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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提倡读书不仅要
下苦功，而且要有正确的
学习方法。要沉潜心思，
恬静研修，心无旁骛地与
智 者 对 话 ，在 经 典 中 寻
宝。要善读精读，“把书读
懂、读深、读透”，真正体味
其精，认知其理，领悟其中
真谛。

朱熹《朱子语类》云：
读书和“吃果子相似，未
识滋味时，吃也得，不吃
也 得 。 到 识 滋 味 了 ，要
住，自住不得”。宋代理
学家程颐同样有“外物之
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
愈久愈深”的认知。韩愈
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读
书 患 不 多 ，思 义 患 不
明”。所谓“旧书不厌百

回读，熟得深思子自知”
（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
西归》）和宋人陆九渊所
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
泳工夫兴味长”，以及郑
板桥名言“书从疑处翻成
悟，文到穷时自有神”等，
阐明的均是一个道理，即
读书不能囫囵吞枣，浅尝
辄止，而必须熟读精思，
探幽发微。

读书的方法与一个
人 的 生 活 阅 历 密 切 相
关。不同的读者或同一
读者在不同的年龄段对
同一部（篇）作品的理解
往往有深浅之别。对此，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一
书 中 有 极 形 象 的 解 说 ：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

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
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
之深浅耳。”

书是一个人成长过程
中的良性催化剂，书香袅袅
的氛围是一个人成长的沃
土，更是一个民族兴旺崛起
的动力源泉。在物质文化
更加丰富、阅读方式更趋多
元的当下，我们不妨重新感
悟一番古代先哲们挚爱读
书的情怀，进而激发“为中
华崛起而读书”的激情，让
读书真正成为我们的一种
必须、一种常态、一种习惯，
努力营造出一个全民阅读
的“书香社会”。

（据《解放军报》 作
者：王争亚）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高航）日前，洛阳市硬
笔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苗泓水的《作业快写法》由黑龙
江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与他之前出版的《学基本点画读
弟子规》《学偏旁部首读三字经》《学间架结构读千字文》构
成了整套原创中性笔系列书法教材。

为大力弘扬硬笔书法艺术，助力中小学生作业写快、写
好硬笔字，经多年摸索，苗泓水编著了《作业快写法》。该教
材用普通中性笔书写，便捷、实用、大众化；采用“描、添、临、
练”四步练习法，使初学者养成“动笔就认真，练字必用心”
的好习惯；“习字格”练习，帮助初学者解决字形大小不一、
重心不稳、比例失调的难题。该教材还把规范常用字技法
和国学名篇结合，穿插书法小故事，让青少年边读边写，边
领悟人生道理。

苗泓水《作业快写法》出版

阅读是纯粹个体的事吗？
黄晓新等人的新作《阅读

社会学——基于全民阅读的
研究》（简称《阅读社会学》）证
明，阅读无法超脱于社会：不
但文本来自社会，购买文本
的经济能力源于社会发展，
而且个体通过阅读将社会思
维内化为行为思想规范，以
适应、参与社会生活，无数人
的阅读交流最终更新重构社
会思维，阅读的选择、阐释和
认识重构也受到社会思维的
影响和规范。

早期阅读活动以作者或
文本为中心，注重对作者原意
的探究。20 世纪 60 年代，文
艺阐释领域兴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倡导以读者为
中心。

德国学者汉斯·姚斯认为，文本本身是客观固定的，但
文本的意义却是变动的，在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多极关
系中，不同时期、环境、读者使文本不断被赋予新的特质。

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提出，遵循同一套知识系统、
标准、对文本做出相似判断解读的读者，构成“阐释共同
体”。共同的历史文化参考框架作为规则约束了他们对
文本的反应。

《阅读社会学》主要作者黄晓新可谓40年磨一剑。早
在读研时，他就感到有必要走出学校、图书馆、书店、出版
社，跳出对阅读行为的个人、微观、心理、行业等认识局限，
从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来考察、研究阅读。1987年，他在

《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发表了《阅读社会学刍议》。
之后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阅读与出版，特别是2014

年调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后，多次参与国民阅读与购买
倾向调查，他重拾旧课题，对照社会学基础理论，设立阅读
的社会过程、社会效能、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社
会产业、社会组织、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社会调查监测评估
等议题，形成一个认识、管理社会阅读的结构。

全民阅读活动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支撑，如政府
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投入，是阅读社会保障的体现，而朋
友微博、微信易被接受，反映了社会关系对阅读的影响，同
时该书也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框架和体
系。 在近期举办的出版研讨会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
利认为，作为国内第一本总结升华全民阅读的理论著作，该
书抓住了阅读的本质，既有开山奠基性的学术价值又针对
中国阅读状况设立议题，有实用价值。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在序言中指出，该书厘清
了全民阅读的本质、规律、特点与运行机理，将对全民阅读
实践发挥重大指导作用。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振宁则将该
书誉为“一朵盛开在我国当代全民阅读生动实践之上的理
论之花”。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小章

从社会学视角
研究全民阅读

书讯

是一种是一种

书 林 漫 笔

在中国封建社会，“学
而优则仕”的观念可谓深
入人心。因而，古人把读
书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
对待读书的态度也特别
郑重其事：春晨秋暮，花
朝月夕；明窗净几，沐浴
更衣；净手焚香，正襟危
坐 ；轻 捧 书 卷 ，虔 敬 诵
读。在古人看来，读书不
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其
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净化灵
魂的修行，一种向书籍致
敬的庄严仪式。

关于读书的重要性，
我们或许可以用批判的眼
光，从宋代皇帝赵恒的《劝
学》诗中汲取一些积极有
益的东西：“富家不用买良
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
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
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
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
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
向窗前读。”诗词通篇说的
都是读书的好处。虽然有
人批评这位皇帝宣扬的观
点中含有“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的意思，但其传
递的“书是人类的朋友，读
书有益”的主题无疑有着
积极和正面的意义。明代
才子解缙为倡导人们好好
读书，也写过一首《读书
好》：“读书好，读书好，读
的 书 多 无 价 宝 …… 读 书
好，人不晓，名标虎榜中，
宗祖增荣耀……”由于时
代的局限性，解缙在《读书
好》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
现今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赞
同，但其号召人们读书的
态度无疑值得肯定。北宋
大文学家欧阳修曾说过：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
读书为本。”宋代文人翁森
在他《四时读书乐》中的

“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
之乐乐无穷”两句诗，同样
也表达了读书使人受益且
乐趣无穷的思想内容。明

人于谦有诗曰：“书卷多情
似 故 人 ，晨 昏 忧 乐 每 相
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
全无一点尘。”把诗书比作
多情的故人，比喻浪漫且富
有诗意，可谓爱书几近痴
迷。书籍既为故人，那么读
书即是与故人促膝长谈，倾
心交流。青灯黄卷，如对故
人；悲喜与共，款曲相通；思
接千载，神游万里；朝夕相
处，忧乐相伴。

南宋诗人郑思肖写自
己在报国寺的隐居生活，
只用了寥寥十一个字：“布
衣暖，菜羹香，读书滋味
长。”一个“长”字，让人回
味无穷。宋代两位可以相
提并论的著名女诗人李
清照和朱淑真分别写有
一首读书的小诗，李清照
的 诗 曰“ 枕 上 诗 书 闲 处
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描
写的是作者读书赏雨的
场景；朱淑真的“一枝淡
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
香”诗句，描写的是诗人
沐浴春风在南窗下孜孜
苦读的瞬间，这两句诗都
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清
柔细腻，平淡怡情，反映
了两位女诗人细腻清婉
的笔触和热爱读书的优
雅情致。古人历来认为
人的气质需要书的滋养，
正 所 谓“ 最 是 书 香 能 致
远 ，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 ”。

“知书”方能“达礼”。古
人这些开明而又进步的读
书观，对于当今社会乃至
每个人的修身养性而言依
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古 代 的 大 师 学 者 以
为，文章诗词为静态之物，
阅读者为动态之人，阅读
者依自己的品格、学识和
境界来认识理解文章诗
赋，久而久之便可养成浩
然之正气、高远之境界。
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阅
读，一种养心的阅读，甚至
成为一种成功的阅读。

古人深知读书须勤奋
刻苦的道理，故有“囊萤映
雪”“凿壁偷光”“负薪挂
角”的典故。唐代诗人颜
真卿在其《劝学》一诗中
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
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
勤 学 早 ，白 首 方 悔 读 书
迟。”诗句一方面反映了读
书人起早贪黑、秉烛夜读
的清苦，另一方面亦以苦
口婆心的口吻劝诫年轻
人，莫要错失读书的大好

时光。元代张翥笔下的
“矮窗小户寒不倒，一炉香
火四围书”，描写的则是古
人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不
惧严寒，孜孜苦读的场景；
正因为读书郎“寒夜读书
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
的痴迷苦读，才惹来了“美
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
几更天”（袁枚《寒夜》）的
愤懑和抱怨。

宋代大诗人陆游更是
以“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

人笑作书癫”的夸张语句，
表明自己笃志苦读、甘做
书癫的决心和意志。明末
的张溥是刻苦读书的典
范，读书时先抄一遍，然后
再 读 一 遍 ，之 后 烧 掉 书
稿。抄、读、焚、抄……如
此反复七遍，直到铭记于
心。因此，他给自己的书
斋起名曰“七焚斋”，也称

“七录斋”。张溥一生著书
等身，与他七焚七录的书
斋苦读不无关系。

新 著 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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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腹中贮存书万卷”，
是古代先贤们不懈的追
求。清代民族英雄林则
徐一生酷爱藏书、读书，
即便在受到朝廷迫害，被
贬谪伊犁，临行前还赋诗
云：“纵是三年生马角，也
须千卷束牛腰。”这是一
种何等高尚的思想情操
和精神追求！

古人向来认为，要想
获取广博的知识，必须要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或许正是有了“书到用时
方恨少”的真切感受，诗人

们才会有“发奋识遍天下
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
轼）的豪迈誓言，也才会对
世人发出“富贵必从勤苦
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杜
甫）的谆谆劝勉。古人不
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杜甫“下笔如有神”
的功底笔力无疑缘于他

“读书破万卷”的决心毅
力。清人张问陶“留得累
人身外物，半肩行李半肩
书”的诗句，既是古时一介
书生的辛酸自嘲，更是作
者热爱读书、精神富有的
真实写照。

其实，读书就是一种
生活状态，就是学习。而
读书学习绝不能满足一
阵子，必须坚持一辈子。
西汉文学家刘向有诗曰：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
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
这一段话形象生动，比喻
贴切，强调了终身读书学
习对于一个人成长与成
才的重要性。古代先哲
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虽
跨越时空两千余年，至今
仍极具教育意义，且永远
不会过时。

中华民族历来是个热爱读书的民族。千百年来，众
多的圣人先哲、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关于赞誉诗书、博
览群书、发奋读书的名言佳话。概括来说，主要有如下
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读书
——中国古代先哲论读书及对今天的启示

生活方式

挚爱读书，一生受益无穷11
22 博览群书，方能学识广博

读书求知，必须狠下苦功33

44 善读精读，方可悟出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