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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季羡林出生于 1911 年，他的家曾是山
东省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而多年后，他却成长为一
代国学大师，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
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是北京大学的终身
教授……可以说，是读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要把读书当回事》（青岛出版社，2021 年 9 月）
是季羡林先生的散文精选集，分为 《立志读尽人间
书》《回望求学路漫漫》和《心如明镜勤自勉》三辑，讲
述了季羡林倾心读书、孜孜求学，在极其艰难的处境
下仍然勤奋有加，终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成长经
历、心路历程和人生智慧。

季羡林一生爱书如命，他说自己唯一的嗜好就
是读书。他坚持“开卷有益”，不仅要读专业书，对于
专业以外的书也要“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
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在北大，季羡林有个很大的书
斋，“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
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藏书几万册，堪称北大教

授中的藏书状元。即便如此，这些书仍然难以满足他
做研究的需要，有的稿子“有时候由于缺书，进行不
下去，只好让它搁浅”。他极爱读亨利希·吕德斯和陈
寅恪先生的著作，这两位大师“都是考据大师，方法
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令他深受启发。

考大学时，季羡林被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同时
录取，令人羡慕，但他的求学之路却布满荆棘。他出
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当时刚刚推翻了清朝的统
治，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而季羡林的家，又是官
庄那个穷苦的小村庄里最贫穷的家，一年到头只能
吃咸菜，吃白面的次数极其有限。四五岁时，他为了
多吃一块白面饼子，曾被母亲追着打。六岁时，为了
读书求学，他被迫离开父母和故乡，到了济南，从此
寄居在叔父家。上高中时，日寇占领济南，他失学一
年。

在德国留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正式爆发，他
一边忍饥挨饿、躲避空袭，一边跟随 Sieg 教授学习古
代梵文和吐火罗文。学习这两种语言困难重重，前者
是语言中的化石，古老精致而又极其复杂，后者则几
近失传，需要在一片荒芜中开辟道路。

所有这些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季羡林求学攀
登的脚步。他一生习得多国语言，翻译了大量作品。
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尤其精通吐火罗文，
还能阅读俄文和法文，他对学习外语颇有心得。他回

忆德国教员教授外语的方法，那是一种“把学生推入
游泳池”的办法，即，教学生外语，要像教学生游泳一
样，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推下去，如果
淹不死，他就学会游泳了。

据说这是德国十九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主张，
具体做法是：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
自己去钻，单词也由学生自己去查，不在课堂上讲
解。只有实在解不通时，教授才加以辅导。办法虽然
简单粗暴，但效果却很好，学生无法依赖老师，积极
性被完全调动起来了。季羡林的梵文、巴利文和俄
文，都是通过这种方法习得的。但他认为，方法固然
重要，却不是万能的，勤学苦练才是最朴素的真理。

季羡林先生终年 98 岁，他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
的信念，对于人类的前途始终乐观。作为国宝级的学
界泰斗，《要把读书当回事》一书是他对青年们的肺
腑之谈，凝结着他简单朴素却又是真知灼见的人生
智慧，他用诚恳真切的文字勉励当今青年人：要坚定
信念，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河中的地
位，担负起青年人承前启后的责任；要珍惜时间，“一
寸光阴不可轻”，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勤学苦练才
是关键；另外，开卷有益，要多读书，只有不断开阔视
野，持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可能与时代同进步，
才能使人类社会越来越好！

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智慧
———读季羡林《要把读书当回事》

乔欢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近日,盘湾镇结合“强国复兴有
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工作要求,举行“书润盘湾 悦读阅美”阅读
分享会,持续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扎实推动“书香盘湾”建设。

据了解,分享会上推广的书籍有《中国制度面对面》《梁家河》《廉
洁教育读本》等党政书籍,还有《目送》《骆驼祥子》《夏洛的网》等国内
外名著。各村居推选一名阅读推广人选读书籍中的精彩片段,并和大
家分享在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感、所悟。

台下观众在现场浓厚的书香氛围中,感受文化魅力,获得精神洗
礼,以浓厚的文化氛围,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盘湾镇

举行“书润盘湾”阅读分享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 刘德林冤“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学习党史，让我深刻地明白唯有不断学习党史、了解党情，才能
更好地拥党、立志、明方向，促使自己坚守信念，不忘初心，最终以实际
行动践使命，传承精神勇担当。”这是射阳县邮政分公司市场经营部副
经理郭梦亭在读书分享会上讲述的一段话。

为推动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日前，射阳
县邮政分公司举办“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主题读书分享会活动。9
名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台上真情地表达读书的感悟和对工作、生活
的帮助，大家畅谈阅读红色经典、邮政模范、航天英雄、抗疫专家的故
事，台下 50 多名员工听得津津有味。他们的讲演，感染了每位员工，现
场不时爆出热烈掌声。“阅读一本好书，能够启迪我们的智慧，拓宽我
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阅历，净化我们的心灵。”综合办人力资源干事
张媛媛深有感触地说。

选手们通过激情诵读，倾情表达，激烈角逐，最后评出一二三等
奖。为鼓励全体党员带头阅读、阅读好书，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
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该公司党委还向市场、寄
递等支部赠送了《怎样做好新时代支部工作》《新时代党课就该这样
上》《怎样做新时代党员》《榜样的力量》《苦难辉煌》等书籍。

“今天我们举行‘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邮政读书分享会，就是
倡导全体员工平时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抽出时间、挤出时间，多读
书、读好书，这样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有利，为打造学习型企业营造
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该公司副总经理金福明如是说。

射阳邮政分公司

举办喜迎二十大读书分享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晓春 记者 杨向东冤年初以来，县农水集团
通过“顶层设计、活动融合、文化塑造”三步走战略扎实推进“书香企
业”建设，为高质量推动“书香射阳”建设贡献企业力量。

抓顶层设计。该集团出台书香企业建设实施方案及相关规章制
度，将学习型企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纳入集团长远发展规划，坚
持将“书香企业”建设与企业党建、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工作同部署、
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抓活动融合。该集团创新开展以“爱‘阅’好书”为主题的书籍推荐
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荐好书、写书评、写心得。针对集团发展实际，向中
层管理人员推荐《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一书，每周根据章节学习
情况指定 3 人交流发言，分享心得，形成了“党员带头读、干部主动读、
职工认真读”的良好局面，也让阅读打卡成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机制。

抓文化塑造。该集团将“书香企业”建设纳入集团文化建设总体布
局，通过读书学习凝聚全体职工共同遵守的企业精神，进而约束和规
范职工行为、规范各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营造企业内部和谐的人
际关系与高尚的人文环境，在打造“书香企业”的同时，不断提升企业
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

县农水集团

推进书香企业建设

本报讯渊通讯员 蒋雯杰 纪子路冤清风拂面来，书香漫桃园。近
日，新坍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新思想 我来讲”暨桃园读书
分享会。

志愿者向桃园工人们宣讲了《百年大党面对面》和《中国共产党简
史》等书籍，用通俗易懂的本地“方言”让党的理论思想“飞入田间地
头”。工人们也分享了阅读体会和收获，用真挚的话语讴歌新时代，充
分展现了广大基层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大家纷纷表示，本次读书分享会形式新颖、意义深远，进一步激发
大家的读书兴趣，汲取精神力量，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把读书当
成一种习惯，为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据悉，近年来，新坍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各村（社
区）农家书屋等阵地载体，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阅读活动，
努力将文化基因的触角扎根基层的每个角落，让越来越多的群众都能
走近阅读、共享阅读。

新坍镇

开展桃园读书分享会

“趁着农闲，我来
借几本稻虾种养方面
的书籍。今年我在水
稻田里，养殖了 100
亩的小龙虾，不学点
这方面的知识感觉真
的不行！”近日，合德镇耦耕堂村明亮家庭农场负责人顾明勇来到村
里农家书屋的书架上，找到一本《稻田养虾技术》，津津有味地阅读起
来。

“从前田少，种地全凭老经验。现在田地多了，不能和过去一样，
如今我经常利用农闲时间抽空到农家书屋充充电，为夺取今年粮食、
龙虾丰收作准备。”顾明勇一边翻阅书本一边告诉记者。

据该村主要负责人介绍，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农家书屋“取经”，
遇到生产难题也会来这里寻良方，农家书屋成了农民朋友种地的“参
谋部”。

在合德镇，到农家书屋“充电”已成为一种时尚。“农家书屋就是
我们科技致富的‘加油站’。”该镇农民形象地评价。

目前，该镇建成农家书屋 33 个，实现了农家书屋行政村全覆盖，
达到了有固定的阅览室、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足够的藏书、有固定
的学习园地、有浓厚的学习氛围的“五有”建设标准。同时该镇还完善
书籍借阅制度，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在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农民种地的好“参谋”
本报记者 杨向东

著名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
看见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我
虽然没有这般的狂野与迫不及待，但当自己有幸
读到一部渴望已久的书时，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
还是油然而生。

儿时，由于家境比较贫寒，除了那些在学校
必读的课本，几乎没有别的课外读物了，至于什
么中外经典名著之类的藏书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对于读书，记忆最深的就是每逢星期天，呼朋唤
友，三五人来到镇上唯一一家小书店里，租看自
己心仪已久的书。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静静
地品读，有时一读就是几个小时。像《聪明的一
休》、《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等连环画，我都
是在那家小书店里读完的。缘于自己对读书的爱
好，在做乡村小学教师的父亲，每次回来，总是想
方设法给我借回来不少连环画。常常在放学后，
写完作业，我和一些小伙伴围坐在灯下，细细地
品读。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许
多年过去了，这些早年的连环画早已纸质泛黄，
封面也已经破损不堪，可我仍然舍不得将它们丢
掉。至今，仍收藏在我的书橱里。儿时那种读书的
劲头，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亲切、感动。

参加工作后，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我的藏
书日渐丰富起来，包括一些较为经典的中外名
著、专业书籍，还有一些时尚、前卫的杂志以及小
说等。但颇为遗憾的是，由于总是有不尽的繁杂
事务，致使有时很难静下心来，也很少有充足的
时间去看书，即便是看过了，也觉得少有尽兴的
时候，往往是没看几页却突然想起了别的事情，
等到将事情做完了，才发现早已没有了看书的心
情。

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品一杯清茶，在一
台温馨的台灯下，静静地置身于书中，用心去体
味“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真实境界。那字字含金的
文字、高雅的品味、淡淡的墨香、哲人睿智的见解
和文人流畅的文笔等，都会令我耳目一新、如沐
春风。这时候人与书的交流，纸与笔的畅谈，都会
让我觉得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书香伴人生
春水

前几年生活贫困袁 而现在富裕起来的长荡镇一位
农户家的巨大变化引起了我的兴趣遥以前袁他全家人住
在几间破旧的平房里袁现在住上了漂亮的楼房袁家里高
档电器一应俱全遥当我问起这几年怎样富裕起来时袁他
风趣地说袁 培养一个高中生袁 就能减少一个低收入农
户遥

3 年前袁 这位没什么文化农户的儿子高中毕业回
乡后袁利用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袁在当地农商银行贷
了款袁瞄准市场行情发展养殖业袁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
户遥

近几年袁不少家在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袁没有及时
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袁不少农民认为读书无用袁让正在

读书的孩子辍学到城里打工挣钱遥然而袁在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变袁在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时期袁客观
上给那些有文化尧大脑灵活尧有市场观念的劳动者提供
了发展的机遇遥不少高中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袁落榜不
落志袁回乡后袁抓住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契机袁大力发展
优质尧高产尧高效衣业袁经济收入并不比那些考上大学
在城里上班的同学差遥

现在农村不少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那些接受过教
育的知识青年袁纷纷涌向城市袁留在农村里的都是一些
文化不高尧不懂技术尧市场观念不强的老弱病残者袁使
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遥外出打工袁无疑是农民
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遥但农业生产毕竟需要有人来干袁
需要有文化尧懂农业科技尧有经济头脑的人来干遥 尤其
是家庭农场袁对于那些接受过初尧中等文化教育的农村
青年来说袁在农村照样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袁而且农村也
需要大批有智也有志的青年劳动者遥 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应该为有志于农村创业的青年创造条件袁 提供舞
台袁搞好服务遥

读书能致富
张建忠

上图为海河小学老师带领孩子们阅读经典名著遥
右图为黄沙港镇组织学生开展快乐阅读活动遥

彭岭 摄

连日来袁 我县各镇区积极开展暑期快乐阅
读活动袁帮助孩子们开拓视野尧增长知识袁丰富
他们的暑期生活尧 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思想
道德修养袁养成野多读书袁好读书袁读好书冶的良
好习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