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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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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研究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读书。据统计，我国大学文科研究生

的读书量大大低于国外大学研究生的读

书量。现在，我们有些毕业生的文化素

质和学术水平比起过去有所降低，读书

少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建议大家

要加大自己的读书量，要用更多的时间

来读书。

当然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为了继续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为了不断提高自己

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样要多读书。

一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

向 我 们 强 调 要 多 读 经 典 著 作 ，多 读

大 师 的 著 作 ，现 在 我 也 强 调 这 一

点 。 我 想 ，这 也 许 可 以 列 为 读 书 的

第一条原则。

每个学科都有若干经典著作，这些

经典著作都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的

结晶。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大师，这些大

师的著作也充满了智慧。我们要在全社

会提倡尊重经典，要提倡大学生、青少年

学习经典、熟悉经典。经典引导大学生、

青少年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去追求更高、

更深、更远的东西。快餐文化、流行艺术

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当然，我们不反

对快餐文化、流行艺术，但是我们反对用

快餐文化、流行艺术来排挤经典。我们

也反对解构经典、糟蹋经典，把经典荒谬

化。经典的作用不可替代，经典的地位

不可动摇。

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就是

为了汲取他们的智慧，使自己更快地

成长起来，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

俄国 19 世纪哲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

夫斯基有一本小说《怎么办》，在当时

影响很大，因为小说中写了几位那个

时代的新的人物，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名叫拉赫美托夫。这位拉赫美托夫读

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读经典著作，例

如 文 学 就 读 果 戈 理 ，物 理 学 就 读 牛

顿。他说，其他一些著作，我只要翻一

下，就知道它们是果戈理的模仿，或是

牛顿的模仿，有的是很拙劣的模仿。

正因为他读的是经典著作，所以在同

样的时间里，他的收获比别人大，他的

进步比别人快。

多读经典著作，多读大师的著作，经

常接触经典，经常聆听大师，可以把自己

的品位提上去。一个人如果老读三四流

的著作，就会让那些著作把自己框住，自

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也会慢慢降

低。这也是一种熏陶，一种潜移默化。

大家都读过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记

得过去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就有这篇小

说。小说女主人公为了参加婚礼，向人

借了一条项链，结果项链丢了，她得赔人

家。项链很贵。为了挣钱，她去给人洗

衣服，什么活都干。她的生活环境变了，

接触的人也变了，人的性情也整个变

了。过去很文雅的一个人变得可以站在

大街上两手叉着腰大声骂人。为什么会

变成这样？这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的

熏陶。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

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都极大。一个人

读的书也构成一种精神——文化环境，

它会很深的影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和文

化品格。

近两年，我经常引用俄罗斯电影大

师塔可夫斯基的一段话。他说，他小时

候，他母亲要他读《战争与和平》，并且告

诉他那些段落如何写得好。这样，《战争

与和平》就成为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深

度的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

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以强烈的嫌恶感”。

这是文化的熏陶。现在我们如果反过

来，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从小都是接触文

化垃圾，那么他就再也不能接受经典了。

二

对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精

读。精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熟读玩

味”，也就是放慢速度，反复咀嚼、读懂、

读通、读透。读懂，就是要弄清楚书中

每句话的意思，这有时也不容易。读

通，就是要融会贯通，把握它的内在意

蕴。读透，就是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

分吸收到自己的头脑中来。一个人要

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

基，必须精读几本书。

精读，换一种说法，就是细读。多

年来我一直感到，我们对于一些前辈

大师的著作往往读得很粗心。所以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我在各种场合

提出，我们要细读朱光潜、细读宗白

华、细读张岱年、细读汤用彤。细读这

些前辈大师的著作，可以读出许多新

的东西，可以读出许多对我们今天仍

然很有启发的东西。

当然，要精读一本经典著作或一本

前辈大师的著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

的事。有时要花很大的力气。五十多年

前我曾读过日本一位哲学家柳田谦十郎

写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他花了整整一

年时间才读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为了庆贺这件事，他夫人还专门为他举

办了一次家宴。这个故事使我领悟到，

一个人写出一本书固然不容易，固然值

得庆贺，一个人读完一本书（当然是《纯

粹理性批判》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同样不

容易，同样值得庆贺。

读经典著作不能太性急，不能贪多

求快。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名

人传记往往称赞这个人“一目十行”，其

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

能成就大的学问。所以读经典著作不能

求快。相反，要静下心来读，要放慢速

度，要充分消化，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

分地吸收到你自己的头脑中来。像康

德、黑格尔这样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如

果你一年能精读两本，我想就是很大的

成绩。如果坚持下去，10年你就可以精

读 20本，20年你就可以精读 40本，那就

了不起了，你就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人

人都要对你刮目相看。

熊十力先生还盼望年轻学者把读

经典著作养成一种习惯。他说：“每日

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作读之，至少

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

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

悟也。”

同时，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

善于抓住书中最精彩的东西，抓住最有

原创性、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

西。所谓最有原创性，就是作者在学术

研究和探索中提出新的见解、新的理

论。特别在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的新的

概念、新的命题。因为，经典著作和大师

著作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富有原创性、启

发性和包孕性的思想和命题。这就是精

华。这就是灵魂。我们要善于发现，要

善于抓住，要善于挖掘。

来源：中国作家网

本报讯（记者 金晨旭）我区第三实

验小学四年级学生江若溪的作品日前在

“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爱国心·报国

情·强国志”征文活动中荣获上海赛区一

等奖。

去年，永丰街道百合苑社区举办了

一场特殊的红色教育活动，一支由退伍

铁道兵组成的“老兵讲故事”宣讲团走进

社区，忆军旅生涯、传承红色精神，为孩

子们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红色故事。

台上，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兵——朱渭民

与王一杰神采奕奕，动情讲述；台下，孩

子们认真听讲，思绪万千。

铁道兵生死抉择的故事让江若溪红

了眼眶，当天她便有感而发写下了《听退

伍老兵讲故事 做革命精神传承人》一

文。后来，文章投稿到“学习强国”上海

学习平台“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征文

活动中，荣获上海赛区一等奖。

老兵们坚韧不拔、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守信念、敢于

担当的军人品格，深深打动了江若溪，她

在文章中写道：“是革命先辈们抛头颅、

洒热血，才创造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这有多么不容易啊！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联想到疫情防控期间，那些主动请

缨、逆行在前、不计回报、无私奉献的抗

疫先锋，江若溪感悟颇深：“同样的危难

时刻，同样的奋不顾身，同样的中华儿

女，一如红色故事中的战士，总有那些奋

战在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用平凡而

伟大的身躯为守护祖国而战！有时候我

不禁思考，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古往今来

的无数英雄，不论在什么危难的情况下，

都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为祖国、为人民

奉献自己的力量，甚至是生命？也许答

案就是‘爱国’二字。爱国，是一种深切

的感情，是一种坚定的民族信念，是一种

振兴中华的责任感，这种强大的精神力

量推动着我们，为祖国光明的前途拼搏

向前。”

那么当代学生如何体现爱国主义

精神呢？对于这一问题，江若溪认为：

“当代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应体

现在爱国之情、爱国信念上，更应体现

在担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上，体现在报

效祖国的具体行动中。作为一名少先

队员，我们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续写者，

我也要向老兵爷爷学习，向抗疫英雄学

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绵薄之力！”

事实上，江若溪获奖并非偶然。

她热爱读书，酷爱写作，每天都会阅读

30 分钟以上，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充实

自己的阅历，并坚持每日写作。老师

若是布置了 300 字的习作，她每每都写

到 700 多字，她的作文也经常能够获得

满分。

江若溪善于写作，离不开她的兴趣

与用心。“她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小朋友，

喜欢观察生活，有时候一只小蚂蚁也能

让她看上半天。人物环境、旅行见闻、

诗词歌赋等都是她写作的题材。”江若

溪的妈妈说。

第三实验小学学生获“学习强国”
上海学习平台征文活动上海赛区一等奖

多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
——和青年学子谈读书

○叶朗

文人笔下的母亲
○吴婷

《百年世界动画电影史》
该书向我们讲述了动画电影源起至今的光

辉历史。通过500多幅精美插图，以及众多电影

艺术行业的作者和历史学家的传奇故事，读者

可以穿越五大洲近百年的创作历史，与各个时

代的漫画家和卡通大师相识，漫步岁月长廊，领

略伟大电影公司的幕后故事。

古往今来，文人笔下的母亲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或善良、或朴

实、或坚强、或慈爱。

胡适一生受母亲的影响最大，在

《我的母亲》一文中，胡适写道：“我的恩

师便是我的慈母。”母亲对胡适管教严

格，但从来不在人前打骂他，而且教训

惩罚他时也不许他哭出声来，母亲教训

他并不是借此出气给别人看的。

胡适的母亲“气量大，性子好”，“最

仁慈，最温和”，“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

格上的侮辱”。母亲让胡适养成了宽

容、善待和体谅他人的品性。“如

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

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

点待人接物的和气，

如果我能宽恕人、体

谅人——我都得感谢

我的慈母。”

老舍的母亲是位“活到老、穷到老、

辛苦到老”的不识字的劳动妇女。勤俭

诚实的母亲长年没有休息，“她的手终

年是鲜红微肿的”。在母亲七十大寿那

天，老舍没能回家。母亲十分想念他，

没有心情过寿，只喝了两口酒，很早便

睡下。母亲过世一年后，老舍才知道。

这些使老舍对老母亲心怀愧疚，自称为

“逆子”。

老舍的母亲是万千母亲中的普通

一位，但她却让老舍在性格、习惯和为

人处世等方面都得到一种可贵的积

淀。读老舍《我的母亲》，语言质朴，情

感浓烈，字里行间呈现出一位爱子无

痕、润物无声的母亲形象。

史铁生的母亲，坚韧顽强，无私伟

大。她对身患残疾的史铁生付出了毕

生的心血和爱。史铁生在《秋天的怀

念》中，写母亲对于“跑”和“踩”一类的

字眼儿，比他自己还敏感。母亲小心翼

翼地呵护着残疾儿子的尊严。因为爱

之深切，母亲一心为子而忘了自己。在

史铁生面前母亲始终是那么怯弱谦卑。

席慕容在《生日卡片》里，讲述了母

亲把她十四岁那年亲手制作送给母亲

的生日卡片珍藏在小提箱里，她那时才

发现“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

骗和容易满足”。儿女们小小的关怀爱

意足以让母亲欣慰开心，视若珍宝。

在《花朝节的纪念》中，宗璞把母亲

比喻为“春天、太阳”。母亲为全家人甚

至亲朋们操碎了心。丈夫和儿女们的

日常生活全是母亲一个人料理。在宗

璞的眼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

母亲不但是慈母，疼爱护佑子女；还是

贤妻，对父亲的关心无微不至。

每位母亲都十分平凡，但每种母爱

都非常伟大。正如罗兰所说，“做着一

切幕后的功臣，付出着鲜为人知的牺

牲”。而身为子女的我们，或许终其一

生，也未曾有机会体认与反省。

其实，文人笔下的母亲，又何尝不

是天下母亲的缩影！

《遥远的旅行》
作者川端康成以大师的细腻笔触，揭秘世间

复杂难解的情感纠葛——爱情，让读者明白我们

终其一生，都是在独自前行，终其一生在寻找爱，

也被爱找寻。

《东京梦华录》
全书共十卷，涵盖城市布局、河道街巷、饮

食起居、吃喝玩乐、岁时物货、典章制度、风俗礼

仪等，是迄今唯一一部全面记载北宋汴京的浮

世绘和风情画，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得

益彰。对后世研究宋代城市布局、建筑、交通、

百业、民俗、货物、饮食、岁时、地理乃至气象等，

都有很高的价值。

《城市》
该书收录了百余幅高清卫星摄影图像，展示

了世界不同类型城市规模、结构的多样性，并用

优美的文字简要介绍了当地自然条件、城市特点

及风土人情。书中的图集也集中展现了人类活

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聚焦于人类生存空间中那

些令人着迷的细节，期望以这种直观的方式引导

公众反思自身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