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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
说：“读书让我们知道，在人类
历史的长河中，有如此多伟大的
灵魂，我们要与他们兑换。”人民
日报推荐过几部经典书籍，涉及
古今中外的名著。名著的智慧
能穿越时空，无论任何时代，都
能放射它的光芒。如果你不知
道读什么书，不妨先从这些经典
名著读起。

——《上帝掷骰子吗？》
曹天元的这本书是一本关

于量子物理发展历程的科普书，
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带你去了解
量子物理从起源到发展的全过
程，还介绍了量子力学的一些重
要概念，比如波粒二象性、量子
纠缠等。

书中还有一些不为大众所
知的科学巨人们的故事，让你在
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到深奥的科
学理论，吸引你去了解更多的科
学知识、激发你的求知欲，让你
对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有更深
入的理解。读完这本书，你会了
解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想象的
那样确定和有序，而是充满了随
机性和不确定性，微观世界和宏
观世界也有根本的不同，微观世
界遵循着量子力学的规则，量子
力学是现代科技的基础……这
些都能增长见识。

——《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

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
说。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
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
说，全书共三部。1986 年 12 月
首次出版。

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为背景，通过复杂
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
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
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
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
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
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
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
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1991
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
三届茅盾文学奖。

——《父母在世时你要做的
43件事》

我们常认为父母会永远在
我们身边。由于父母是我们在
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所以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很了解父母
的内心。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
会说一些令父母伤心的话，而
过后才祈求原谅。想更多的敬
一份孝心，可是父母已经离开
这个世上，令我们后悔莫及。
本书介绍了父母在我们身边时
的一些表达爱的方法:记住父
母爱吃的食物，按时奉上零用
钱，在妈妈怀里撒娇，和爸爸共
舞一曲，邀请父母参加毕业典
礼……朴实无华的故事带给我
们的启示就是：孝敬父母不是
物质上的、也不是看起来非常
艰难的事情。陪伴父母的日
子，就能再多爱一天父母，我们
也是幸福的。正如作者在序言
中所说“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
那你就是真正最幸福的人。即
使二老中只有一位健在，那你
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还有
机会。”

读书要读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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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承继文化的重
要方式。古代前贤对于读书多有论述，仔细品味，当有启迪。人们多读书，就可以保
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我们的民族精神自然也会厚重起来、深
邃起来。因此，“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是我们迈入新时代、开启幸福
生活的重要一环。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眼下，正是规划一年读书的好时机，就让
我们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在新的一年与“墨香”
为伴，寻找生命中的“诗与远方”。

与与““墨香墨香””为伴为伴
寻找寻找““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丰
富，精神上的满足也要齐头并
进。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
华”，读书，是一场灵魂的修
行。书籍是开启一扇新世界
大门的钥匙，它可以让灵魂丰
富多彩、让心灵得以休憩。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
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
灵，在日积月累中，你所读过
的书，会慢慢在你的行为、谈
吐中体现出来。近几年热播
的《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
学类节目，让很多人见识了读

书所带来的特有的文学气
质。主持人在舞台上举止得
体，谈吐大方，言语中体现出
的文化修养，是很多观众喜欢
他们的一个原因。所以，读书
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平
凡的世界中，拥有一个有趣的
灵魂。多读书，不但能学习到
更多知识，也能让我们温养出
平和、温婉的气质，成为一个
有趣味、会思考的人。所以，
不读书真的是一件遗憾的事，
至少书中那些万千世界、奇思
妙想、百转千回、传奇人事、智

语良言都感受和体会不到。
人间最美四月

天。有人说，身体或
者灵魂必须有一个
在路上，如果此时不
能走出去看世界，不如慢下脚
步，在这个春天走进图书馆、
阅览室、书店，适当地让生活
慢下来，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让书籍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
世界，在书中寻找生活的美
好，给心灵放个假，享受生命
在书海中的一段静谧而美好
时光。

拿起书本给心灵“放个假”

坐下来打开书本，手边必
备词典和相关书籍解惑……
这样有仪式感、有无穷期待
的情形，随着网络化阅读的
出现，已经十分稀少。获取
知识的渠道也是如出一辙；
好友群中转发的各种文章、
社交平台上的推文，成为阅
读的重要来源。如今，在信
息爆炸和信息碎片化的移动
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
与深度阅读“渐行渐远”。

技术的发展让读书更
“轻松”，无需汗牛充栋，只需
一件电子设备在手。古人牛
角挂书、囊萤映雪。今天，则
是借助电脑、手机熬夜“追”

连载小说、漫画更新。人们
的脚步越来越快，除了手机
等电子设备，视线停留在一
处的时间越来越有限，耐心
和专注力也越来越低，静下
心来去读一本书，可能对于
一些人来说，变得不再那么
轻而易举。我们承认网络给
读书造就的便捷可及、互动
友好，但浅阅读带来的注意
力分散、碎片化等现状也不
容忽视：刚想好好读会电子
书，打开手机却被其它信息
推送转移目光；面对大部分
的图书浅尝辄止，宁可碎片
化浏览；没耐心享用丰盛的
书本“大餐”，几分钟概括内

容的“电子榨菜”成了“代
餐”，这些在不知不觉中削弱
着读书本应提升的文字表达
能力、思辨能力。

一味沉溺于碎片化、娱
乐化的浅阅读，把读书从一
种长远的自我提升，变为了
即期的“消费”和轻浅的“快
餐”，消耗了时间，获得了当
下的快感，却不能收获内心
的充实。我们不应该满足于

“浅阅读”，只阅读网络上的
信息，而是应该静下心来“深
阅读”。网络让我们漂流在
信息海洋的表面，而深阅读
则是带我们向下深潜，汲取
深藏水底的精神清流。

碎片“速食”不能代替深阅读“正餐”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在这斑斓的文化园地里，大道
名士，各树一帜；诗词曲调，连
峰叠起。每一位文学哲人的
每一本著作，都构成了这一古
老文化的精神实体，承载着前
辈思想的经典，这不仅具有一
种狭义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政
治、思想、文化领域等方面都
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文化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书籍
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则是
继承文化的重要方式。我们
可以通过多读书、读好书，来
开拓视野、点亮智慧、丰富人
生。经典书籍附带的诸多历
史与文化的痕迹，使之具有唯
一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删除

性。教师刘丹说：“书籍是历
史的‘见证者’和历代圣贤智
慧的‘记录者’，是给予我们下
一代最好的礼物，它能够给予
孩子们智慧、勇气以及分辨是
非的能力。”

好的书籍就是在塑造民
族的灵魂与性格，书墨的“香
味”也在感召着每一代人要自
强不息。

书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
性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公共图书馆
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人
们获得知识、搜集文献资料、
阅读图书的公益类型机构，是
推进我国文化建设、提升人们
文化水平和国民素质的重要
机构，更是一个传承、传播优
秀民族文化的地点。公共图

书馆可以凭借自身丰富的文
献资源，去充分发挥自身职
能，为传播传承中华民族文化
贡献力量，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和义务。作为全民阅读的重
要阵地，近年来，公共图书馆
一直将“为人找书、为书找人”
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充分发
挥社会知识中介的职能，在服
务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中
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也伴随着文化的昌盛，而文化

的昌盛又推动了人们对于文
化多样性的诉求，这就给公共
图书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近年来，辽源市图书馆一
直坚持服务阅读，在新馆建成
以后，不定期地举办多种多样
的文化宣传活动，从各种专题
讲座到读书日活动，最大限度
地满足了居民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的阅读需求，让更
多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
馆、利用图书馆，在“家门口”
就能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传承典籍，增强文化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