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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代替社會做事」

調查顯示，2013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
4.77本。而北歐國家國民每年讀書24本左右，

幾乎是中國的6倍，美國人年均閱讀7本書，韓國人均
11本，日本、法國人均則是8.4本左右。這些數據使
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形象黯然失色。
但劉明清認為政府還是做了大量工作推動全民閱讀

的。「今年克強總理把全民閱讀寫進了政府工作報
告，已經有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把全民閱讀
納入立法計劃。北京正在申辦世界閱讀之都，像深圳
讀書月、北京閱讀季、上海書展等活動政府也在推
動。」

民間發起政府推動
然而具體到實踐上，他表示「政府不能代替社會來
做事」，北京全民閱讀公益基金提案的提出也基於
此。「我們提倡的基金，政府可以推動，但必須是民
間發起。」

劉明清認為，鼓勵民間閱讀會，培訓「領讀者」，
請專家學者推薦有價值的書目，表彰閱讀的公共推廣
人、辦讀書版的媒體、社區民營特色書店等，是公益
閱讀基金的主要作用。

冀「讀書券」遏腐敗
在劉明清看來，閱讀是兼具公共性與私人性的行

為，既關乎整體國民素質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同時也
是個人的事情。「如果誇大公共性，一味強調政府的
推動，反而會挫傷公眾積極性。」他說，「人的素質
需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而不能用公共性壓倒私人
性。」
對於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農家書屋」工程，劉明清
擔憂的是政府包辦採購容易滋生腐敗。從經濟學家弗
里德曼「教育券」的構想出發，劉明清提出了「讀書
券」的建議。「獎勵企業不如獎勵消費者。如果政府
把權力交給農民，農民用貨幣『選票』投向他們愛讀
的書，出版機構也不必整天想着向有權機關『公關』
了。」

在第19個「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24小時不打烊的三聯韜奮書店正式掛牌開業。「希望你們把24小時不打烊書店打造成為城市的精神

地標，讓不眠燈光陪護守夜讀者潛心前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寫給該書店全體員工的回信中說。

自中共十六大以來延續至今的全民閱讀正悄然融入民眾的生活。然而在中央編譯出版社總編輯、北京市政協委員劉明清看來，中國雖是圖

書出版大國卻並非出版強國，由政府發起倡議、更多依靠民間力量設立「全民閱讀公益基金」，也許是真正實現全民閱讀的可行之路。在今

年北京「兩會」前，他聯合新聞出版界政協委員，提交了《關於設立北京全民閱讀公益基金的提案》。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王頔，實習記者 馬玉潔當「讀屏時代」到來，數字閱讀、淺閱讀蔚然成
風，傳統出版業和實體書店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衝擊。
但作為在圖書出版界耕耘近三十年的資深出版人，劉
明清對傳統出版業的前景「倒沒那麼悲觀」。
「在美國，電子書佔近一半市場份額，中國還遠沒
達到。數字出版這個領域還沒有形成穩定持續的贏利
模式。」劉明清認為，出版業仍主要靠傳統出版物。
但他也坦言，已經感受到公眾閱讀習慣改變帶來的危
機感。

「人的成長史其實也是閱讀史」
對於劉明清來說，閱讀紙質書是個人知識水平和修
養的提升過程。「資訊可以通過讀屏來獲取，但思考
性閱讀、研究型閱讀、深入性閱讀是一定要讀紙質書
的。」
劉明清說：「一個人的成長史，其實也是他的閱讀
史。一個時代的精神建設，讀書是最根本的基礎，真
正思想性的閱讀非常重要。」
商業模式的轉變的確使實體書店面臨電商的強烈衝
擊，但實體書店不僅是賣書的地方，也是城市的文化
風景。劉明清認為：「一個城市如果沒有特色書店，
或者沒有很好的閱讀空間，往往會被大家視為『文化
沙漠』。」

作為資深的出版人、發行人，劉明清主持過《大國崛
起》、《于丹〈莊子〉心得》等多部暢銷書的市場運
作；他也自稱「職業讀書人」，人生和工作的大部分時
間都在閱讀；他同時更是一個「願意表達的人」，熱愛
寫作。

在2009年出版的《從憤青到思想家》一書中，劉
明清回顧了自己從充滿理想主義和文學夢的「文
青」，到閱讀思想史、反思社會問題的「憤青」，再
到更加關注經濟問題和中國現實這一思想變化的人生
軌跡。

他表示，在目前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下，他非常願意做
一個「促變分子」，「促中國變，越變越文明，越變越
進步，越變越開放」。
而推動全民閱讀、促進文化傳播無疑是他着手「促
變」的重要實踐。

危機「讀屏時代」

中央編譯出版社以「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
中國」為使命。然而劉明清表示，中國人文學術思想
的輸出還在起步階段，完全圖解式、宣傳式的傳播形
式也無法進入西方主流書店等大眾閱讀領域。
今年3月，作為北京市政府特邀建議人的劉明清提
出設立「北京文化獎」，獎勵在世界範圍內出版或發

表的、以北京文化為內容的優秀論著。他說：「北京
現在沒有一個國際性的文化大獎，老舍獎、魯迅文學
獎等都是獎『自己人』，沒有針對外國人、海外華人
及港澳台同胞文化方面的獎勵。」
「北京不僅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還代表

了中國。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都能在北京得到集中
體現。」因此，設立一項「北京文化獎」具有非常重
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劉明清透露，目前
該建議已收到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的積極回應。

籲設「北京文化獎」

楊正江和他的《亞魯王》研究團隊常
年行走在麻山腹地的苗族村寨，深知民
風民情民意。今年貴州省「兩會」上，
楊正江提交了關於基層民族幹部選拔和
基層文化館建設的提案。
楊正江發現，許多苗族幹部雖為少數
民族身份，但已完全漢化，沒有民族生
活經驗也缺少民族情感。「一些人連苗
話都不會說，加上不從民族利益的角度
對百姓進行引導，容易引起矛盾。」
「民族幹部的素質如何，會直接影響
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工作。」
楊正江呼籲，政府應加大對民族地區教
育投入，培養更多「原汁原味的少數民
族幹部」。

「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根本還是由
基層文化館在做。」楊正江說，目前不
少文化館引進的大多是歌舞表演人才，
缺乏專業知識，不能深入研究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內涵，導致普查工作舉步維
艱。
他建議，基層文化館應該創新招聘模

式，第一線必須配備具有民族學、人文
學基礎的民族文化專業畢業生。
作為一名80後政協委員，楊正江說，
「政協委員肩負着參政議政的職責，反
映社情民意，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和建
議，既是政協委員的權利，也是義務。
我要做講真話的委員，不做拍馬屁的委
員。」

「職業讀書人」願做「促變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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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些文化科研院所拋出的「橄欖枝」，楊正江
說：「我這一生要和亞魯王文化綑綁，任何事情都不能
將我們分離。」
「傳承亞魯王文化的東郎們還能固守多久我們並不知

道，老東郎逐步逝去，年輕人又不喜歡，亞魯王面臨後
繼無人的尷尬。我們只能盡量走快一點，再快一點。」
楊正江表示會盡力將遺產用文本的方式流傳下去。
《亞魯王》第二部、第三部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繁複

和艱難。楊正江說：「如果可以，我也要讓自己的女兒
從事《亞魯王》搜集整理工作。我的女兒如今才6歲，
但我一直要求我母親教她苗語。」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路艷寧）2012年，隨着苗族英雄史詩
《亞魯王》（第一部）漢、苗文本問
世，苗族無史詩的歷史就此結束，這也
成就了史詩最初發現者和翻譯整理者、
貴州省第十一屆政協委員、貴州省紫雲
縣文廣局副局長楊正江。他說：「作為
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一個少數民族政
協委員，我將致力於傳達少數民族同胞
最真實的聲音和訴求！」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在

《亞魯王》的序言中這樣評價楊正江：
「他最早發現麻山地區的《亞魯王》，
最先認識到它非凡的價值，並一直在田
野裡千辛萬苦，甚至形影相吊，默默工
作着。」時至今日，能夠通曉西部苗
語，又能以拼音式苗文筆錄並譯成漢文
的人，仍然只有這位年輕的苗族小伙
子。

史詩創造了他生命的奇跡
貴州西部苗族聚居的麻山地區，是個
「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喀斯特王國，山
高谷深，交通不便，幾乎與世隔絕，經
濟極度落後。1983年，楊正江出生在麻
山邊緣一個普通苗族村寨。
14歲時，楊正江迷上了寫作，卻因

「太過專注而精神崩潰，差點成了瘋
子」。家人按照當地習俗，從山裡請來
東郎（歌師）唱誦苗族古歌。不可思議
的是，聽着晦澀難懂的歌詞，他的病竟
逐漸好轉。直至13年後，楊正江才知
道，當時那個神秘的聲音，就是專門吟
唱自己民族祖先的《亞魯王》。

尋訪「神秘的聲音」
2003年，楊正江進入貴州民族學院
（現為貴州民族大學）學習少數民族語
言文學。為尋訪「神秘的聲音」，他利
用每個假期進行田野調查，帶上餅乾和
水，騎着家裡的摩托車，走訪深山村
寨，找尋會唱古歌的東郎。
東郎以及古歌曾一度因為其「封建迷

信」被打倒，因此當地群眾對這個年輕
人抱有強烈的警惕心，甚至矢口否認會
唱古歌。然而倔強的楊正江最終還是被
東郎們所接納，他拜師學藝，觀摩和聆
聽，學習唱誦亞魯王。
由於苗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楊正江只

能採取拼音標注的形式呈現史詩的原始
風貌。由於麻山次方言苗語的諸多詞語
無法與漢語一一對應，一些東郎雖能唱
誦史詩，但並不理解有些部分的內涵，
這給他翻譯史詩帶來極大困難。

史詩問世 世人矚目
2010年，《亞魯王》被列入文化部第
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文學項目類
別，並被認定是繼藏族史詩《格薩爾王
傳》、蒙族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
族史詩《瑪納斯》之外，又一部民族長
篇英雄史詩。楊正江也被授予「中國民
間文化守望者」獎盃。
目前，《亞魯王》第二部的採集工作
已經展開。楊正江透露，亞魯王工作組
還將整理亞魯王的家族傳承譜系，力圖
全面「破譯」這位苗族先祖對苗族文化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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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雲縣紫雲縣《《亞魯王亞魯王》》研究團隊研究團隊。。前排前排（（中中））為楊正江為楊正江。。 貴州貴州傳真傳真

■中央編譯出版社總編輯中央編譯出版社總編輯、、北京市政協委員劉明清北京市政協委員劉明清。。

■辦公室裡的書籍琳琅滿目。 王頔 攝

■劉明清（左二）在第二十屆圖書博覽會上。

「 做 講 真 話 的 委 員 」

職業讀書人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劉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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