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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一个喜爱读书的人都想拥有一间书房。
我也一样，3次搬家不论居所大小，总要用一间屋来
安放珍藏的书籍。算起来我现在的藏书早已经超过
2万册，其中数千册是父亲去世以后留下来的，那些
书还是放在他的书房里；大部分则是我从20世纪80
年代初期至今，在3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慢慢积累的
珍藏。购书最疯狂的阶段是前20年，几乎把生活基
本开销之外的钱全投了进去。购买的成果积淀在14
平方米的书房中，左右两壁书架顶天立地有 2.8 米
高，早已里外叠了两层，书桌下还得用大纸箱装满近
期网购的新书，便于取阅。依然装不下，我又买来4
组大书柜占领了闲置的过道，因为过道与客厅相连，
基本的美观需要考虑到，就选了带玻璃门的封闭式书
柜，正好把一些精装书和大块头的画册放进去，尽量避
免尘埃的侵扰。依然装不下，我又把不常用的过往年
代的杂志，统统码放进大纸箱里堆在儿子的房间。

哎呀，坐拥书房阅读或者写作的感受，有一种莫
名的底气萦绕，仿佛那上面的文字会给人力量。沉静
心灵，不敢张狂，思绪飞扬。痛苦的是，有时为寻找一
本书倒腾竟成了体力活。只得放慢节奏，近些年每年
买书200本左右。遗憾的是，十多年坚持每天读书的
时间，已由早先的四五个小时，可怜得仅剩睡前半个小
时到一小时。如今每年读书量在30本左右，要把所有
买来的书都读一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小县城的电
影公司画海报。闲暇时顺手捡起厚厚的精
装书《电影手册》来读，尽管它只是由川大
中文系和省电影公司合编的辞典类书籍，
我还是被书中“电影简史”“电影的名词术
语”部分吸引。在被银幕上精彩的故事迷惑
的同时，我把书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从此开始去新华书店买书，莱辛的《拉奥
孔》、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奥尔德里奇的《艺术
哲学》，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钟惦棐主编的《电
影美学》和他的3部著作《起搏书》《电影的锣鼓》《电
影策》，囫囵吞枣又细嚼慢咽，昏天黑地又豁然开朗。

1985年初夏，我的一篇文章荣获全国首届青年
电影评论征文二等奖。随后，我的大量影评文章密集
地发表在全国各地的电影报刊上。文字写得越多，越
需要汲取知识的营养。那段时间，我读过上百本中外

经典电影理论、美学与哲学书籍，有的还不止读一遍，
自己遵守的读书时间则是每晚读到两点钟。

读书、写作、发表、获奖、荣誉、受人尊重、努力自我
完善，促使我不断地在艰难的道路上攀登。现在，读书
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所
不同的是，许多人读书是从文学作品开始的，跌宕起伏
的人生、奇崛别致的故事、多彩生动的文笔，让人喜怒
哀乐，丰富经历，启智开窍。我却一下掉入理性的思辨
当中，条分缕析，解构文本，追寻价值。正如哲人培根
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
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我的收获确实不少。美学、文
学、历史、人文地理、田野调查、艺术……后来，读的书
越来越杂，对读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我喜欢读历史书籍，像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作
品，其优美流畅的文笔与严谨的历史考证融合，正是
中国史家一贯刻板的另类，那与其说是在读史，亦仿
如穿越到历史时空的现场，身不由己生活在了那些
个久远的年代……

据《北京日报》作者：何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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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实秋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有滋有味才是人生》

该书精选梁实秋极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围绕“生活”“人
生”的主题，划分出“舌尖生滋味”“行身践规矩”“笑看人间事”

“闲情寄书茶”四个部分，涉及饮食、做人、世事评论、文人雅趣等
多个方面，力图充分展示梁实秋幽默风趣的写作风格与闲适从
容的生活态度。同时，该书选用齐白石、吴昌硕、徐悲鸿、傅抱石
等书画大家的作品作为插画，图文共赏，相得益彰。

★作者 杜染
★出版社 华龄出版社出版

《群众文化的现代化》

此书是一部以全球化、现代化、文化政治视角研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背景下的群众文化的学术专著。全书探讨与研究了群众文
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价值，以及群众
文化的现代发展，从学术意义、文化政治意义、世界意义三个侧面
对群众文化概念进行了诠释，彰显了群众文化的现代价值。

★作者 张之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金雨滴》

该书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的新作。一辆“凤凰”自行车
在楼道被人偷走，在寻车过程中引出了一段少年往事。作者用幻
想文学的手法，把自行车背后的故事联系起来，在对过往岁月的回
味中，感恩自己拥有的友情与亲情；以真挚的笔调对人生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进行反思，在生活化的书写中表现出理性严谨的风格。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
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评《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

探寻探寻

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周溯源的《学
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该书围绕“治国理政”
这个主题，谈古论今，将历史与现实有机联系、理
论和实际紧密结合，对关乎国家兴衰存亡、强国
富民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娓娓道来，
于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上、下册）共86
万字，内容分为：历史的启迪、哲学的辨析、文化
的引领、价值的导向、方略的选择、民生的考量、
人才的选用、党建的权重、实干的功力等9个部
分，涉及社会科学和当代时政的方方面面，而且
说理透彻，语言晓畅，有独到的见解。

作为历史学者，周溯源在书中对我国古代
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中华民
族以历史悠久著称于世，并且素有尊史、学史和
治史的传统。《诗经》中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的诗句。西周初年，周公叮嘱周成王说：

“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意思是
说，你要治理好国家，不可不借鉴夏、殷两代的
教训。由于周初王公重视以史为鉴，一度创造
了“成康之治”。汉高祖刘邦，原本读书不多，文
化不高，“马上得天下”后，开始重视历史学习。
他令文臣陆贾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每写完一
篇就念给他听，听到妙处，拍案叫好。唐太宗李
世民更是重视历史的借鉴。他命魏征等大臣鸿

儒悉心修史，仅用30年时间就修成八史，占二
十四史的1/3。宋代司马光希望“专取关国家盛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
一书”时，得到宋英宗的积极支持。《资治通鉴》
问世后，引起后代帝王将相、官吏子民的极大重
视。由此可见，我们的先哲将历史的借鉴作用
提高到必不可少的地步。

《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是经
世致用，紧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各个时期的中
心工作，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予以阐释，鼓励人
们积极地贯彻执行。书中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有阐述。此
书收录的于2014年发表的《习近平同志的执政
思想初探》一文，对习近平执政特色进行了高度
概括，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语言鲜活，好懂易
记，能帮助读者理解习近平的执政思想与风
格。书中提出，做人做事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倡导的“三严三实”，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政
党、国家，都要走正确的路、正确地走路，等等，
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书中内容看，
凡与民众利益相关的问题，诸如现实中的农村

建设、住房价格、反腐倡廉等，作者都予以悉心
研究。

历史可以鉴往知来，资政育人。一个人尤其
是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而历史中的精华部分正好能在这方
面发挥作用。历代仁人志士倡导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
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报国情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
神，“自强不息”的意志，“厚德载物”的襟怀等，
共同熔铸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培养了一代代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书中强调，学好历史对
于治国理政是必备的功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书中还论述了诸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弘扬、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人文社会科学
的大众化、党在建设先进文化中的主导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结合、从严治党的历史学思考等，均有新
见。总之，《学者视域中的治国理政》是一本
学术和时政密切结合的读物，提炼出史上若
干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先进理念、价值观
念、措施智慧，富含哲理，其文采亦增强了此书
的可读性。

（据《人民日报》作者：萧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