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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曾借用清代学者王国维提出的治学三
境界，认为领导干部读书学习也应该有这三种境
界，“第三境”便是：“要坚持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
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
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
谛”。由此可知，读书，既需苦学，还应“善读”。

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从

2003 年 2 月至 2007 年 3 月在《浙江日报》“之江新
语”专栏发表的 232篇短论，其中一篇《求知善读，
贵耳重目》提到：“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
实，读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
让有害信息填充我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也不能把
读书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抓不住实
质，把握不住精髓。”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书
本上的东西是别人的，要把它变为自己的，离不开
思考；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要把它变为活的，为
我所用，同样离不开思考。读书学习的过程，实际
上是一个不断思考认知的过程。思考是阅读的深
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如果只是
机械地阅读、被动地接受、简单地浏览，没有思考，
人云亦云，再好的知识也难以吸收和消化。”在中
央党校 2009 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
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又一次强调读书离不开
思考。

要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
据报道，习近平在正定县曾对前来调研的时

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说：“我们读了很多
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
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

同样，在中央党校 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
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指出：“读
书学习客观上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
必须联系实际，知行合一，通过理论的指导、利用
知识的积累，来洞察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古人
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
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

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读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不

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水滴石穿。正如荀子在《劝学篇》中
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习近平在进修班开学典礼上，引用荀子的

《劝学篇》号召广大领导干部要沉下心读书。
另外，他还就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善读书”作

了相应阐释：“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接受力强，
应该抓紧读一些对自己终身成长具有关键性作用
和决定性影响的好书。中年的时候，精力旺盛、视
野开阔，应该努力拓展读书的广度和深度，打牢一
生的学问基础。年老的时候，时间充裕、阅历丰
富，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常读常新的态度、百读
不厌的劲头，在读书世界里感悟人生、乐以忘忧。”

古人有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
神”。正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读书之道
不断滋养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大智慧，使其思路
宽广、运筹帷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建设
学习大国。读书学习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成长和
成才，也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进步和发展，让我们共同学习领会习近平的读书
之道，让书香溢满社会。

最美人间四月天。春风十里，书香拂面，4月 23日，
是世界读书日。读书能够使人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
情操、明白事理。习近平曾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
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多次讲述和
书籍的不解之缘，分享读书学习的感悟，倡导“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让我们带您通过解锁三道题共同领悟习
近平的读书之道。

习近平
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读书之道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
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
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坦言，“读书已成了
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启蒙于母亲讲的精忠报国、
岳母刺字的故事，读书这个爱好伴随着习近平从梁
家河村的窑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从正定到福建，
从浙江到中央。

读书能够解疑释惑
2013 年 5 月，习近平在参加五四青年节主题团

日活动时曾分享到：“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
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
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
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
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
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 7 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
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读书提升思维能力，
使人明智

2009年 5月，在中央党校 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
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发表讲
话时指出，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
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的好处很多，如可
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性情、
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等等。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
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2014年 2月，习近平在俄
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谈到读书的益
处如是说。

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
做好工作更为重要

“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
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
从政之基。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
心。治心养性，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
2009年 5月，在中央党校 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
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语重心长地
表示，“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
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
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爱学习、勤读书，
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
是新形势下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胜任地履行领
导职责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

全民阅读，
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
起来、深邃起来。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
习近平于 2019 年 8 月在甘肃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考察时分享了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度思考。

同年 9 月，他又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中
特别提到：“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经常引用《论语》《史记》《春
秋》《汉书》《战国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可见其对中国文学涉猎广泛，除
此之外，习近平也阅读大量外国文学经
典。

“我不到 16 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
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
7年青春时光。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
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

《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
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
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
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
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

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
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
献自己的信念。”习近平在 2015年伦敦金
融城市长晚宴上发表演讲时曾透露年轻
时爱看的书。

2016年 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习
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一文中也曾提
到，习近平曾说：“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
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
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
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
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
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

《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

第一题：

书的魅力何在，
为何要“爱读书”？

第二题：

多种多样，如何能“选好书”？

第三题：

太忙不是理由，
如何会“善读书”？

据人民网

读书之道，还在于选好书。青年时期，习近平就秉持了“横有多长、竖就有多高”
的读书理念，虽然他只对领导干部要读哪些书做过论述，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他在国内
外多个场合中提及的著作，发掘他的“心中好书”，借鉴这份全民皆宜的“阅读指南”。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提到：“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深刻，要深入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必须
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努力掌握
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他还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
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
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
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
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
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在 2018
年 5 月，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再度谈到要读马克
思主义经典，他提到了 5部马克思经典：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哥达纲
领批判》。

习近平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不断在接

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2018年
5月，在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交流时，习近
平谈到：“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
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
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
定、温故而知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
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
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
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己
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

曾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的雷平生
在接受采访时也介绍到：“在土窑洞里的
煤油灯下，每天他（习近平）都要读书到深
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

《资本论》，写了厚厚的 18本读书笔记！”

缺什么补什么，提高工作能力
在中央党校建校 80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曾
指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
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
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
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

此前，在中央党校 2009 年春季学期
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

他也曾提倡在大量书籍中，领导干部应当
围绕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
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选择那些与所
从事的工作关系密切、自己爱好和有兴趣
的书来读，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最佳
的读书效果。就一般情况而言，领导干部
普遍应当读下列三个方面的书。第一，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第二，做好
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第三，古
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陶冶情操，多读经典书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