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纵有千般好，如不能投入
其中，一切也就流于空谈。所以，
最根本的还是“去做”。

读书简历读书简历
□□ 高丽萍高丽萍

另一种阅读另一种阅读
□□ 王雅妮王雅妮

我其实不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也不能称

得上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只是多年的求学

成长路上，别人的启发和自己的领悟让我对

于读书有了一些心得。

说来神奇，自打识字以来，我读书较多

的两个时期，一个是小学，一个是这大学。

这也很容易解释，初高中阶段都因为学业

繁重而认为读书是可以暂时放下的事。步

入大学两年来，作为一个中文学子，读书是

我的本业。而事实上我的阅读量、积累量

并没有增长许多。有时还是会把应对考

核、复习考试等所谓眼前之事排在读书的

前面。

其实，读书无需等。人往往认为当下有

比读书更紧要的事，时间问题似乎是我们最

愿意给自己找到的理由。在等待中蹉跎了

时间，留下的只有懊悔和不满。朱光潜先生

《给 青 年 的 十 二 封 信》第 一 篇 就 是“ 谈 读

书”。他说：“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有没

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不止是青年如此，这适用于所有人。至少，

我们可以先迈出第一步，不论多少，日有所

读。另外，不要觉得每天只读几页意义不

大，许多事情都是在忙里偷闲中、在一点一

滴中做成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小学

六年级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学校每天

30 分钟“睡前阅读”的规定，我真的读完了

很多有意义的书。到现在为止，我的许多知

识都是在那时积累的，许多认识是在那时形

成的。

如此看来，读书的确是一件“有用”的

事。但读书是否真的就是多多益善，而且越

快越好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读书不能只求“多”。在有限的时间内，

多读一点书自然是好的。但数量并不是首

要的衡量标准。我也常常在反思，把十三经

逐字遍览，不如把《论语》熟读成诵；看千卷

万卷讲述希腊哲学的论著，不如走进一部柏

拉图的《理想国》。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经

典往往字数并不多。它们就在那里，随时为

我们敞开大门。沉下心来去读，读一字便有

一字的收获。

读书也不能一味求快。我个人是一个

读书比较“慢”的人，用眼睛去看文字花费的

时间可能相当于默读一遍的功夫。但是我

并不因此而感到焦虑，还是以理解为重。读

书不是目光从纸面经过的动作，而是精神和

作者的交流。

最后，我想谈谈读书方法的问题。其

实，希望自己能好好读书的人，还是有必要

去探索和养成一些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

因为这本就是寻找更好读书状态的一种积

极行动。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探

索到的读书方法，到现在竟然收效非常不

错。大概一年之前，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有所

思考，便拿一个专门的本子整理书中的观

点、逻辑，抄录一些自己深有体会的句段，也

记录自己的任何想法、感悟。每天只要有记

录，就在开头写上当天的时间、书目。这个

读书“杂记本”，书的名目不重要，是否看完

也不重要，依次而记不留白，写多写少没有

限制。没想到，它成为了我从小到大第一个

完整用完的读书笔记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

思考痕迹。

还有一个方法被我用来调适自己的状

态，缓解读书过程中难免产生的枯燥感。上

大学以来，行动还是比较自由，所以我喜欢

给自己切换阅读的空间。雨天的图书馆是

安静的，坐在两个书架之间的矮椅上，后面

的“书墙”成为了我的靠背；下午日落前湖边

的台阶上，天空和湖水就像一张巨大的桌

面，让人耳清目明；宿舍书桌的台灯下，似乎

更适合边读边做些记录。环境的切换可以

给自己增添一点读书的趣味。

读书有益，但对于每个人的意义还是会

有所不同。有的人是为了从中发现可以为

自己所用的东西；有的人是为了娱乐消遣。

对我来说，读书逐渐从积累知识的渠道转变

成为一种特殊的休息方式。在这个快节奏

的时代，人在无形中承受着无穷的压力，甚

至被异化。精神上的补偿就显得更为重

要。这一点恰恰是读书可以给予的，同时也

能让我们在声像元素的冲击下，不至于失去

对语言文字的感知和运用能力。

读完高丽萍老师《读书简历》这篇文章，不禁

思考“听书算不算读书呢？”在如今这个信息时

代，电子产品已经过度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一部

手机，一副耳塞，听歌听曲听美文已成常态，听书

日渐成为一种阅读时尚。可是听书=读书吗？

为什么“听书”会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

大部分人的解释是，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大家

都那么忙，实在没时间读书。听书，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省钱，很轻松，快速，不费眼。这

个回答有点投机取巧，让我们觉得没时间看书

是无可奈何的，听书是理所当然的。

听书好吗?当然多多少少让人受益。“听书”

分两种。一种是听别人一字不差把书念出来。

另一种是听别人“拆书”后讲书，将一本书拆开

了揉碎了，把核心要义讲给听众，但是在我看

来，这种听书是被动的，收获可能差强人意。

其实，听书是读书的另一种形式，但是不能

等同于甚至替代读书这件事。之前我也刻意听

书，发现脱离了眼睛和文字，听起来是轻松很

多，方便很多，但听漏的却也多，甚至完全无法

将听到的内容组织起来，来来回回暂停重复听，

也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看来听书的轻松，显然

是因其不能进行过多深入的思考换来的。

我觉得真正热爱读书的人，不会甘心只做

一名听众。一本好书，仅听是远远不够的。对

喜欢的书，要抚摸它的纸质，轻闻它的墨香，感

受文字的魅力并进行思考。

读书和听书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更好的选

择，听书不歇、读书不断，每一个阅读者要开心

做听众，努力做读者！

我的读书之路我的读书之路
□□ 崔舒茗崔舒茗

前几天做了一件不太体面的事，从一个饭

店顺了一本《蒙田随笔集》。朋友请吃饭，到的

早了一点，看到墙角的小茶几上放着几本书，

一眼就关注到了《蒙田随笔集》。2018年出版，

是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蒙田，

这位法国人文主义作家，他在 400 多年前就把

人世看得那么通透，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去，仿

佛他依然活在当下。我不是有意要顺走这本

书的，回去后才发现它在我的包里，心中有点

愧疚，下次再去那个饭店吃饭一定要把 32元书

钱付给饭店，还想见见那位在包间里摆放蒙田

的书的老板……

报社同事打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读书的

稿子。离开报社已经 22年，22年间很少在自己

工作过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版面还是留给其他

人吧。这回是约稿，而且约的是关于读书的

稿，那就写写吧。

那些没书的年代

整理房间感到太多没用的书占据了不少

空间，于是毫不犹豫地扔掉。看着那堆装帧精

美华丽但内容空泛无聊的书，有点心疼那些纸

张，还想起了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父亲的车间里订阅着《红旗》和《人民画

报》，工友们看完后，父亲会搂回家里来。至今

能清晰地记得几期《人民画报》的封面，海岛女

民兵、庐山仙人洞，那是李进拍摄的，那时候不

知道李进是谁。画报上经常能见到的外国人

有卡斯特罗、霍查、齐奥塞斯库、阿拉法特、金

日成、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大多是他

们和我们的领导人亲切握手。尽管西哈努克

亲王和宾努亲王夫人的服装奢华绚丽，但从未

去想象过外国的生活，全世界的人民都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救助和解放呢。

母亲常常会带回来一些书。那些可以让

我们看的书《金光大道》《艳阳天》《三探红鱼

洞》，还有似乎可以看的书《欧阳海之歌》《我的

弟弟小萝卜头》《林海雪原》《苦菜花》等，都是

我们全家一起读的。晚饭之后，全家人围坐在

一起，由我们姐弟三个轮流朗读，小萝卜头的

故事让我们全家哭得稀里哗啦。这些书都是

借的，读完之后要赶紧归还。还有些书母亲一

拿回来就要藏起来，她经常藏书的地方是那台

飞人牌缝纫机罩下面，《三家巷》《苦斗》《红楼

梦》……这些书我也都偷偷地看过了，那时候

我把区桃（ou tao）读作（qu tao）。我还看过几

个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

父亲给我们订了《少年文艺》，后来还订了

《朝霞》。新杂志到来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节日。

最畅快的一次读书是王雅君老师的丈夫回

沈阳安葬父亲，她害怕独自在家，让我去给她作

伴。他们家里居然有《人民文学》创刊以来的所

有杂志，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而且王老师因为

害怕整晚都要开着灯。在她家住了一个星期，

我晚上根本不睡觉，通宵都在看书，正好是假

期，可以晨昏颠倒。几年前王老师夫妇路过离

石来看我，还说起我在他们家看书的事。

被命运从沈阳抛到车鸣峪，举目是莽莽苍

苍的吕梁山，这些屈指可数的书籍和那台时好

时坏的上海牌收音机是我感知外部世界仅有

的通道。

掉入书海

1978年走进山西大学的时候，还不知道上

大学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那里一定可以尽情

地读书。掉入书海的日子有多幸福，只有从文

化荒漠中走出来的我们才能体会。

图书馆里的座位永远是满员的，一下课就

冲刺般地奔向图书馆，发现空位赶紧把自己的

坐垫扔下，然后再去借书。在图书馆里看到五

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感觉是见到了久违的

亲人。

那些年啃了多少大部头啊。《约翰.克里斯

多夫》《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红与黑》《罪

与罚》《安娜·卡列尼娜》《忏悔录》……说实话，

那就是“生吞活剥”。好多书，要在几十年后重

读，才能多少领会一些其中的深意。

还“啃”了一些艰涩难懂的哲学书，罗素、

萨特、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越看越糊

涂。不敢苟同萨特，又不敢说自己不懂。甚至

斗胆去“啃”荣格和佛洛伊德，买了各种版本的

《梦的解析》……

那些沉醉书海的日子，是飘飘欲仙的日

子。被别人的爱情打动，却从未想过自己未来

的生活，为他人的困苦焦虑，却还不知道担心

自己未来的工作。

尽管扎入书海读了很多书，但对于这个世

界、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时代，究竟知道多

少？认识多少？理解多少？我们在荒漠中跋

涉得太久了，我们与世界、与历史、与时代隔绝

得太久了，不是几部世界名著就能把我们落下

的功课补起来的。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当时并

不知道自己落下了很多功课。

现实中我是不惧怕考试的，总是匆匆忙忙

地答完，差不多经常是第一个交卷。不会担心

考试结果对自己的影响，不会顾忌第一个交卷

时其他人的感受。但是后来，我常常会做考试

的梦，不是看不懂题，就是钢笔不出水，纸张不

够用……噩梦醒来，试着解析自己的梦，感觉

其实是自己拉下了太多的功课，读的书还是太

少，一直活在一知半解中。

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贫乏

我永远使用大大的包，包里要能装下一本

书，一个笔记本，后来还要装手机、充电器什么

的。

那些年挺喜欢开大会的。领导的讲话稿

都发到了手里，浏览一遍、看看标题，就知道要

讲什么了。然后用领导的讲话稿做掩护，尽情

地在下面看书。如果会期长的，就带一本厚

书，会议结束的时候，书也看完了。最担心带

的书不够读，会还没结束，书已经看完了。有

一次，旁边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的书早就够

用了，你还想怎么样啊？”。他跟我说这个话的

时候，我已经 50多岁了吧，他的意思是，你都这

么大年纪了，还看那么多书有什么意思啊。我

说：“我没想怎么样啊，我就是喜欢。”。

如果我跟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的

贫乏，他会认为我是在矫情吧？但是我是真的

感到了自己的贫乏。历史一直是我的弱项。

我们中学时的历史教材是《儒法斗争史》，儒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烂熟于心，结果高考时历史只

考了 59分。老公上下五千年神聊的时候，我常

常是一脸的茫然。有一天幡然醒悟，对历史的

无知会影响我的认知啊。50岁之后，我才开始

恶补历史。从前秦两汉到隋唐明清，听王立群

讲史记，买来《剑桥中国史》……原来，真实的

历史比任何文学作品都精彩，原来，有那么多

的史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原来，历史会投影到

现代，原来，历史的悲剧可以一遍一遍地重复

上演，原来，荒诞的剧目并不会完全结束……

读史，居然读出了荒芜感，读出了无奈感，

读出了无力感，读出了荒谬感……连毛泽东都

感慨“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五帝三

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听书算不算读书

还是喜欢买书。最近买了哈耶克，买了

《二手时间》，买了熊培云，买了残雪，买了反乌

托邦经典……但是很难全部读完，有视力的问

题，还有耐心不够了。于是学会了偷懒，那就

是到喜马拉雅去听书。

听了 50部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作品，听了莫

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叶广芩、严歌苓、蒋

韵等人所有能在喜马拉雅找到的作品，还有东

北三杰班宇、双雪涛、郑执，那是儿子推荐给我

的，三位作家让我想到了遥远的故乡。特别喜

欢 的 作 品 会 买 来 再 读 一 遍 ，比 如 余 华 的《文

城》，比如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古

拉格群岛》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太残酷、太

血腥了。也听历史。除了王立群，还听了《历

史不忍细看》《历史深处的民国》……把当年读

过的那些文学巨著也在喜马拉雅重听了一遍，

《红与黑》《罪与罚》……还有张爱玲……记忆

在减退，记忆减退的好处是，读过的书，看过的

电影，再读再看，依然新鲜。

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如今不惑之年

过去二十多年了，惑还是时不时地涌现出来，而

天命是什么，似乎一点点地接近，又越来越不明

白。读书的好处是，不会迷茫于惑，也不会困惑

于天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摆脱困惑，一点一

点地理解天命，岁月在流逝，世界在变幻，而认

知在持续更新中，这样，也应该挺好吧。是读书

给了我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

听书算不算读书呢？也应该算吧。耳听

比眼看要轻松很多，也方便很多，上厕所的时

候能听，做饭的时候能听，半睡半醒的时候也

能听，听得睡着了，把前边的倒过来重听。但

是内心总有一些愧疚，感觉对不起作者似的。

只要眼睛还能看，耳朵还能听，我会继续

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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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萍，一个有一半满族
血统的东北人，懵懂中从沈阳
来到了吕梁山深处的车鸣峪。
清晨被起床号唤醒，夜晚听着
收音机入眠。春天把丁香和刺
玫插满房间，夏天在野地里追
逐蜻蜓和蚱蜢，秋天是采蘑菇
的小姑娘，篮子里装满了蘑菇
木耳和山梨，冬天的书包里会
有一根冻胡萝卜，冰凉清甜，就
像在沈阳吃过的冰棍。整个童
年和少年都有山花的芳香，也
充满着激情和梦想。学工学农
学军，在车间里背着五大件跟
师傅学电工，在山坡上和同学
们开荒种土豆，在靶场闭上一
只眼睛练射击……化学课是化
肥与农药，物理课是“三机一
泵”，历史课是儒法斗争史……
1978年，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
二届大学生，在山西大学度过
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在吕
梁日报社的20年，是生命中最
丰满的日子，积累了丰富的生
活，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在吕
梁市新闻办17年，体验过别样
社会，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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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涂 一 点
潇洒一点》

季羡林 著
推荐理由：该

书 围 绕“ 糊 涂 ”和

“ 潇 洒 ”这 两 个 主

题，共分为五章，分

别是季羡林对人生

意义和生活烦恼的

思考、对社会种种

现象的看法、对追

寻真我的要求、对

平淡生活的热爱、

对 人 间 真 情 的 感

触。

《大地烟雨》
刘江滨 著
推荐理由：作

者 精 心 选 取 代 表

家 乡 特 征 人 、物 、

事，用饱含深情的

笔墨进行讲述，在

微 风 细 雨 式 的 讲

述 中 体 现 展 示 作

者 对 家 乡 的 拳 拳

赤子之心，给读者

带 来 生 动 感 人 的

细节，体现了作者

创 作 的 功 底 和 熟

练的表达能力。

《活得明白》
梁晓声 著
推荐理由：作家所

关 注 的 多 是 普 通 大 众

的集体情感，他以笔抵

抗虚无，以小人物的故

事歌颂善良，在浊世中

坚 守 清 名 。 梁 晓 声 从

日常小事切入，讲述为

人 、为 文 、处 世 的 准

则 。 他 的 关 注 点 始 终

在 红 尘 中 的 微 小 的 个

体。要让人成为独立、

正 直 的 堂 堂 正 正 的 现

代人。

《微尘》
陈年喜 著
推荐理由：书中写

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

劳动者的故事，他们是

爆破工、运石工、乡村

木匠、农夫、农妇、小作

坊老板……他们虽历

经生活的磨砺，却淳朴

而硬扎，沉静地诉说关

于亲情、爱情、死亡、欲

望的生活主题……这

里一本生命的书，也是

死亡的书，归根到底，

是一本生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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