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名人读书经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名人读书经验>>

13位ISBN编号：9787801958839

10位ISBN编号：7801958837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九洲

作者：侯德云 编

页数：207

字数：22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名人读书经验>>

前言

　　人活着都是要吃饭的，不吃饭没法活，这是硬道理，傻子都懂的硬道理。
但是，人活着，跟猪狗鸡鸭毕竟不同，光有饭吃还不行。
这个世界几十亿人，大概没有多少光喂饭就能满足的，饿的时候都说，给口吃的就行，一旦吃上了这
口，别的需求也就来了。
要恋爱、结婚，跟人交往、沟通，要交朋友、挣钱、唱歌，一句话：要学习，得有精神生活。
即便理想不高，就当个旧时代的农夫，也得有人教你怎样种地，如何喂牛套车，稍微有点精气神，就
会想到出门赶集看戏，有的人还自己学着唱上两口。
　　精神生活，离不开书。
　　我们这个国家多灾多难，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老百姓每天除了吃，不想别的，因为多数时候，
吃不饱。
那年月，孩子进学校读书，除了课本，家长没钱，也不认为有需要给孩子买点课外的书，甚至孩子看
课外书，还会遭到责骂。
在家长看来，那些东西没用，上个学，识几个字，会算个账也就行了。
在那个时代，众多平民百姓养孩子，跟养猪喂鸡没有多少区别。
　　后来的中国人，开始有点闲钱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儿，宝贝多了，除了把孩子喂得营养过剩之外
，也操心孩子的教育。
即便如此，过去的思想境界依然左右着他们，家长们宁肯花大价钱，逼着孩子满世界进补习班，学钢
琴，学奥数，学英语，学画画，学书法，学围棋，学一切听说可以提高素质的玩意儿，但就是没时间
让孩子老老实实坐下来看本书。
跟过去一样，众多的家长认为，课外书没用，耽误孩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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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了中外各界名人关于读书的76篇精彩文章，这些有关读书的经验都是历经时间洗礼，千
锤百炼后积淀下来的生命养料，是大浪淘沙后遴选出来的闪光的金子。
本书内容丰富，既有如何读书的心得，也有如何选书来读的经验；有读书的乐趣，也有关于书的记忆
和读书的往事⋯⋯
　　打开本书，在名人的启迪陪伴下，相信我们定能发现书的妙处，培养起读书的兴趣，开启充满书
香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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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吉天，山东青岛人。
青年时期曾就读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长期在河北省工作。
曾担任廊坊师专（今廊坊师范学院）校长、河北省文联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发表各类文体的作品360余万字。
20世纪80年代末，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任教，任文学院教授。
曾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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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辑　把阅读当做人生大事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
，多得不可胜数。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
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
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
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
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
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
么智慧。
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
般。
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出自《诗经?小雅，小曼》：“我视谋犹，伊于
胡底？
”意为：到什么地步为止，形容结局不堪设想）。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
在发明文字以前。
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
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
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
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
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
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
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
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是取笑秀才的无能。
这话不无道理。
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
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
诗人只有慨叹“刘项原来不读书”。
“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
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
”？
答案皎如天日。
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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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
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
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把阅读当做人生大事　　一、尽早把阅读当做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
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
，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
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
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儿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
　　二、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儿垫底
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儿。
时间少，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
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
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
不在话下了。
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领，攻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三、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
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
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
是的，放下。
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
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
别人谁也不清楚。
　　四、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
你情投意合。
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
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反应
。
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
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
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
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
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手法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
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
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五、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主要是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
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痛
苦，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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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
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
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并因此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
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
专业都很难学好。
　　六、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
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
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相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
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
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
如果要摘录隽语佳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
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
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
的理解和感受。
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
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将即时的感受提炼成见识。
　　七、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
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就流通起来了。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
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体会，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
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连接。
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打理和维护的。
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
在同学问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
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儿。
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
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
烈谈论开来了。
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深雅致的作品可能越是这样。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
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
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
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
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
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
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
鲜亮的封面。
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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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
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
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
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
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几本并不重要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
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读书改变命运　　成长在“毒草”中　　我看书比较早，八九岁就开始看比较大的书而不是小人
书。
我小时候也比较怪，一方面非常饥渴，特想看书；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影响你，一看就是“
毒草”，看了觉得受不了。
我记得看了《铁流》以后就感到特别纳闷，苏俄红军怎么是这样的，跟叫花子似的？
跟我想象中的红军相差太远了，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这书是鲁迅推荐的，就“啪”一下把书合上了。
但还是想看，再翻过来，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搞到一本好书很不容易，所以都是如饥似渴地看，我看了很多世界名著。
在小朋友中间，看书分几个档次：大多数人既然课不上了，什么都不看；还有一些人就是看《林海雪
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等。
这些书我也看，但很快就感觉不过瘾了。
　　我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的中层干部大都是发配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读书人，家里有一定的藏书，我父母也是这个层次的人，家里也有点书，记得好像主要是苏
联小说。
有的家里被抄查之后，书还放在那儿，因为是边疆，政治运动没有搞得那么严酷。
我们这些爱看书的小孩就把家里的书拿出来换着看，记得有个小孩的父亲原来是造反派头子，专抄人
家，书都拿到他家去了。
后来他也被抓走，我们就拿一点吃的东西，跟他家小孩换书看，因为他家书特别多。
但是，当时我们看的书大多都没有皮儿，也不知道书名和作者。
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现《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什么《红与黑》，我都看过了。
到现在我还养成一个毛病，就是不大关心书名是什么，作者是谁。
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是“文革”后期上中学看的之外，其余的三部都是“文革”正热闹的期
间看的。
可以说，看世界名著为我打下了基本的文学底子。
　　沉醉在乱读书中　　大了一点之后，有几部书对我影响特别大。
一个是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
作者也写过《中华两千年》。
他是写通俗史的，但是很真实，文笔也很好。
那时我十三四岁，在一个山沟里的中学读书，半天劳动，半天上课。
那时的课也上得稀里糊涂，课本薄得可怜，也没有考试。
我们老师大部分是知青，他们从北京和上海搞了很多旧书，其中就有这个。
《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在我那里放了很长时间，我读得很仔细。
所以后来看《左传》很轻松，因为大部分故事在《东周列国故事新编》里面都提过了，很多典故和成
语都是从那里来的。
接着又读了《楚辞》、《汉赋》等古典文学著作。
这些书老师都不大会看。
　　我们语文老师家里有一套《沫若文集》，我向他借出来了。
除了看他的诗集，我觉得他的戏剧也挺好看。
什么《琥珀》，什么《孔雀胆》，什么《秦始皇》啊，都挺好玩的。
这期间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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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当作家。
编过话剧剧本，写过相声、快板书，而且都在学校演出了。
我写的诗歌也时常在学校朗诵，觉得自己很不得了。
社科院编有一本《中国文学史》，中学后期我有计划地按照这里面的脉络自修。
从汉赋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到骈体文都看了。
中国古代文学，我基本上都过了一遍。
那时候书少，少得可怜，搞到一本书，只要有工夫，就抄。
中学时，我还抄过一本翻译过来的《美国政府机构》，大约30万字。
同学们都抄小说，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还有什么梅花党之类的，因为读过名著，我对这些书看
不上眼，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呀。
我看了《美国政府机构》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美国政府的保卫工作是财政部负责的，国务卿是外交
部长，大吃一惊。
　　刺痛在鲁迅作品中　　真正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是《鲁迅全集》。
看这套书的时候是1974年，我已经高中毕业，在农场放猪。
因为没书看，难受得要命，我自己订阅了刚复刊的《历史研究》，还有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几乎
看见有字的东西就不放过。
《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的刊物，但是当时，我挺欣赏里面的文字。
再后来，我发现我们连队还有图书室，图书室没什么书，但有一套20本竖排的《鲁迅全集》。
开始，管阅览室的人只让我一本一本借，后来，我感动了上帝，管理员允许我把它全部搬回，放在我
那儿。
　　开始，我读的是鲁迅的小说，如《呐喊》、《彷徨》等。
接着又看杂文，杂文看完了，后来又看《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什么的，最后又看他的译
作。
反正时间非常充裕，没有东西看，我就反复看鲁迅。
放猪是在草甸子里面，四面是水，把猪赶进去，就可以看书了，谁也不来管你。
就是脏一点，活儿不是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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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作序推荐《青少年受益一生的名人读书经验》！
　　书籍就像难得的朋友，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
及时地来到你的身边，忠诚守候在你的生命左右，随时宽解，充实你的灵魂。
　　——俞敏洪　　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阅读者（比尔·盖茨）　　我所认识的伟大领袖几乎都有一个
共同特点，即博览群书。
读书不仅开阔思想，鞭策自我，而且能使大脑活动，得到锻炼，今天坐在电视屏幕旁如痴的青年人，
成不了明天的领袖。
看电视是消极的，读书是积极的。
　　——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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