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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注定要被历史记住
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央党校联手推出的中央电视台品牌节目《感动中国》的延伸读物——《CCTV感动

中国2010年度人物》近日与读者见面。中央党校教育长徐伟新、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胡建华，中央电
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感动中国》节目总策划梁建增等与来自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部
分高校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出席读者见面会，畅谈“感动中国”人物的高尚精神。获得感动中国2010
年度人物的孙东林、刘丽也亲临会场并发言。会议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主持。

《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一书，详细描绘了感动中国2010年度获奖人物和特别奖获得者的
感人事迹。其中有“赤子”钱伟长的爱国心，“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的生死接力，“砥柱”王伟的军人
本色,“仁者”王万青的医者仁心，“炽爱”王茂华、谭良才烈火中的侠义，“神兵”何祥美的英勇风采，“姐
姐”刘丽洗脚妹的大爱，“活着”孙炎明的保尔精神，以及八位维和英烈、K165次列车组、志愿者群体等。
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感人事迹注定要被中国记住、被历史记住。书后还附有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
物其他候选人及其事迹,并对感动中国自2002年以来的大事记和历届获奖人物进行了回顾。 （文 萱）

《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梁建增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9月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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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靓（书评人）

女性写魔幻小说，下笔总会分
外细腻。她们会将虚拟世界的每
一细节娓娓道来，详尽讲述各个角
色之间复杂的关系，并竭力将故事
背景与生活体验靠拢。读她们的
故事，不会一直清醒地意识到“这
都是虚构的”，因为故事里的人们
除了有一些特异功能外，跟我们并
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故事随时都
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们的生存
体验我们也能深深地理解。罗琳

和斯蒂芬妮是这类作家中为中国
读者熟知的佼佼者，陈柳环也沿着
这样的创作道路向前走去。

陈柳环说，“萝铃”这个名字来
源 于 蔷 薇 的 英 文 名“rambling
rose”，她觉得这个名字好听、顺口，
没有想得太多。诡异的是，萝铃的
命运与牵涉到蔷薇的一桩历史公
案相吻合——红白蔷薇战争。这
场战争是英国两个家族的王位之
争，萝铃则深陷到萧龙星球各种族
间的斗争中，并成为一个星球存亡
的关键人物。

尽管萝铃有着令人战栗的魔
力，背负着沉重的预言，背后还有
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世，她也还是个
13 岁的孩子。她面临的问题是 10

来岁的少年都得面对的：她离开了
家乡——地球，来到一个完全陌生
的环境；她在学校里要应付老师、
考试和学校的各种规定；她偷偷学
习各种魔法（就像当年我们偷偷看
着大人不让看的武侠）；她和纪伦
的友谊；她和太史穗的矛盾等等。
孩子们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
些事情，也许他们读着书就会心一
笑了。

萝铃跟普通孩子有很大的区
别，她是魔法星球的孩子。她的不
同之处也是整个故事的魅力来

源 。 萝 铃 有
着 离 奇 而 显
赫的身世：父
亲是总统，爷
爷是族长，亲
人 们 在 萧 龙
星 球 都 有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地位，萝铃从
小 在 地 球 长
大，13 岁之前
一 直 以 为 自
己是孤儿；萝
铃 有 着 惊 人
的魔力，这种
力 量 在 萧 龙
星 球 也 不 常
见；萝铃是神
秘的，她与很
多 惊 人 的 秘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连 名 字

“ 萝 铃 ”都 不
是 萧 龙 人 理
解的“生于四
月 ”之 义 ，而
是“信使”；更
别 提 她 遇 到
那 些 奇 奇 怪
怪 的 遭 遇
…… 这 些 奇

特的地方很能满足孩子们的幻想，
他们希望萝铃的故事能发生在自
己身上。日常的生活是平淡的，孩
子们希望从平淡中脱离，去进行一
项项冒险，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在
读《萝铃的魔力》系列故事的时候，
孩子们的愿望能通过萝铃来实
现。作者将萝铃生活的萧龙星球
刻画得触手可及，用朴实的笔调讲
述她的奇特命运。这样的写作风
格，让读者在进入书中角色时不会

遇到什么障碍。
儿童文学创作中常常会遇到

一个问题：如果把故事写得太简单
了，孩子们读着会觉得幼稚、没意
思；如果把故事结构搭建得太复
杂，又会超过孩子们的阅读能力。

《萝铃的魔力》在这方面的尺度拿
捏得相当到位：故事情节曲折但明
快，叙述的线索简洁有力。整个故
事的发展都围绕着萝铃的身世和
遭遇，萧龙星球各种族间的秘史也
是穿插讲述在这个线索里。陈柳
环还在书中加入了命运这一命题，
她通过萝铃的命运揭示出人在成
长时可能遇到的困境，比如亲人的
离去，朋友的背叛等。虽然不够深
刻，但足以引起孩子对命运和人生
的思考。读者无疑被陈柳环笔下
的人物命运吸引了，这从此书的销
量和贴吧中的热烈讨论都能得到
印证。

更有趣的是，这本书非常符合
中国孩子的阅读习惯。《哈利·波
特》系列诚然非常精彩，但中国读
者却很容易被里面各种人物的名
字弄昏，霍格沃兹里的派系斗争也
对中国孩子来讲也有点不可思
议。萝铃在中国长大，回到萧龙星
球也可以继续使用中文——中文
是这个星球的主要语言之一；书中
人物的名字大多富有中国风，他们
都由两个或三个字组成，简单好
记；萧龙学校也是中国学校的翻
版；萝铃的成长经历也和中国孩子
有着种种相似之处……孩子们读
这部书不会觉得有文化上的隔阂，
书中描绘的场景对他们来说新奇
而又亲切。

陈柳环将茉莉花设计为图腾，
她认为茉莉象征了魔力，象征了人
的无限潜能，萝铃的肩上就纹着一
朵粉红的茉莉花。可以这么说，茉
莉就是这部书的一个标志。构建
一个幻想世界往往比依托历史创
作更难，需要有大量的细节去支
撑。《萝铃的魔力》在这方面的创作
是异常成功的。阅读的时候，我有
时联想到哈利·波特的故事。出色
的作品都会有着某种相似的地方，
更何况它们都是在儿童魔幻文学
的领域。《哈利·波特》系列珠玉在
前，《萝铃的魔力》需要取得更大的
成功才不致被哈利·波特的光芒掩
盖。《萝铃的魔力》前面，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林里夕（书评人）

我们每个人无论对于自己，还
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能多拜
读些大师的经典。可是孩子应该
怎样去阅读名著呢？这是值得我
们思考的。我们往往喜欢砸给孩
子一些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大部
头名著，让他们囫囵吞枣、不求甚
解地“浏览”一遍。可这对于孩子，
是毫无乐趣可言的，甚至会扼杀他
们的阅读兴趣。

看到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
一套“世界文学大师杰作”丛书，有
一点惊艳，也有一些震撼。这套书
不太像一般的文学名著，倒有几分
像图画书，整套书的插图十分讲究
且风格多样，有写实的油画，有写
意的涂鸦，还有鲜艳的蜡笔画，风
格不一，但却是一样的美妙绝伦，
可以看得出都是出自专业少儿图
书插画师之手。

这样一套美丽、精致如图画书
般的名著，是专门写给孩子看的。
它的文笔是那样生动流畅，丝毫看
不到改动的痕迹，以至于乍读这些
书的孩子以为这就是名著本身。
这套名著共有12本，根据书籍的厚
度不难判断出这就是一套改写本
名著，但细细读来，我们仍然可以
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经典名著的动
人魅力。可以这样说，这套书的改
写本身就是一次完美的再创作过
程。正如德意志广播电台所说的

那样：以前
那些对孩子
们来说简直
是噩梦的文
字，经过改
写后成了快
乐的享受。
在 这 套 书
中，莎士比
亚、歌德、席
勒、莱辛等文学巨匠的经典之作与
精美插图相得益彰，幻化成了一个
个五彩缤纷的童话。比如：莎士比
亚的《仲夏夜之梦》就是一个美妙
动人的童话，引领大人和小孩一起
走进仙女和精灵们的魔幻世界，让
读者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美妙的
梦境；而《人靠衣装》则能够将一家
人都带入奇妙的阅读之旅；歌德的

《骑士城堡》讲述了一个为公正、自
由和荣誉而战的骑士，也是德国中
世纪最后一个骑士的故事，整本书
配上暖色调的图画，画面看似有点
滑稽可笑，但却引人深思；莱辛的

《智者纳旦》则向我们抛出了一个
争论至今的话题：哪一种宗教才是
真正的宗教？这又是一个引人入
胜的童话，配上东方色彩的插图，
为人性和宽容作了诗意的辩护，感
人至深……

古老的故事，深刻的人生，复
杂的人性，都以贴近孩子思维方式
的文字和结构展现给了孩子，启发
孩子去作深入思考。这套书带给

孩子可能是快乐、悲伤、惊奇等等
一些简单的感受，但是这些细微的
心灵的颤抖，却会深入到孩子的内
心深处。今天孩子读来是个童话
故事，当他们再大一些的时候，他
们思考起来时，这些童话故事就是
融合了自己生命体验的人生感悟。

这套图书自从在德国出版以
来，得到了众多媒体的如潮好评，
大家都认为这套“世界文学大师杰
作”证明了“伟大的文学也可以打
动年幼的读者”，“这套书适合放在
每个儿童的房间”……名著的力量
是巨大的，因为它内涵丰富，是文
学大师智慧的结晶。它的力量之
所以胜过任何一句格言和说教，因
为格言、说教是苍白的，而名著是
生动的。名著的生动要让孩子理
解，就得按照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
传递给孩子。我们能够抛砖引玉，
给孩子一些童话，进而再给他们一
些如童话一般的名著，当他们的理
解力更强，人生阅历稍多时，再去
阅读原著。只有按照这样一个阅
读过程，循序渐进地去阅读，孩子
们才能充满热情地去与大师进行
灵魂对话，更好地理解大师的思考
和智慧。

“世界文学大师杰作”之一《哈
姆雷特》[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瑞
士]芭芭拉·金德曼改写 [德]维利·
格拉索尔绘 刘海颖译/湖北少儿出
版社2011年5月版/29.80元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物质
与精神成就之庞杂早已超乎人
们的想象。尤其是在历史研究
日益专业化和碎片化的“专精”
趋势下，要想写一部“全球史”，
其困难程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但或许也正是为了对那种以琐
碎细节关注为导向的历史研究
进行纠偏，以整体大结构为关怀
的宏观史著也在不断出现，尽管
其数量少之又少，质量也良莠不
齐。全球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
来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大学的课堂上，斯塔夫利亚诺
斯、贡德·弗兰克、本特利等人的
著作日益受到重视。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
史》的作者麦克尼尔也是全球史
研究中一位国际知名的重量
级学者。他不仅在全球史研
究方面成就斐然，而且还从
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角度对
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提出
了独到见解。换句话说，麦
克尼尔在史与论两个方面均
有建树。《人类之网——鸟瞰
世界历史》一书的译者就认
为，“麦克尼尔的史学成就更
多的是体现在创建一种以世界性
或全球性意识为主要取向的宏
观、整体而通透的史学解释模式
的努力之中。”《人类之网》这本书
从人类群体和文明之间日益加深
的“交往”角度重写了世界历史，
作者更加重视“世界的体系性”，
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置于不同网络
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作者主要
阐述了如下几种网络的历史：远
古时期的第一个世界性网络、农
业文明出现后新型的较为紧密的
网络、各种都市网络、旧大陆网络
体系、唯一的世界性网络，作者一
直写到当下的电子化世界。在此
书中，作者系统性地透视和强调
了人类交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巨
大推动力和影响。

过去我们的历史教学和研究
工作，由于受到国内外很多因素
的影响，专门化和碎片化的倾向
日益凸出。从单纯的学术发展角
度来说，这种倾向当然有利于研
究的深入和专精，有利于挖掘历
史的更多细节。但从历史研究对
现实生活尤其是普罗大众的知识
和精神生活的贡献角度来说，这
种日趋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实难
做出“有用”和有益的贡献，还往
往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即令
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本身，也只是
成为日趋窄化的某个狭小领域好
古敏求的“专家”，于此之外就知
之甚少，甚至毫无兴趣。学者的
这样一种知识结构既扭曲了历史
发展的整体面貌，更不利于传授
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知识，
真是贻害不浅。

每一个发展至今的文明社会
都其绵延久远的史学传统，尤其
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
连续历史记载的文明国度，对历
史的理解和研究更是有着自身的
丰厚遗产的。但是，从现代历史
学研究来说，我们的历史研究也
开始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近代史
学研究范式的强大影响，尤其是
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兰克史学对
中国的现代历史学家影响巨大。
比如，深受兰克影响的傅斯年就
曾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
学。”这种主张明白地写在《历史
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当
代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此已提出
过系统的批评（见何兹全为傅斯
年之《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所
作之“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现在的历史教学工作者们普
遍意识到，在重视资料的专精化
之外，需要鼓励一种具有宏观、整
体视野的历史学。全球史研究不
仅仅是史学研究对象的“位移”，

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范式
和方法。我国学者刘新
城就总结了“全球史”的

五种基本立场：1.必须摒弃以往世
界史研究中那种以国家为单位的
传统思维模式，基本叙事单位应
该是相互具有依存关系的若干社
会所形成的网络；2.在世界历史发
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
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
体趋势，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只
能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
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
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
长的交流）之中；3.在上述三大过
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
日益增长的交流”；4.从学术发生
学的角度彻底颠覆“欧洲中心
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
史长河中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产
物，从中挖掘“普适性”的“文化特
质”只能是制造神话；5.在考察一
个由若干社会参与其中的历史事
件的原因时，要充分考虑其发生
的偶然性和条件性。这五个观点
在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鸟
瞰世界历史》一书中都有充分体
现。

麦克尼尔的对整体、宏观和
全球性视野的强调，并非对过去
那种专精化历史学的全盘否定，
而毋宁是一种反弹、纠偏、综合、
补充与超越。全球史是“新新史
学”，它把研究的对象从民族国
家、小社会和小事件转移到对全
球性的文明交往、联系和网络的
关注上来；全球史是研究范式的
转变和方法论的自觉，它对过去
史学研究中固步自封的弊端进行
纠偏，强调即使是对细节的关注，
也不能忽视“点”与“面”、“内”与

“外”之间的横向联系；全球史是
有大关怀的学问，它通过呈现古
往今来不同人类群体相互之间不
断地交流、碰撞与塑造的历史，提
供了一种崭新的宏观视野、全球
意识和人文关怀。

在当下中国，尤其是考虑到
国家各个方面发展速度的日益加
快，与世界接触的日益增多，对外
部世界了解的需求大大提高了，
对中国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的历
史和现实地位的理解需求更是大
大提高了。这必然就向做学问的
尤其是那些研究所谓世界历史的
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即我们到底应该向普罗大众贡献
什么样的史学作品？实际上，这
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不惟中国历史
学者所独有，它乃是全世界所有
同行都在面临的问题。不过，相
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全球
史还只是表现出了日益浓厚的兴
趣，基本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要摆
脱传统的“世界史”编史方式的窠
臼，中国学者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到英国的理由》[英]保罗·索鲁
著 胡洲贤译/黄山书社2011年9月
版/30.00元

2011 年 9 月 1
日，黄山书社、英国
旅游局、北京花生
文库图书公司在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期间共同推出蜚声
世界文坛的旅行文学作家美国人保
罗·索鲁的名著《到英国的理由》，该
书曾获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
保罗·索鲁丰富的人生经历，行遍
亚非欧美诸大洲的旅行足迹，令一
般人难望其项背。而他与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奈保尔的相识、反目和言
归于好，以及和英国传奇作家简·
莫里斯的交游，亦为人所津津乐
道。英国每一处距离大海都很近，
海岸本身就是英国。在伦敦居住
10多年的保罗·索鲁，想一探不列
颠究竟，于是顺时针沿着海岸线漫
游了一圈，同时写成了这本《到英国
的理由——滨海王国之旅》。他背
着旅行包，徒步于海滨步道或搭乘
铁路慢车，跟每个人说话，仔细观察
一切，从中探知这历史悠久的老牌
帝国的真正风貌。

麦克尼尔：
世界历史朝全球化趋势发展

童书

威廉·H·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
学教授。当世最著名的历
史学家之一。因其在欧洲
科学与文化方面的杰出贡

献荣获“伊拉斯谟奖”。
有《世界史》、《西方的兴
起》、《瘟疫与人》、《权力
竞逐》等多部名著。

陈柳环：魔幻让孩子从平淡中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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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环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 版 总 社 签 约 作 家 。
1978 年 8 月 20 日出生于
海南省临高县，现居海南
省海口市。1997 年 7 月
海南银行学校毕业后在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从
事企业结算工作，2007年
3月辞职专心致力于文学
创作。爱好文学、旅游、
音乐。

“萝铃的魔力”系列/陈柳环
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巫
术族的预言》2009年 9版/25.00
元；《墨夷家族》2010 年 5月版/
30.00元；《不存在的秘方》2011
年5月版/30.00元；《信徒，生命的
余响》2011年9月版/35.00元。

“世界文学大师杰作”:名著和童话的双重魅力

○昝 涛（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学世界的奇妙让我有创作冲动。我的第一本书令我爱上阅读，于是，我渴望给少年儿
童创作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告诉他们我在阅读和生活中形成的思想。”

日趋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实难对读者做出“有用”和有益的贡献。

让孩子走进
丰富无垠的中国文化

○朱永新

光 明 日 报 出
版社的朱庆兄寄
来一本《听听读读
背背——新课标
小学生必背古诗
词 75 首》，嘱我写
序。写序的事情经常做，难不倒
我。但是，这种以课标75首诗词为
题材的图书实在是太多太多，多到
我有些不以为然，毫无兴致。但是，
朱庆兄的事情是一定要办的，一来
他和夫人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二来
他做事情的品质我是放心的。这本
书虽然在选题上没有多少创新，但
在制作上还是颇具匠心的，如由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朗诵，拼音
彩绘等。同时，我也愿意借这个机
会，谈谈新教育的晨诵问题。

晨诵午读暮省是新教育的儿童
生活方式，古诗词的诵读当然也是新
教育实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我
们的诵读是与众不同的。新教育实
验认为，晨诵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记忆
未来可能用到的知识，不是为了进行
记忆力的强化训练，而在于丰富儿童
当下的生命，在于通过晨诵，既养成
一种与黎明共舞的生活方式，又能习
诵、领略优美的母语，感受诗歌所传
达的感恩、优美及音乐感。所以，新
教育实验开发的晨诵，是一个结合了
古典诗词、儿歌与儿童诗、现代诗歌
的复合课程。我们给晨诵取了一个
非常诗意的名称：与黎明共舞。希望
孩子们在每天的黎明时分与经典诗
歌共舞，让他们的生命在每天的第一
时间得以舒展，灵魂得以空灵，师生
共同传达一种愉悦、饱满的精神，并
以此开启一天的学习。当然，所谓晨
诵，也并不一定局限于“清晨”，其他
时间也完全可以进行。

晨颂吸取了传统的读经强调内
容的经典性以及大声朗诵的经验，但
是与读经运动强调在孩子记忆的黄
金时段记忆大量的经典，等长大以后
会慢慢地理解的方式不同，我们特别
强调所选诗歌是以儿童当下的经验
所能够感受到的。晨诵的主要形式
有：晨间诵诗、日常诵诗、生日赠诗和
情境诵诗。这本书中的75首诗词，
也全部是我们新教育晨诵的内容。
古诗词，作为汉语中最美丽、最精致
的表达，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
中国古代文人最基本的交往方式与
生活样式，吟诵唐诗宋词，擅长琴棋
书画，曾经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修
课。现在，这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远
去。希望我们的小学生通过这些诗
词作为桥梁，走进更加广阔浩淼的唐
诗宋词，走进丰富无垠的中国文化！

《听听读读背背：新课标小学生
必背古诗词75首》曹文轩主编/光明
日报出版社2011年8月版/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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