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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
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
的阅读史。”对作为社会的每一个
个体来说，阅读贯穿于他的人生全
过程。如果说，中学阶段学生的阅
读大多是被动的、功利的、实用的，
即将开启的大学阶段的阅读，则应
该是主动的、全面的、深刻的。

塑造全新的自我的大学生活，
阅读是最好的选择。崭新生活开
启之时，大学生们不妨从以下几种
阅读方式开始。

首先，可以选择一部经典。关
于经典，古今中外有许多阐释。北
京大学王余光教授认为：“我们常
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
的、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
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
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认为，所
谓经典著作，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几
个国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决定
阅读的一本书。仿佛在这本书的
书页之中，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
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简直如宇
宙那样博大，并且一切都可引出无
止境的解释。

基于经典具有的经久不衰的
典 范 性 和 权 威 性 的 品 质 ，阅 读 经
典，不仅可以丰富知识，而且可以
提 升 境 界 ，理 应 是 大 学 生 涵 养 品
质、锻造人格的必选项目。

其 次 ，可 以 选 择 一 本 名 人 传
记 。 著 名 阅 读 推 广 专 家 、南 京 大
学 徐 雁 教 授 认 为 ，人 物 传 记 是 一
个人在不同的人生时期的生活镜
鉴 ，具 有 见 贤 思 齐 的 砥 砺 人 生 及
潜移默化的阅读疗愈功能。人物

传 记 摄 录 作 者 真 实 的 心 灵 轨 迹 ，
对于启迪人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 。 特 别 是 在 青 壮 年 时 期 ，需 多
读 中 外 人 物 传 记 ，去 设 身 处 地 地
体会职业、事业与志业的不易，让
自 己 脚 踏 实 地 地 为 人 、处 世 和 做
事 ，把 自 己 的 一 技 之 长 做 实 、做
好、做强大。

踏入高等学校校门的大学生，
可以选择自己专业的名人传记进
行有针对性的阅读，借鉴本专业名
人的人生经验，在帮助自己尽快熟
悉专业学习的同时，激励自己树立
远大的专业理想。化学专业的《居
里夫人》、美术专业的《徐悲鸿传》、
中文专业的《鲁迅评传》、建筑专业
的《梁思成传》等等，都是非常好的
选择。

当 然 ，随 着 学 科 发 展 日 益 融

通，跨学科学习也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在阅读名人传记时，我们更
多汲取的是名人学习的方法和人
生的智慧。

最后，还可以选一本介绍就读
院校历史渊源与文化的读本。近
年，随着学校文化品牌建设和宣传
力度的加强，很多高校都很注重打
造自己的文化名片，出版发行有记
录学校历史、记载专业建设、介绍
专业名人、阐释学校文化的书籍。
不妨在进入校门后，选一本介绍就
读院校历史渊源与文化的书籍，尽
早熟悉校园文化，亲近校园，为尽
快融入与适应大学生活打下基础。

众所周知，从 2015 年起，时任
清华大学校长的邱勇教授每年在
为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都
会送上一本书。这些书有《平凡的

世界》《瓦尔登湖》《艺术的故事》
《从一到无穷大》《万古江河》《乡土
中国》《老人与海》等，涉及文学、历
史、艺术、科普、社会等专业领域，
门类不同，却本本经典。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
妨直接“拿来”这些书目，带上一本
自己感兴趣的，踏上人生旅途，在
丰富知识、涵养气质、提升境界的
同时，认识自己、了解历史、发现世
界，养成读书习惯，不断提升自我，
成就美好未来。

最是书香能致远。让缕缕书
香，充盈人生每一段旅程。

（据《光明日报》）

最是书香能致远
任文香

《昆虫记》一经问世，就
取得了巨大成功。人们惊
诧于作者法布尔细致耐心
的观察与严谨的科学态度，
更为他充满诗性的语言所
折服，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昆
虫的史诗，可以与古希腊的
荷 马 史 诗 相 媲 美 ，称 他 为

“昆虫界的荷马”或“科学界
的诗人”。众多荣誉也接踵
而来。法国学士院授予他
最高荣誉——布其·得尔蒙
奖，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等
国的昆虫学会吸收他为荣
誉会员，就连法国文学界也
推 荐 他 参 选 诺 贝 尔 文 学
奖。是的，你没看错，法布
尔是科学家，却被推荐参选
诺贝尔文学奖！1915 年，法
布尔以 92岁高龄离世，如果
他活得再久一点，也许就能
得到诺奖。

法布尔离世后，《昆虫
记》依然长盛不衰，先后被翻
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受到各
国人民的喜爱。1923年，《昆虫记》引入中国。

这是一套记录昆虫种类、特征、习性的
巨著。首先，《昆虫记》具备很强的科学性。
全书详细记录了一百多种昆虫，记述了它们
如何建巢、繁育后代等真实细节，填补了昆
虫学的很多空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严谨的
专业知识。例如蝉需要在地下苦苦蛰伏四
年，才能换来短短一个夏天的生命；蚂蚁是
如何搬运超过自身几百倍重的东西，还能精
准认路的；蝎子是怎样在石缝间克服干燥和
炎热，生存、繁衍下来的……

其次，在法布尔的放大镜下，本来有些
枯燥的科学摇身一变 ，变得绚烂而富有生
机。法布尔本人也说过 ，相对于昆虫解剖
学，他更倾向于“情感昆虫学”。他不喜欢把
昆虫做成标本，再将它们解剖分类，而是更
喜欢看到活生生的昆虫，乐于窥探它们的生
活，探究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发现不同
昆虫之间的共生与冲突。

很多时候，为了验证一个微不足道的细
节，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在树林里或者荒草
中，手拿放大镜，连续观察几个小时之久，就
像一座雕像一样。如果这样依然不能满足
研究所需，他还会小心翼翼地把昆虫带回家
中，悉心培养，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为止。
这些方法，在昆虫学研究中，大概可以归结
为野外实验法与观察法。

正是由于大量熟练使用这些科学方法，
并对长期的探究结果做出全面细致的总结，

《昆虫记》才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时至今
日，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关于昆虫的神秘世
界，更传递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一
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一种孜孜不倦的科
学追求。相对于前者，这些显然是更为宝贵
的财富。

《昆虫记》不仅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丰碑，
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佳作。尽管法布尔是
具备高度专业造诣的科学家，写作的时候，
却没有采用高深的术语和枯燥的论文式写
法，而是尽量从实际出发，照顾到普通读者
的兴趣与理解能力。他运用大量比喻、拟人
等修辞手法，在对自然界细致的描写中，让
人们能够不知不觉地生出身临其境的感觉，
切身体会到迷人的野外风光，进而拉近与昆
虫的距离。

在行文过程中，法布尔巧妙地赋予了昆
虫人的情感，将昆虫的一举一动与人的行为
模式做对比，使原本陌生的昆虫世界变得栩
栩如生，热热闹闹，容易理解。细细读来，每
一只昆虫都像坐在读者面前，亲口讲述自己
的故事似的。同时，他还引用了大量希腊神
话、历史事件以及《圣经》中的典故，夹杂以
大量的诗歌，这些都使《昆虫记》的文学性变
得更加浓厚，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浪漫主
义风情。

在法布尔眼中，昆虫不是实验室里一串
串冷冰冰的数据或者土地上长着六条腿的
生物，而更像自己的朋友、亲人。甚至于很
多时候，他把自己都当成了昆虫的一分子，
想昆虫所想，急昆虫所急。正是由于这种难
得的理解和换位思考，他才能真正把昆虫写
好、写活。

深植于法布尔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关怀，
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平等的向
往，对自由的讴歌，使《昆虫记》蕴含深刻的哲
学思想与人文价值。法布尔除了热爱研究昆
虫，也喜欢写诗、绘画、谱曲，是一个很有生活
情趣的人。在他的认知中，昆虫和人类都是
组成世界的一部分，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存在
高低之分，昆虫和昆虫之间更是如此。人们
应该摒弃狂妄自大的想法，不能仅从自己的
角度出发，来称赞或贬损任何一种昆虫。

在对昆虫的观察与记录中，法布尔在一
定程度上表达了对社会现状及人类命运的
担忧，但他始终坚信，只要保持爱与坚韧，充
满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不忘善良、
勇敢等优良品质，并一直践行下去，未来就
一定是美好的，值得期待的。正是这种积极
乐观的理念构成了《昆虫记》的不朽内核，使

《昆虫记》时隔百余年，依然被人们喜爱着。
整体来说，《昆虫记》的基调是轻松的，

作者写作的初衷，不是完成一部骇人的大部
头著作，或者向同行阐述枯燥的科学成果，
而是出于对昆虫学的兴趣和对自然、生命的
热爱，在生命达到一定积淀的时候，记述自
己多年以来观察昆虫得出的科学结论，外加
遇到的趣事，以及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与
感悟，在普及科学知识之余，传递给读者生
活的希望、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文中图书为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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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正午的窗边，我读朋友凌
子（孙丽）的书稿。温暖的阳光穿
过百叶窗照进来，携带着无数细小
的光点，落在书页上，落在茶杯氤
氲 的 热 气 中 ，也 落 在 瓶 中 的 绿 植
上。我稍微放下书稿，看这些细碎
的光斑——就如同这位温婉细腻
的女作家，她时常从忙碌纷乱的生
活中，抽身停下来，打量一下这分
分秒秒闪烁飘飞的时光之羽，感受
到它多彩的光泽。

这片刻的打量与凝视，这瞬间
的心动与沉思，让生活慢下来，酝
酿 出 诗 情 画 意 ，散 发 出 鲜 活 气 息
——形诸语言，融为词句，于是有
了这些活泼鲜丽的文字。

凌子把她的第二本书题名为
《时光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清
雅女子在时光中留下的无数张剪
影，是一个敏感细腻的心灵对生命
的种种描画，也是她在许多匆匆瞬
间为自己写下的一封封小札……

她写花草植物，写四季小景，
带 着 一 份 亲 切 活 泼 ，也 让 人 读 出
她的敏感和多情。她写父母写亲
人 ，怀 着 一 份 感 恩 ，一 种 怜 惜 ，让

人 感 受 到 她 的 柔 婉 善 良 。 她 写
朋 友 ，写 山 居 ，不 由 自 主 地 融 入
其 中 ，就 像 童 话 里 的 公 主 来 到 了
孩 子 们 的 花 园 。 她 写 个 人 的 经
历 ，写 朋 友 的 遭 遇 ，既 有 对 自 我
的 审 视 ，也 有 对 世 道 人 心 的 体 验
—— 但 她 的 目 光 是 温 润 的 ，充 满
了 珍 重 与 爱 惜 。 她 写 一 个 知 识
女性的日 常 爱 好 ，比 如 看 电 影 ，
比 如 读 书，就像可爱的孩童品尝
美 食 ，既 显 得 口 味 挑 剔 又 能 品 出
甜蜜与美好……

读这样的文字，就仿佛和作者
坐在一起，听她用沉静的口吻，细
说生命中不可再遇的美好，人生中
最可珍惜的瞬间——她的文字有
一种悄然氤氲的感染力，让你不知
不觉沉浸其中，通过这些银铃般清
脆作响的文字，感受到人间美妙的
旋律。

是什么样的女子，能够写出这
样的文字？倘若一位陌生的读者
来 阅 读 她 的 作 品 ，会 忍 不 住 遐 想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拥
挤、物质堆积、速度快捷、人人忙碌
的时代，有谁会对着一片草叶凝视
它的美好，有谁会在窗边捧着一本
书沉迷，有谁会为一个朋友的病痛
而黯然落泪？

她就是这样的多情善感的女
子，仿佛有一颗玲珑心，专为人间
这一脉温情、这一份诗意而生。

她会特意跑几十里路到山野，
在一座林间的老房子门外坐上几
个小时，只为听到风吹过山垭、花
瓣落在泥土、鸟儿穿过树林——

她 的 这 本 书 稿 中 ，有 好 些 篇
章写到她和好朋友打理的一座山
居：那座农家老房子，青青的竹子
迎接风声，翠绿的芭蕉收纳雨声，
樱 桃 花 开 灿 烂 如 霞 ，桃 子 熟 时 招
来鸟儿，还有安静的夏日正午，核
桃树上青果落下……就为了这份
对 自 然 的 热 爱 ，她 们 把 这 个 老 院
子打理一番，路边种上小花小草，
院 子 围 上 竹 木 篱 笆 ，她 们 给 老 院

子 的 门 上 挂 上 一 块 朴 实 的 木 匾
铭 牌 ：“ 时 光 里 ”—— 宛 然 时 光 如
水 ，清 澈 晶 莹 ，凝 固 在 这 里 ，在 晨
色 暮 光 中 酝 酿 成 一 曲 天 籁 。 她
记 述 这 些 ，有 一 份 孩 童 式 的 天 真
烂 漫 ，又 有 一 份 城 市 小 资 的 小 清
新 ，这 种“ 行 动 派 ”的 过 程 与 她 这
种 生 活 化 的 写 作 ，刚 好 成 为 一 种
互 动 ，也 成 为 一 个 人 追 求 诗 意 栖
居的某种象征。

我和凌子相识时她大概刚工
作 不 久 ，在 县 医 院 当 医 生 。 时 间
过得飞快，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她
已经是本地有名的儿科大夫。我
会联想：一位儿科大夫，她面对的
往往是那些还没学会说话的婴幼
儿 ，她 得 用 最 高 超 的 手 艺 为 这 些
孩 子 们 担 任 健 康 天 使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她 还 得 有 天 然 的 母 性 和 爱
心 ，这 甚 至 无 需 用 语 言 来 传 递 。
所 以 她 的 散 文 ，既 带 着 一 份 烂 漫
童 心 的 天 然 ，也 有 着 温 柔 善 良 的
纯 美 ，当 然 还 有 一 种 简 洁 而 不 事

雕琢的诗意。
在这纷纷攘攘的尘世中，一个

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不被陈俗
庸常的生活所淹没，不被物质化功
利化的世情所扭曲，这需要一种难
得的天真情怀。凌子正是这样的
写作者，她本身就像一首清美的小
诗，像一个天性烂漫的孩童，像一
脉自然流淌的泉水——

她很少刻意作文，或有所见或
有所感，用朴素简练之笔写下来，
或长或短，处处可见真性情。就好
比一个性情秀雅的女子，漫步花间
草 径 ，随 手 摘 下 一 片 花 瓣 一 颗 草
叶，拿回来摩挲半天，然后精心打
理又不失天然，使之成为一枚鲜美
自然的书签。

凌子所写下的这些文字，就宛
如这样的彩笺，收纳了人世间的悲
喜 苦 乐 ，也 散 发 着 自 然 的 清 美 鲜
香。这些为时光写下的诗笺，能被
有缘的读者收藏欣赏，将会是一次
美好的相遇。

写给时光的彩色诗笺
——读孙丽散文集《时光里》

丁小村

○汉中文脉

读书读书

○思想者

○我爱读书

○值得一读

在我成长的路上，书一直
伴 随 着 我 ，虽 然 也 有“ 每 有 会
意，便欣然忘食”的快乐，但更
多的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从
没有刻意地深究书中所得，这
并 不 妨 碍 我 为 那 些 深 邃 的 思
想、诱人的故事、古雅的词话和
清丽的美文所折服，所感动，所
影响。

好的书就是一幅风光迷人
的 风 景 画 ，百 看 不 厌 ，让 人 陶
醉 。 一 首 诗 ，一 阕 词 ，一 篇 美
文，一部小说……都是一件件
珍宝，于暗夜里，于雨声中，于
阳光下，这些有灵魂的文字，带
给 我 一 种 心 灵 上 的 感 悟 与 颤
动，那些诗情画意的文字，一个
个钻进我的脑海里，为我铺展
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一颗俗
世之心在这样的诗情画意里痴
迷陶醉。生活原本不是诗，可
当我于这样的情景里生活时，
就 可 以 自 由 徜 徉 在 诗 情 画 意
中，尽情地享受读书所带给的
一切、一切……

秋日的午夜，工作到很晚
独自一人回家，夜风中细雨飘
洒，街上行人零落，只有街灯在
雨中散发着橘黄色的光芒。雨
中桂花树轻轻摇曳，娇羞地，谨
慎地将小花隐藏在枝叶中，不
张扬自己的美丽，满地随风飘
落的花瓣令人心生怜惜，心中
感叹惋惜生命无常、秋雨无情，
刹那间朱淑真“弹压西风擅众
芳，十分秋色为伊忙。一支淡
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李商隐“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
飘灯独自归”很自然地浮上心
头，为那样美的时刻，我的心竟
隐隐作痛起来。

我喜欢在假日的清晨，搬
一张椅子坐在阳台上悠闲地看
书，偶尔从书中抬起头来，看着
阳台一排的兰花在风中轻舞，
即使屏住呼吸，也能感觉到淡

淡 的 馨 香 在 心 中 弥 漫 。 那 一
刻，所有的欢乐、忧愁和不快都
变得模糊起来，心就象一片白
云，在碧空中自由飘荡……

有雨的夜晚，也是我读书
的好时光。记得古人曾说“雪
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
事”，我将它改成“雨夜闭门读
闲 书 ，更 是 人 生 之 乐 事 ”。 是
的 ，伴 着 窗 外 淅 淅 沥 沥 的 雨
声 ，读 一 本 喜 欢 的 小 说 、诗 集
或散文，看“夜的沉默，如一个
深深的灯盏，银河便是它燃着
的 灯 光 ”，真 让 人 忘 了 今 夕 何
夕。丝丝缕缕的墨香，宛如一
阵阵别样的春风，轻轻地吹拂
过自己的心头，仿佛紧紧地尾
随其后，就能顺利而轻松地到
达一片春暖花开、春光明媚的
世界里。

有时读书，我被书中主人
公幸福悲伤和快乐忧愁的氛围
所感染着，在阅读别人故事和
心得的同时，也真切地感悟到
自己的生活。是啊，匆匆忙忙
的人生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
都只顾着脚步匆匆，一路前行，
很少回头看，忘记了对人生的
思考与修正。而读一本好的书
籍，用心灵去体会和感悟，就像
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指引着我
们一路向前、向前！

读书，仿佛已经成为我的
一种生活习惯，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拿起书来，读上一会儿，书
籍已然是我心灵的朋友，更是
我人生中的良师益友，它在带
给我无限乐趣的同时，也带给
我无尽的智慧。

也 许 ，在 人 生 的 道 路 上 ，
并 没 有 因 读 一 本 书 而 改 变 命
运，没有因读一本好书能改变
我们的生活模样。但我知道，
正 是 这 些 年 读 过 的 许 许 多 多
的 书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影 响 着
我，改变着我。品味读书的乐
趣，其中的真善美、丑与恶，带
给我生活真实的感受，更给我
不轻言放弃、始终向上的勇气
和自信。

品味读书
谢林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
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
少 好 学 则 思 专 ，长 则 善 忘 ，长 大 而
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
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
部 ，史 、汉 、诸 子 百 家 之 言 ，靡 不 毕
览。”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记载了
他 父 亲 曹 操 经 常 对 人 说 ：“ 人 年 少
时 读 书 精 神 集 中 专 一 ，记 忆 力 好 ，
年 长 后 就 容 易 善 忘 。 年 长 还 能 勤
学好读的人，只有我和袁伯业二人
了 。”曹 丕 也 深 受 其 言 传 身 教 的 影
响 ，年 少 时 就 背 诵 诗 经 及 其 论 述 ，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先 后 遍 览 了“ 五 经 、
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曹操
说 得 很 对 ，人 年 轻 时 读 书 一 目 十
行、过目不忘，成年后诸事缠身，精
神不集中，往往要借助笔记增强记
忆 ，否 则 过 目 则 忘 ，几 天 后 就 丢 到

爪哇国里去了。所以读书要趁早，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视 力 在 下 降 ，确
实不利于阅读。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中国典籍
博大精深、汗牛充栋，而人生有限，
随便如《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永
乐 大 典》等 ，都 会“ 一 篇 读 罢 头 飞
雪”，皓首也不能穷尽其经。所以读
书方法很重要。《三国志·蜀书五·诸
葛亮传》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
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
俱游学，三人务於精熟，而亮独观其
大略。”诸葛亮读书是观其大略，石
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是精读。

蜀国谯周因为诸子百家的文章
并非自己心中所喜欢的，就不一一
遍读。《三国志·谯周传》记载他“研
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
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

视也。”
孙权又是另一种读书方法，《三

国志·吴书·孙权传》曰：“咨字德度，
南阳人，博闻多识，应对辩捷，权为
吴 王 ，擢 中 大 夫 ，使 魏 。 魏 文 帝 善
之，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

‘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
能，志存经略，虽有馀间，博览书传
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
而已。’”魏文帝曹丕问吴国使者赵
咨：孙权懂得读书学问之道吗？赵
咨回答说孙权志在经略天下，闲暇
时博览群书，不学书呆子只会寻章
摘句而已。

以上这些读书方法都是我们可
以借鉴学习的，可以起到开卷有益、
事半功倍的效果。

及早读书、善于读书、读急用之
书，这就是三国人读书给我的启示。

读三国说读书
叶一鸣

秋水长天 杨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