。
11 .《大秦帝国》(全新修订版)，孙皓晖著。
12 .《大清相国》，王跃文著。
13 .《希格斯：“上帝粒子”的发明与发现》，[英]吉姆·巴戈特

著，邢志忠译。
据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网站

本报特派记者 王富晓 宋磊
乔显佳 3月6日 发自北京

2月15日晚，在济南新华书店内，人们正在选购图书。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延伸阅读

【全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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