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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启智慧，“很简单，看书”
市直 一言

� � � � 曾有人问前不久去世的著
名作家二月河：“清朝的帝王、大
臣是什么样的心态？ 你是怎样知
道这些人的言谈举止的？ ”二月
河答：“很简单，看书。 ”———“《康
熙起居注 》厚厚的 3 本 ，几点起
床 ，几点穿什么样的衣服 ，记录
得详详细细。 雍正、乾隆也都有
这样的起居注 。 ”无疑 ，正是耗
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 经过
对浩瀚的史料的爬梳剔抉 ，二
月河才写出了 “落霞三部曲 ”
———《康 熙 大 帝 》 《雍 正 皇 帝 》
《乾隆皇帝》 洋洋 500 万字的鸿
篇巨制！

所以 ，“很简单 ，看书 ”这个
回答 ，看似不经意 ，实则言简意
赅、词约意丰。 看书，就是读书、
学习。 因为人类最重要的知识，
最伟大的智慧，就深藏在最伟大
的书里。 没有阅读，人类文明就
没办法延续 ， 没办法提升和发

展。 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聪明起
来，就要多看书、看好书。 如今
较二月河写 “落霞三部曲”的
时代， 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
信息网络的便捷高效，为我们
开掘了更广袤的阅读空间。 在
笔者看来， 无论是纸质阅读、
电子阅读， 还是有声阅读，只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能够从
中享受到乐趣。

读书并不一定能让每一
页书都产生看得见的价值，但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
必须将书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每个人都难免要面对读书“机
会成本 ” 这一选题并作出抉
择 ，毫无疑问的是 ，没有什么
能比读书获得更大的收益。 读
书是一个自然人成为社会人
的基础 ，也是成为人才 、栋梁
的阶梯。 读书求知是绕不过去
的人生驿站，是走向人生巅峰

必须攀登的路径。 没有读书，不会
有孔子、老子、庄子，也不会有“建
安七子 ” “竹林七贤 ” “唐宋八大
家”等等。 必须认识到，读书的价
值更多是潜在的，除了愉悦身心 、
开启智慧， 其更大效益的形成往
往在读书之后，日久天长必然 “熏
染成习”。

有人以为 ，读书太多 ，容易脱
离生活。 其实不然，读书并不是要
逃离这个世界 ， 而是要让人拥有
平视世界的眼睛 ， 阅读本身就是
为了更好地生活。 正如哲人所言，
“一个人和书籍接触得愈亲密 ，他
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 ，
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 ， 他不仅用
他自己的眼睛观察 ， 而且运用着
无数心灵的眼睛。 ”既塑造丰盈的
内心，又给人以丰富的生活，这恐
怕便是阅读之于人生 的 独 特 意
义。

核心观点

让孩子成为阅读达人，关键是父母必须对阅读的意义有深入的认识，排除诱惑，形成内部驱动力。

让更多的孩子成为“阅读达人”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 � � �近日， 莲都区图书馆通过图
书管理后台统计 ，评出了借阅量
排行前 50 名的 “借阅之星”。 让
人惊讶的是， 排名第一的竟是 6
岁的小朋友梅少杰， 他去年共从
图书馆借阅图书 1033 本。这还没
完 ， 梅少杰一年的阅读量高达
1825 本，平均一天读 5 本！

一天读 5 本，消化得了吗？难
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 让孩子多
读几本书 ， 甚至成为阅读达人 ，
是一件好事 。 许多人会有疑问 ，

读那么多书有何用？ 如果非要
如此问，那么答案是，书不能当
饭吃，但读书更有另一种作用。
人活一世，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
么样子，我们了解了多少？了解
得多， 生命的长度厚度也就相
应增加；了解得少，生命的丰富
程度就降低， 无异于浪费了自
己宝贵的生命。而探知世界，读
书是很好的办法。

让孩子成为阅读达人 ，非
常关键的一点是， 父母必须对

阅读的意义有深入的认识。 孩子
毕竟还小， 面对诱惑太多， 容易
迷失方向， 这个时候， 需要父母
及时引导 ， 把各种诱惑排除掉 ，
这就要求父母深入认识到阅读
的意义，形成内部驱动力。

在我国古代， 读书被当成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途径 。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对此就
认识深刻。 据说苏轼、 苏辙小时
候都非常调皮 ， 不喜欢读书 ，父
亲苏洵用了许多办法 ， 都不见

效。 后来他终于想出一条妙计，当
两个儿子在玩耍时， 他就躲在一
个他们看得见的角落看书。 两兄
弟好奇，跑过来看，苏洵每每故意
慌慌张张地把书藏起来， 于是苏
轼兄弟更好奇了， 想方设法偷老
爸的书看，后来，他们渐渐都迷上
了读书。 像苏轼、苏辙这样从小博
览群书的古人有很多， 比如曾国
藩， 比如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梦
龙， 他们也几乎都有一个类似苏
洵一样的父亲。

不过， 梅少杰的妈妈杨女士
还有另一种认识。 她认为，长期的
亲子阅读，既能让孩子收获知识，
也增加了一家人的相处时光。 尽
管认识角度不同， 但认识产生的
动力同样是巨大的。 于是，每天晚
上，她与孩子一起读书，把绘本上
的故事讲给孩子听。 在孩子面前，
夫妻俩尽量不玩手机、不看电视，
孩子也越来越喜欢阅读， 阅读达
人就这样培养出来了。

苏洵也好，杨女士也罢，多一
些这样的父母， 定会让更多孩子
成为阅读达人！

核心观点

没有阅读，人类文明就没办法延续，没办法提升和发展。 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聪
明起来，就要多看书、看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