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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获取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
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
邃。”对于个人来说，读书就是学知识、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从
而见识更多的人与事、明白更多的道理，增长个人的智慧。因此，好读
书、多读书、读好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市民如果都以阅读为乐，形成人人热爱阅读的风尚，这个城市不仅会充
满活力与创造力，而且让城市文明更有品位。

阅读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丰盈
人生的最佳途径。读书能够学到知
识，这是读书最基本的功能。通过
读书，我们可以获取政治理论知识、
专业知识、人文知识和其他各种知
识，在获取知识过程中汲取从政智
慧、提高做事本领、构筑精神家园。

读书能够明理。学习知识是对
读书的初步要求，明白事理才是读书
的重要目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相
比碎片化、被动型的知识获取，读书
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知识、整体性思
考。通过阅读，我们让人类智慧的结
晶序列式地内化于心。读书能让我
们遇见有趣的灵魂，探寻更高远的境
界。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提升修养的
方式。读一本好书，如同攀一座高
峰。人到半山腰，固然也能欣赏到风
景，但唯有不断向上攀爬，才能领略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
光。读书还可以陶冶情操。古人讲：

“治全国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
治心修身，一个直接、有用的办法即
是读书。对人们来说，读书除了可以
增长知识和学问、改变个人命运外，
更可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不仅可以成
就个人大业、为国家乃至人类多作贡
献，而且阅读改变人生。读好书，能
使人变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
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

阅读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
却能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书籍
并非装点门面的饰品，而是精神的
营养品。不能与书籍独处，只会让
人生之路走向狭隘，甚至禁锢心灵；
浸润书香，才能让我们驶向无限广
阔的海洋，让人生气象万千。让我
们静下心来多读书吧，渐渐地你会
拥有强健的精神筋骨、收获丰盈的
精神生命。

阅读丰盈人生

书香温暖城市

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
自信自强的品格，读书就不能喊口
号，而是需要付诸行动。生活里，
一些人拥有读好书的梦想，但是他
们却不去积极行动，而且还为自己
的怠慢行为找种种借口。有的人
书单列了长长一串，书架摆得满满
当当，但买来的书只是随手翻翻而
已。有的人借口工作忙、应酬多，
导致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难以
形成良好的习惯。有的人成天喊
着要多读书，却难以抵挡电子游戏
的诱惑，不能戒掉刷视频的“瘾”，
以致时光匆匆流走，徒留内心的迷
茫自责。

阅读关键需要真的行动起来。
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读书，关乎读
书的质量效益，这一点须臾不可忽
视。读书要在平时下功夫，而不是
单凭心血来潮。读书靠的是锲而不
舍的坚持。我们要激发读书自觉，
将外在的读书诱惑压力转化为内在
的动力，勇于和善于做读书的主人，
从而学会忙里偷闲读书、推却应酬
学习、强迫自我充电。

想要看书的人，无论多忙，都可
以找到时间。而不想看书的人，即
使很闲，也不会主动拿起手边的书
来读。读书要只争朝夕，让主动阅
读成为习惯。让我们放下手机、关
掉电脑，捧起一本新书，结识一位新
朋；重读一部经典，对话一位老友。

阅读需要行动

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
来。阅读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
永不止息的追求。爱读书，也要会
读书！古人说：“读书宜有门径。
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
半功倍。”读书的方法有很多种，选
择什么样的读书方法因人而异。
今天，在这里列举几项古人读书方
法，希望给广大读者一些有益的启
示。

董遇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
书。董遇，汉代的著名学者。他的

“三余”读书法，概括起来就是要利
用空闲时间读书。具体来说，就是
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
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
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
不能下地劳作，这都是可利用读书
的空余时间。

顾炎武的“三读”读书法。他的

“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
“游戏法”。他给自己规定：每年春
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
书，即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
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地增强了记
忆力。在每次复习时，他面前放一
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
边听边默记。

郑板桥：“求精求当”读书法。
他强调多读必须以精读为基础，多
读的内容也必须用精读中得到的知
识去联系新知识，围绕一个课题深
入下去。读书求精不求多，才能读
到书里去，抓住要领。

只有会读书，才能把书读“活”、
才能读有所得、才能把书本知识转
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
慧转化为能力。希望广大读者能够
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通过读
书获得真知灼见、收获精神启迪。

读书得“法”方受益

从古至今，书籍数量可谓浩如
烟海。那么，一个人在有限的时间
和精力条件下如何有选择性地去读
书呢？美国的汉密尔顿读书的技巧
在于有选择地读。他把选择提高到
技巧的地步。爱默生则把他选书籍
的规则定为不读问世还不到一年的
书、不读没有名气的书、不读自己不
喜欢的书。从这些读书大家的读书
习惯可以看出，有选择性地读书，是
不少人的习惯。

面对如山的书本，一个读书人

首先就要重视对阅读对象的选择，
并做到合理、准确地选择。一个读
书人要真正做到合理、准确地选择
书籍，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情。选择的标准应该是喜欢读的
书、耐读的书、经得起读的书。只有
坚持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籍，才会给
阅读者带来很大的启迪和帮助。在
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层出不穷的
时代，有选择性地读书更显得尤为
重要、更需要我们对读书作出正确
的选择。

读书要有选择

如今社会浮躁气息浓厚，很多
人干什么事情都失去了耐心，包括
读书。正是心中少了份从容和淡
定，很多人不是不读书，而是整天过
分地纠结于读书的进度和数量。这
样一来，不能从容读书的人就会陷
于为了追求数量和读书进度而焦
虑、机械地读书。不能从容地读书，
不但不能让自己从书中有所收获，
而且还可能让某些读书人失去对读
书的情调和欲望。

读书应当从容地读。宋代理学
家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正坐，

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意
思是说，读书的时候，应该沉潜其
中，只有反复玩味和推敲，才能领悟
其中之意。如果把读书视为心灵旅
程的话，那么从容实在是最为紧要
的。你无论读什么书，都需要给自
己一段完整的时间、一个静谧的氛
围。读书一旦进入了从容的境界，
则定然像元人吴徽所说“尚友古之
人焉”。也就是说，此时此刻，读书
人已在精神上与古人相沟通、相交
流，从而陶冶、净化、提升了自己的
心灵世界。

从容阅读效果好

古语云，学而不思则罔。在读
书学习的过程中，读书人的思考显
得尤为重要。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
《论阅读和书籍》中说：“如果一个人
几乎整天大量阅读，空闲的时候则
只稍作不动脑筋地消遣，长此以往
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
力。就像一个总是骑在马背上的
人，最终就会失去走路的能力一
样。许多学究就遭遇到过这种情
形，他们其实是把自己读蠢了。”

读书思考，是对知识与智慧的
上下求索，从古至今皆是阅读的本
质所在。尤其当下，各种碎片化信
息爆炸开来。但“碎片”不等于“破
烂”，正如一鳞半爪足以暗藏玄机，

好的“碎片”能充当指针和向导，一
击中的，既激起求知的兴致，也洞开
书籍阅读的大门。要想让这些碎片
化的信息发挥积极的作用，就需要
读书人多思考、多归纳。这就好比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
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
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
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
图书馆。同理，不管你读多少书，如
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
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
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因此，只有
在读书中思考，才能有所收获，才能
从这些书本中生发出属于你自己的
独立思想。

读书必须常思考

在互联网时代，有人对读纸质
书和电子书哪个更好有过很多争
论。有的人认为读纸质书才叫真正
的读书；有的人则认为读电子书方
便快捷，效果也很好。我觉得，读
书，不管是选择纸质书或电子化书，
阅读的“内容”必须过关。

阅读的一个目的在于求知。
随着时代发展，从“读书”到“读
屏”，阅读习惯的改变，换个角度看
也是阅读方式的丰富。数码产品
的更新换代、纸质书籍的电子化，

让获取知识更为便捷；融合多重形
态的视听内容，更让阅读由平面式
的“纸上得来”升级为立体式的“视
通万里”。数字化打通了书籍之间
的“链接”，让人们能在跳转来源、
聚合推荐等方式里，实现知识的触
类旁通、由点及面、串珠成链。可
以说，数字化拓展了求知的渠道、
丰富了学习的体验。无论是“读
书”还是“读屏”，都有益于知识的
增长，而关键在于阅读的内容本身
是否有意义。

读书“内容”最重要

阅读有益于获取知识、增长智
慧，是传承文化、陶冶情操的重要途
径。人们在阅读中思考，增添知识
的养分、汲取前行的力量。可见，读
书对一个人有很大的意义。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渊博
的知识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短
期获得的，它是持之以恒读书的结
果。然而，在现实中，很多人不能做
到持之以恒地读书。有些人工作几
十年，光吃上学时的“老本”，不主动
读书学习新知识、了解新理念；有些
人只想不做；有些人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有些人临时“抱佛脚”，过后束

之高阁……久而久之，思想慢慢僵
化、本领渐渐落后，与持之以恒读书
学习的人便产生了差距。

读书是一件持续做且有价值
的事情，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
进的过程，贵在持之以恒，切莫半
途而废。在如今知识更新速度不
断加快的年代，每一个人都应当增
强危机意识，把学习当作一种进取
的态度，养成持之以恒的阅读习
惯，利用闲暇时间多读书，从书中
获取新的知识点、扩大知识面、更
新大脑“库存”，不断提升自我，成
为更好的自己。

读书贵在持之以恒

编者按编者按

与阅读为友 与美好相遇

书是文明的传播者，书香气也是
城市的烟火气。一个有底蕴的社会，
应该是阅读社会；一个有魅力的城
市，应该是书香城市。阅读也是一座
城市、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不竭源泉和精神动力。阅读不
仅仅是个人的爱好，还是国家和一个
城市创新力量和道德力量的源泉。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如果
一个城市形成了读书的风尚，这个城
市就会充满活力与创造力、充满文明
和温暖。阅读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
渠道。当一座城市的市民捧起散发
墨香的书籍，人们便会沿着书籍的阶
梯，拾级而上，不但收获丰盈的人生，
更是涵养了整个城市文明的秉性。

一个城市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全民的阅读水平。阅读不仅
使一些先进的价值理念成为城市共
同的价值追求、推动市民整体素质提
升，也会深刻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
生产生活方式，使城市拥有可持续发
展的人才资源，从而不断增加城市文
化内涵、提升城市精神品质、推动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城市
飘满书香，需要越来越多的市民爱
上读书，自律地把读书的习惯坚持
下来；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推行政策、
出台各种措施、完善相关设施，为市
民读书创造条件，为市民提供功能
齐全、温馨舒适的阅读空间，让城市
更具温度和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