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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协 力 共 筑 中 国 梦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以“中国梦”为总主题，以“祖国、校园、自

然、亲情、成长、未来”为分主题，分六册编排，分别是《祖国篇：我和我的

祖国》、《校园篇：唱给老师的歌》、《自然篇：我要变作一片森林》、《亲情

篇：奶奶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成长篇：我们一天天长大》、《未来篇：写

一封信给未来》。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图书中所选诗人既有老一辈诗人，也

有中青年诗人。其中多位诗人曾获国家图书奖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

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

编纂“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的选题创意来自接力出版社社

务会。这一创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宣传和新闻出

版广电主管部门的鼓励和帮助，也得到了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和共青

团主管部门以及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

委员会、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中国诗歌学会朗诵演唱专业

委员会等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先生欣然担任“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

诗”系列图书总顾问，不仅为图书内容把关，还为图书撰写了序言。担

任“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图书顾问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会副主席朱永新先生，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先生，全国少年先

锋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出版协会少读工委主任李学谦先生，北京

市新闻出版广电主管部门负责人李春良先生，也为图书编撰提了很好

的建议。担任“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图书顾问的还有著名播音

艺术家、上海广播电视台播音主持业务指导委员会专家陈醇先生，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先生，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

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女士，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朗

诵演唱专业委员会主任瞿弦和先生等。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

院院长鲁景超女士积极组织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师生为图书录制了朗

诵示范音频。

集 思 广 益 彩 绘 中 国 梦

完成“创意”基本框架的搭建后，“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图

书的编辑团队进入到紧张的组稿、组图、具体实施阶段。

在主编金波先生、接力出版社社领导的指导安排下，接力出版

社的编辑团队很快向全国近百位优秀诗人发出了约稿函。

约稿函发出后，已届耄耋之年的老诗人圣野先生、于之先生很

快寄来了珍贵的手稿和书信，表达了他对“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

诗”系列的期望与信心；诗人樊发稼先生在收到约稿函之后，不仅为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自荐精品，还热情地将约稿函公布在

自己的博客上，此举使得桂兴华、滕毓旭等优秀诗人也加入到了“中

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的创作之中；远在英国的张怀存女士也发来了

自己的作品，蒲华清、刘丙钧等诗人除自荐精品外，还特别推荐了一些

他们眼中的优秀诗作，诸如《爱》（梁继平）、《运河边的孩子》（阿勇）、《我

的太阳》（于蛟）、《寻找夏天》（王雪莹）等，使“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

系列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在诗人们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2000多首诗稿

飞到了编辑的邮箱里。“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主编金波先生与

接力出版社社长黄俭、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接力出版社常务副总编

辑黄集伟等编委会成员不断磋商、斟酌，对所有备选诗稿反复甄选，最

终以每位诗人每个主题各选一首代表作的原则，总共精选了202首朗诵

诗佳作，完成了“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的编选。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分6册编排：

“祖国篇”中收录了28 首歌颂祖国的朗诵诗，诗作饱含对祖国强大、

繁荣的美好期盼：“祖国是你/祖国是我……祖国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祖

国/有山的巍峨/河的宽阔/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总和/祖国又很小很

小/很小很小的祖国/在我的心上印着/在我的舌尖托着……”（王宜振）

“自然篇”收录了36 首描绘“自然梦”的朗诵诗，诗作中蕴含着对自

然万物的热爱与歌颂，同时倡导大家更加自觉地珍爱大自然，更加积极

主动地保护生态环境：“海水没有污染/蔚蓝的大海/是水族的天堂/天

空没有粉尘/一望无际/深邃而明朗……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自己的

乐园/自由自在/不再东躲西藏/所有的猎枪/都变成微笑的橄榄枝/鸟儿

落在上面鸣啭歌唱。”（盖尚铎）

“校园篇”收录了33首朗诵诗，描述了师生情、同学情，用诗歌激励

少年努力学习、刻苦奋斗，为祖国的未来苦练基本功：“老师是一支红

烛，在燃烧/满树盛开的小花……她站在今天，想着明天/春风化雨，哺

育了一代代新苗……在今天与明天之间/老师是一座宏伟的桥。”（金

波）；“今天，我们是骄傲的校园之花/相信吧！等到明天/我们将更加自

豪地捧出/自己金色的果实！”（徐鲁）

“成长篇”收录了37首朗诵诗，展现了少年儿童羽化成蝶的痛苦和

艰辛，刻画了少年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抒写了少年儿童成为未来民族

脊梁的五彩梦想：“我早不是个小毛头，却不能够自由地走，不管要上什

么地方……爸爸一走就进书店，奇怪/‘天书’竟会多成这样！我想去看

孩子的书……‘你们出去得带着我，这样就能安全第一！’不过我带他们

出去，一定先问：‘你们想去哪里？’”（任溶溶）

“亲情篇”收录了39 首描绘“亲情梦”的朗诵诗，诗歌不仅饱含对亲

人、对家庭的深情，还有对社会大家庭的温情感恩。“妈妈的爱是水/我

每天都在喝……妈妈的爱是阳光/天天照耀我。”（张怀存）；“爸爸的背

是一面大墙/当风雨刮来的时候/为我挡住风又遮住雨/爸爸墙好高大

好高大！”（高洪波）

“未来篇”收录了29 首描绘“未来梦”的朗诵诗，不仅描述了国家的

未来、人民的未来，也畅想了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未来“我梦见，

鱼儿/是长在棵子上的/像小青椒/像小红椒/等着我们去采/想跑也跑不

掉”（张晓楠）；未来“全世界的大人都变成了孩子……枪膛里射出了花

花绿绿的糖果/导弹变成了细长的饼干筒”（王立春）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以盎然的童趣、美好的期盼，将少年梦

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少年儿童心中最绚丽的一道

彩虹。

音 韵 和 谐 共 诵 中 国 梦

借由“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图书的出版，向广大少

年读者普及辅导“朗诵”的知识和技巧，也成为该书一大亮点。

“朗读贵在‘真诚’，难在‘朴素’，这是由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和属

性所决定的。”鲁景超女士在书中撰文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

实地把功夫下在理解和感受文字作品上，下在语言本身的表现

力上。朴素，不是不要技巧和形式，但要处理好‘朴’与‘巧’、

‘浓’与‘淡’的关系。我们要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

在“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中，陈醇先生用自己的朗

诵实践告诉少年儿童，“真挚饱满的感情来源于对诗篇精神的

透彻领会和具体感受，只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有情感上的共鸣，

任何矫揉造作、虚伪的感情都是不能朗诵诗篇的。”并且以具体

例子详细介绍了一些实用的

朗诵技巧。

为了让少年儿童更

好 地 理 解 朗 诵 艺 术 ，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

诵诗”系列还特别邀

请中国传媒大学播

音主持艺术学院为

本书录制了“朗诵

示范音频”。为

了

更

好地

高 效 高 质 制

作“ 朗 诵

示 范 音

频”，中国传媒大

学播音主持艺术

学院，选出 20 多

位优秀学生，在多

位指导老师的指导

下，在不耽误学业

的前提下，不辞辛

劳，利用课余和周末

的时间，反复排练、

反复调整，最终录制

出长达1小时的精彩诗

歌朗诵示范音频。

而这一切的完美呈现，

变成“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

系列单册封底的一个二维码。接

力出版社在此书中采用了最新的扫码技术，读者只需要扫描图书封底的音频二

维码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播放收听“示范音频”。

传 播 诗 意 共 享 中 国 梦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图书出版后，6月25日，接力出版社在国家

图书馆艺术中心举办了有数百名小学生参加的“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诗歌

朗诵会暨“百社千校书香童年”校园诗歌朗诵大赛启动仪式，标志着接力出版社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百社千校书香童年·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校园诗歌朗诵

大赛的开始。该活动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的“百社千校书香童年”重

点活动之一，同时也被列入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阅读季”的重点活动之

一。

“百社千校书香童年·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校园诗歌朗诵大赛面向全

国。参赛者将按省市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参赛，接力出版社将邀请金波、高洪波、

瞿弦和、鲁景超、小雨姐姐等作家、专家担任大赛评委，并对参赛学校进行专业

的朗诵指导。

“百社千校书香童年·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校园诗歌朗诵大赛分为初

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2014年7月开始报名并展开初赛，10月进行复赛，11

月在北京进行决赛。

“百社千校书香童年·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校园诗歌朗诵大赛参赛作品

分为单人朗诵作品和集体朗诵作品两种形式，根据不同比赛形式设置集体奖和

个人奖。此次大赛的获奖节目将有机会在2014年11月第四届北京阅读季·少

年读书节闭幕式上进行汇报演出。

“种下一首诗，长出一树梦。”接力出版社希望“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

列，为更多的少年儿童读者播种梦想，点燃梦想；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读者成为与

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的“中国梦”的追梦者、圆梦人。 （马婕、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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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国 内 首 套 以“ 中 国 梦 ”为 主
题 的 少 年 儿 童 校 园 朗 诵 诗 系 列 由 接
力 出 版 社 出 版 。 该 书 由 著 名 儿 童 诗
人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金 波 教 授 主 编 。 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先生作序。
该 系 列 收 入 了 我 国 儿 童 诗 领 域

老 、中 、青 三 代 50 位 优 秀 诗 人 的
200 余 首 精 品 朗 诵 诗 作 。 书 中 还 收

录 了 诗 人 、作 家 高 洪 波 、朗 诵 家 瞿
弦 和 、学 者 鲁 景 超 、专 家 陈 醇 等 专
为 该 系 列 撰 写 的 关 于 诗 歌 朗 诵 的 指
导 文 章 。

诉诸声音的诗意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诗本来就是附丽于声音的一种艺术。

诗的声音是天籁，是大自然赋予人类诸多特权中最特殊的一份；不

能想象人类没有了诗，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远古、蛮荒、蒙昧以及不由

分说地杀戮，茹毛饮血……我想，可能自从人类拥有了火种之后，也同时

就拥有了诗歌吧?诗与火同在，也许不是比喻，就是历史的真实。

火苗跳动着，点燃着夜幕，温暖着人心，陶罐里的肉汤翻滚着，散发

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围住火塘的人们，在这一刹那产生了莫名

的冲动和感动，他们快乐地吟唱出一种对上苍的感谢，对一个温饱之

夜的由衷的满足，诗就这样在吟唱中诞生了。

这当然是我的猜想，事实上诗这门艺术的诞生很复杂，也许是起

源于劳动，也许是起源于巫术，也许纯粹是由于快乐的游戏……一种

复合因素使人类拥有了诗歌。拥有诗歌的同时或是之前，诗歌的声音

已鼓动、燃烧着人们的灵魂，所以声音，一种和谐与共鸣的声音是诗的

载体，在没有文字与书写工具的岁月中，诗依靠声音而代代相传；在产

生了文字和书写工具之后直至当今的电脑时代，谁敢断言无声的诗永

垂不朽？诗永远离不开声音的帮助，它们事实上已被一句“言为心声”

牢牢地焊接在一起。“无声的诗”当然存在，不过这指的是另一种艺术

——绘画；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如果不是大言欺人兼欺世的话，全是上

口成诵、过耳不忘、音韵和谐、意境曼妙的，而朗诵诗这一诗歌百花园

中无比鲜艳的花，恰是诗歌借助声音而传之久远的力证。

真正意义上的诗，都应是可以朗诵的，而且都应是可以由诗人用

母语直到方言或普通话朗诵的。1995年的一个秋日，我在贝尔格莱德

聆听了一场由世界各个国家的诗人们举行的街头诗朗诵，他们分别吟唱

出属于自己民族和祖国的诗意，虽然语言不通，但借助于诗人们淋漓尽

致的手势和张弛有度的吟诵，我只感觉领悟了诗人们的心声。罗马尼

亚、日本、英国、新加坡……这些不同国度的诗人们的声音，仅仅是借助

于扩音器传达出的声音，使我坚信，人类最钟爱的艺术只能是诗歌。

中国的诗人们不应忽略朗诵诗，朗诵诗的执着作者们也应努力提

高诗的艺术品质。诗歌离不开声音，但不等于三分诗意七分朗诵，仅

凭音高声宏也证明不了一首诗的真正水平，这里面的辩证关系，自是

一目了然的。

我殷切地希望诗歌界与朗诵艺术界直至电台、电视台通力合作，

把好诗付诸声音，传导到我们读者和听众、观众的心底，去鼓荡、振奋

他们敏感的神经，从而在诗意的观照下坦然面对人生与社会，成为心

理上的一名强者。

21世纪需要这样的强者。

““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中国梦之歌校园朗诵诗””系列系列（（全全66册册））
金波主编

接力出版社2014年6月版
108.00元

朗诵是“会说话就可学习”的一门艺术
■瞿弦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美丽的梦想要用美好的语言来表达，“中国梦之歌校园

朗诵诗”以其充满青春气息的标题吸引着校园中

的莘莘学子朗诵吟咏，散发着文学艺术的魅力。

朗诵是语言的表现艺术，它具备表情达意的

功能，使人从朗诵中感受情感的冲击，

领悟思想的提升。朗诵的要求，看似简

单，但同样需要正确的方法，并需要进

行认真的训练。

首先，要让观众或听众听懂作品所

表达的思想，这就要求朗诵者在接到一

首诗歌时，先进入作者的心灵，了解这

首诗是为谁而写，要告诉观众或听众什么道理，这

个道理是以什么角度来看待事物，这个事物是如

何发展变化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个事物这样感动作

者，使他有感而发。这里包括创作的年代、诗歌的主题、描写的层次，

朗诵者要真正理解作品。

不要小看“理解”这两个字，朗诵者不要急于背诵或表演，一定要

静心阅读。错误理解作品的例子并不少见。我曾听过一位学生朗诵

高尔基的《海燕》，当我问他“苍茫的大海”的含义，他竟然说：“我去过

海边，一望无际，辽阔美丽！”全然不知高尔基笔下的“苍茫的大海”是

指当时俄国压抑的社会状况。

理解有偏差，朗诵的基调就不会准确。当你读懂了、理解了、感

动了，进入了作者的心灵，才能把握朗诵的基调。而当作品融入你的

心灵，你就能排除朗诵时的紧张感，就会像平常说话一样，明确自己

要表达的思想，了解你要告诉观众什么，清楚地知道表达这种思想需

要怎样的层次，需要强调的是哪个段落或哪些诗句，你就会像讲述一

个故事一样，脑海中浮现出具体的情景和鲜活的形象：是静是动、是

美是丑、是哭是笑、是愉悦是伤感……这就会让你的朗诵自然朴实。

其次，朗诵要有相应的技巧，技巧是表达情感的手段，手段越多，

表现的方式也就更多，语言的表现力就更丰富，就能使诗句插上翅

膀，飞进观众或听众的心灵。重音、停顿、语调是体现作品的外部技

巧。重音是指最能体现“语句目的”词或词组，它可以使逻辑关系更

严密，使感情色彩更鲜明；而停顿、语调可使感情更加生动，意境令人

回味，形成鲜明的节奏感。

仍以高尔基的《海燕》为例，其中一句“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

的战斗的欢乐”，我们可以把“海鸭”和“生活的战斗”作为逻辑重音，

但变化一下，在“海鸭”之后安排停顿，将重音换成“这些”和“享受不

了”，则会形成另一种语调，更加突出作者对“海鸭”所代表的社会阶

层的蔑视态度。这些技巧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对作品的理解之上，不

能随心所欲，更不能为展示技巧而安排。当然，朗诵时的站姿、手势

也要准确把握分寸。至于呼吸调整，吐字归音的训练可以通过老师

的具体指导加以提高。

朗诵是“会说话就可学习”的一门艺术，可以普及，朗诵却不是“会说

话就能掌握”的，需要提高。希望同学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中，感受美

好，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让朗诵艺术为实现美丽的中国梦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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