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自己活明白》

处处与人为善，对方却变本加厉；重视感情，反而被过
度消耗；不敢有自己的情绪，连拒绝也说不出口；过着“二
手生活”，一直都在复制别人的人生；跟家里人关系紧张，
总感觉束缚；工资不涨，跳槽不敢，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到了年纪才知道；有些道理，不一定要
经历了才明白。

《趣说春秋367年》

王室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秩序瓦解。大概是中
国历史上最重要、最混乱、最狗血的三百年。

《旧时光里的外婆》

这是一部关于记忆、关于成长、关于爱的作品，它以故
乡石板洲为起点，带领读者走进一个充满温情和生命力的
世界，感受那份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上有老，下有小》

聚焦社会少子化情境下的养老问题，以写实的笔法描
摹了一个普通大家庭的命运故事，一辈子像陀螺一样忙碌
和辛劳的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老年生活呢？

西 窗 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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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溢香亭

苏轼有个叫董传的好朋友，这个朋
友曾经生活贫困，但饱读诗书。于是，
苏轼便勉励他：“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
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读书可
以提升人的修养和境界，即使身上穿着
粗衣劣布，但内心有学问，也会展现出
卓尔不凡的气质。

由此可见，读书是多么重要。通读
古代典籍，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的读书
诀窍，比如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抱着实事求是的心
态去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又比如
宋代大儒朱熹所说的读书“三到”：心
到、眼到、口到。这便是在强调读书时
必须专心致志。除此之外，古人还有一
些读书妙招。

读书，需要熟读精思——
孔子到了晚年的时候喜欢上了《易

经》，而且为《彖》《系》《象》《说卦》《文言》
等篇目编排了次序。为了把《易经》研究
透彻，孔子将其认真研读了很多遍。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纸张还没
有出现，书籍都是写在竹简上，然后用
牛皮绳子编联起来的，这就叫作“韦
编”。像《易经》这样的巨著自然是由许
多竹简编联起来的，所以其规模相当宏
大。但孔子来回翻阅，最后将连接竹简
的皮绳都磨断了多次，后人将其称为

“韦编三绝”。
“三”自然不是确指，而是代指次数

多。即便读到了如此地步，孔子还谦逊地
说：“如果能够再多给我几年时间，我就可

以把《易经》的文字与内容理解清楚了。”
朱熹也强调了熟读精思的重要

性。他认为，读书必须要熟读，熟读之后
自然能够精湛纯熟, 精湛纯熟后也就自
然能够逐渐理解书里面所讲的道理。

朱熹还打了个非常形象的比方：读
书就好比吃水果一样，一口咬开还没有
尝着滋味就把果肉吞进了肚子，这样怎
么能品味出果子的味道呢？所以吃果
子的时候应当细嚼慢咽，这样果子的滋
味便会自个儿冒出来,我们才能知道这
个果子是甜的、苦的还是辛辣的, 这才
算是弄明白了这果子的味道。

清朝初年有个叫唐彪的学者，特别
爱读书，而且总结了一套读书学习的经
验：如果将书本上的内容读得极其熟
练，就会感觉自己与文章融为一体，在
写作文的时候，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就感
觉非常轻松甚至随心所欲，文思泉涌，
滔滔不绝。

读书，要对内容进行思考——
除了熟读书本内容，还必须要对这

些内容进行深刻思考。孔子就指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便
是告诫我们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

苏轼曾经安慰过一位落第的秀才，
告诫他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
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经
典的书一定要多读一读，而且还需要进
行深刻思考，这样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并将所学的知识加以运用。

东汉学者王充就是个博闻广记的
人，他在自己的著作《论衡》中强调过博
闻广记的重要性：没有博览群书的人就
无法知道古今之事，那看到自己身边的
事物便无法判断是非了，就如同是一个
盲人、聋人、鼻塞的人一般。

唐朝诗人杜甫告诉过大家：“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
二十二韵》）形容博览群书，把书反复地
精读、细读，唯有这样，下笔的时候才会
得心应手。

读书，不求甚解——
历史上，还有一种特殊的读书方法

——不求甚解。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特
别喜欢读书，但他读书往往“不求甚
解”，就是从来不着眼于一字一句地解
释，不会在每个字句上过分下功夫探
究。这自然不是陶渊明学习不认真，而
是他读书只求理解作者的精要，他自己
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每当对
书中的内容有所领会的时候，就会高兴
得连饭也忘了吃。

诸葛亮读书和陶渊明的方法很相
似。东汉末年，诸葛亮曾在荆州学习，并
和寄居于此地的颍川人石韬（字广元）、
徐庶（字元直），汝南人孟建（字公威）一
起交流探究，其他三个人读书学习的时
候都非常精深，对于一些细节性的东西
不啃下来就不罢休，只有诸葛亮读书的
时候只求把书中的大概意思理解了。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也表示：读书时
不必强求处处清楚，不懂的地方先放
过，不必太纠结，把整本书通读后可能
就融会贯通、豁然开朗。

其实，无论是不求甚解还是观其大
略，都并非是漫不经心的消遣，而是一
种阅读策略。人们在阅读时先把书本
或者文章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碰到不懂
的地方不拘泥，继续往下读，这种方法
能够节省时间，而且在阅读时必须全神
贯注地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字里行间，这
往往更加需要我们去用心思考。

由于不懂得思考的重要性，还有人
在读书时闹出过笑话。南朝时期便有一
个叫陆澄的人，他勤奋好学，读的书也非
常多，当时的人都称赞他为博学之人。

然而，陆澄读的书虽然多，但大都
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探
究过书中的内容或者学习中所遇到的
疑问。比如他读《易经》，读了三年还不
明白里面的文字意思。到了晚年，陆澄
又想给此前刚灭亡的刘宋王朝编撰一
部《宋史》，结果琢磨了很长时间无从下
笔，最后竟然没有编成。当时一个叫王
俭的文学家便调侃他说：“陆公真是个
行走的书橱呀！”意思是脑子里记了特
别多的书本内容，可都是死记硬背，并
没有什么用呀。

宋代大儒朱熹说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至于读书，古人

颇有可资借鉴之处。那么古人读书有哪些“妙招”——

古人读书“妙招”面面观
□ 冒建国

我自从上学以后就喜欢课外阅读，
参加工作后还习惯于经常买书与订购
杂志，所以家中的藏书也越来越多，后
来家中几个书橱装不下了，我就找一些
废弃的纸板箱用来存放书刊，并随意地
堆放在书房的角落里。但妻子见了就
埋怨，因为她一贯讲究卫生整洁，认为
家中不应该如此乱摆乱放所藏书刊。
为此我俩经常闹矛盾。

后来妻子想了一个解决家中藏书
放不下的“办法”，她让我把一些看过的
且保留价值又不太高的书刊整理出来，
然后由她定期拿出去卖给收废品的
人。因为没有其他再好的办法，我只好
按她说的去做。但我毕竟是个深爱书
刊的人，每当看到妻子把家中的书刊卖
掉时，心里就像自己的孩子被人领走那
样揪心与难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前年初才得以彻底改变，也就是说从那
时候开始，我家就将存放不下的藏书拿

去“再就业”了。
那是前年初的一天，一位在如东丁

店乡下老家当村主任的亲戚来我家做
客。此时正逢我妻子把一叠我“忍痛”
整理下来的书刊打捆，准备卖给收废品
的人。这位亲戚顺手翻了翻，觉得这些
图书虽然存放多年，其中杂志也已过
期，但从外表上看仍然很完整，都像新
书新刊一样。而且他认为这些书刊的
内容一定很丰富，也一定很有阅读价
值，尤其对没有看过这些书刊的人来
说，这些就是新图书，就是新杂志。这
位亲戚当即感慨地说：“你家把这么好
的图书与杂志当废品卖实在太可惜，如
果放到我们村的图书室，村民们一定喜
欢得不得了”。这位亲戚接着告诉我
们，如今他们村里虽然办有图书室，但
因为经费有限等原因，所添置的图书与
订购的杂志种类还不多，在数量上也满
足不了村民的需求，特别像你家眼下打

算卖掉的这类书刊，在我们村图书室里
几乎没有。

这位亲戚的一番话让我与妻子深
受触动，是啊，我家把看过的书刊当废
品卖，实际上也卖不了几个钱，却造成
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被浪费。至于如
今农村中喜欢看书读报的人很多，而
暂时仍有不少村一级的经济条件还不
太宽裕，不可能给村图书室订购很多
图书与杂志，如果我家经常把看过的，
或者是家中放不下的图书与杂志送给
农村图书室，倒是一种很实在的“智力
帮扶”与“文化援助”行动，更主要能让
这些很有阅读价值的书刊得到再利
用，并能为丰富农村居民精神生活、提
高村民综合素质、促进新农村建设作
出贡献。于是我和妻子当即与这位亲
戚商定，家中这批存放不下的图书与
杂志不卖了，全部让他带回乡下去，至
于今后还会定期把家中一些藏书送给

他们村的图书室。这位亲戚听了非常
高兴，他连声说好，并风趣地表示一定
好好珍惜、好好利用，让你们家的藏书
在村图书室里“再就业”，并让它们不
断发挥好“余热”。

打那以后，我家把每次看过的或者
家中存放不下的图书与杂志都放好，每
隔一段时间就准时送到我家那位乡下
亲戚村里的图书室。如今我家这样做
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虽然送来送去在手
续上有点麻烦，但毕竟很好地解决了家
中看过的书刊“存放不下”以及农村图
书室“书刊不足”的矛盾，而且还节约了
资源、践行了低碳，同时也进一步宣传
展示这些书刊，以此能吸引更多单位与
个人去添置或订购，可谓一举多得。所
以，我家今后会一直坚持这样做，同时
我们也希望更多家有藏书的居民都这
样做，以此让更多看过的或者家中放不
下的藏书得以“再就业”。

让家中藏书“再就业”
□ 杨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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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场浪漫的修行
——读《守望家园的星空》有感

□ 吴晓云

如果说生命是一场旅行，我想说这
场旅行就应该要热烈而浪漫。回望这
段旅程，我们可以笑着回味着，不觉遗
憾，亦不觉后悔。

细读孙陈建先生新著《守望家园的
星空》，如品茶香，其中滋味，不吐不快。
人生之路其修漫漫，他于漫漫路上演绎
浪漫之旅，况味他自品，痛苦他自解，孤
独寂寞他自尝，快乐他分享，果实他乐
给……我曾经受赠于我市县作家王海
波、郑文光、孙同林、陈皓等诸位的著
作，由衷欣赏他们对文字的敏锐，对生
活的有心用心，对文学的至真挚爱，更钦
佩他们文字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丰
厚、哲思哲理、家国情怀、乡土人文等。
由此及彼，手捧散发油墨清香、浸润童心
未泯、亲昵乡土自然、感恩父母亲情、感念
教育情怀、触及乡村人物等十辑而成的
白色腰封、闪烁着点点星光的蓝色书本，
一股亲切感从心头升起。作者是我们宾
城点灯人读书会，后改为如东阅读者协
会的发起人。在他看来，书香定要成为
全民之风尚，人类生存之精神食粮。他
身体力行做到这点，带领协会会员“开疆
辟土”“翻山越岭”，走出一道以“阅读”为
主线的有规模的范式之路。与此同时，

他博览群书，不辍笔耕，《守望家园的星
空》便是他精心打磨生出的“孩子”。

回到此书，辑一“童心浅语”中，我们
不仅看到一个热爱享受阅读的读写者，
还目睹一个著作等身集童心未泯一身的
可爱人。《数鸟窝》中处处童言稚语，“妈
妈，我们来数鸟窝吧！你数那边的，我数
这边的，看谁数得多？”为什么有的鸟窝
有足球那般大，有的鸟窝只有我的拳头
那样小呢？“这些童言里，作者就是那个
活泼有趣的孩童。可以想见，当一个人
穿越到多年前那个景况，置身于孩童世
界，正与当前种种发生交集时，幸福感定
会腾腾升起。而《饥饿记忆》中”蹭饭“的
场景亦让我想起小时候跟在妈妈身后的
情景。每次当妈妈的跟屁虫，总想捞点
什么“好处”。事实上跟在妈妈后面，的
确能享受到不少亲朋好友赠予的“好
处”，还有就是因为所谓的听话懂事而获
得的美言。现在想来，小时候享受到的
好话和捞到的“好处”正如同老师在教育
教学中对孩子的正面引导教育一样，当
表扬严重”饥饿”时，孩子们就需要适时

“喂养”一下，把准角度，春风化人。
古今中外，写自然物候的大家不乏

众多。梭罗的眼里，瓦尔登湖就是他安

居的乐园，他在那里搭窝棚、搞种植、干
各种事儿，他既是花园工，也是农民；既
是老师，又是油漆工；他还是作家、诗人
……在瓦尔登湖边，他诗意地生活。他
说，那是些欢快的春天的日子，在这样
的日子里，人对冬天的不满随着大地一
起消融，冬眠着的生命也开始舒展开
来。作家汪曾祺先生对家乡时蔬、自然
物候更是深情万种，在他的笔下，芸豆、
豌豆、黄豆、扁豆等各具特色，色色生
香。而在孙陈建先生的辑二“拥抱自
然”中，桑树、柿子树、西瓜、芦稷、蘘荷
等都成了他寄情笔下、托物思人的篇篇
实作。没有卖弄造作的虚情假意，没有
鸿篇巨制的声势，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
人物画面，清风拂面的田园牧歌。

孙陈建先生的工作起始经历是在学
校。他在学校工作的11年，一直身处教
学第一线。身为同道之人，对他从教经
历的风风雨雨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

“教育寻梦”中，我看到一个带着憧憬走向
课堂的教师形象；目睹到一个在春天来
临之际为孩子们写诗的诗人范儿；眼见
一个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瓶颈，不断自我
反省让自己越来越强大的有爱心有耐心
的师者形象；感受到一个创设让学生自

己体验、探索、顿悟的育人无痕的师者形
象；还目睹到一个在教育改革浪潮中不
息思索，践行于一线时对学生播撒知识、
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的大师风范；更看到
一个大爱无疆、情满教育界、爱洒社会的
教育者……教学资源就在我们身边，教
育契机无处不在，拥有教育智慧的人无
疑是幸福的，学生毫无疑问也是幸运
的。反观教学一线的自己，良心使然，对
教育始终挚爱，对学生严慈并济。以爱
为起点，为了一切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为
了孩子的一切。和孩子同呼吸，共命运，
就如孙陈建先生在《校园里的树》说的那
样“做一棵校园里的树，天天成长，天天向
上，不惧风雨，自力更生。有着参天的梦
想，但也不生急躁，保持住分分秒秒的努
力，坚守着日积月累的执着，即使不能成
材，也是无怨无悔，自由自在。”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何其
短，是愿你我尽其欢，亦欢其尽。人生
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珍惜拥
有。孙陈建先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

“孩子”，何愁多个“孩子”？他在这条充
满艰辛而又收获颇丰的创作之路上，快
乐享受着漫漫幸福之旅。是啊，慎终如
始，则无败事。再言祝贺！

留留香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