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职业教育 “十三五” 规划新形态教材

高职语文素养

主　 编　 马洪波　 杜晨阳

副主编　 高翔娟　 董克林

主　 审　 闫玉喜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职语文素养 ／ 马洪波， 杜晨阳主编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８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８２－４６６２－０

　 Ⅰ ①高…　 Ⅱ ①马…②杜…　 Ⅲ ①大学语文课－高等职业教育－教材　 Ⅳ ①Ｈ１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２０１７） 第 ２０１７９９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５ 号

邮　 　 编 ／ １０００８１
电　 　 话 ／ （０１０） ６８９１４７７５ （总编室）

（０１０） ８２５６２９０３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０１０） ６８９４８３５１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ｔ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ｃｎ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开　 　 本 ／ ７８７ 毫米×１０９２ 毫米　 １ ／ １６
印　 　 张 ／ １６ ５ 责任编辑 ／ 张慧峰

字　 　 数 ／ ３９５ 千字 文案编辑 ／ 张慧峰

版　 　 次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第 １ 版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第 １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３５ ００ 元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立德、 立功、 立言”， 古人提出的 “三不朽” 是对一个人品行与学识最高的要求， 也

是一个人一生努力的方向。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情怀， 一个民族的自信首先是文化自信， 对此唯有 “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读书为

本”。 经历了 １２ 年的母语教育， 大学生需要在语文素养上全面提升自我， 拓宽知识面， 提

高与人沟通及职场写作能力。 本教材的编写是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开

展的大学语文素质教育的一个成果总结与理论提升， 也是对本院曾经开设的 “口语交际”
“应用文写作” 课程在学生学习中的一个延续。

本书力争提高学生的书籍阅读能力、 职业所需要的口语表达与写作能力。 全书共分 ４ 个

项目， １２ 个任务， ４ 个项目分别开卷有益 （５ 个任务： 阅读有法、 笔记有方、 知史明智、 品

哲励志、 文学感悟）； 正音善言 （２ 个任务： 字正腔圆、 明礼善言）、 应用写作 （３ 个任务：
事务文书写作、 公务文书写作、 调研文书写作）、 大学语文素养教育 （２ 个任务： 大学语文

素养教育概述、 大学语文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 本书编写中以书籍的阅读方法为引导， 进

而介绍不同类别的书籍的分类及阅读方法， 包括对哲学类、 史学类、 文学类作品按类别划分

及阅读方法的指导， 学生语言发音指导与沟通技巧与方法的指导， 应用写作知识的指导。
本教材编写的特点如下：

一、 突出理论引导与方法指导

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在积累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上

的指导， 学生在掌握正确的方法的基础上， 会慢慢养成好的学习与阅读习惯。 本教材既有对

学生能力提升的理论指引也有方法上的指导。

二、 注重提升学生职业文化能力

本教材在内容的安排上以阅读为基础， 从而拓展到口语表达与应用文写作能力， 让学生

在夯实了文化基础的前提下， 有针对性地提高职业文化能力。

三、 教材配套考核内容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不单纯是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 同时配有考核的内容， 建立学生

考核档案， 同时配有考核的题库与相关的样题， 能让学生在考核中检验自己， 并提高自己的

能力。 “大学生常用汉字训练题库” 内容可通过本书封底二维码扫取。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领导与教师的大力支持， 教务处处长闫玉

喜担任本书的主审。 本书由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马洪波和杜晨阳两位副教授担任主

编，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高翔娟讲师和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董克林教授担任副主编。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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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负责全书的编写体例设计及统稿定稿工作， 完成前言， 项目一中任务一、 任务二， 项目

二中任务二第一节、 第二节， 项目四的编写工作及参考文献的整理工作； 杜晨阳负责项目一

中任务三、 任务四， 项目三中任务一中第一节、 任务二、 任务三中第一节的编写工作； 高翔

娟负责项目一中任务五第二节和第三节， 项目二中任务二第三节， 项目三中任务一第二节和

任务三中第二节的编写工作； 董克林负责项目一中任务五第一节和项目二中任务一的编写工

作。 马洪波、 杜晨阳和高翔娟老师共同完成 “大学生常用汉字训练题库” 的编写工作。 同

时， 感谢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张丹与李青两位老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给予了资料搜

集上的帮助。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 参考、 选取了相关书籍、 报刊和网站文献中的部分资料。 在此向

资料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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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开卷有益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是一个人增长知识与见识的方式。 只有 “开卷有益” 才能做

到读万卷书。 开卷也不是遇书即开， 也要有所选择， 读好书、 好读书、 书读好， 才是真正的

阅读。 阅读要得法， 阅读要有质量， 阅读时要同时书写读书笔记， 方能将阅读的书籍中的内

容记录下来； 阅读的同时要思考， 阅读不是死读书， 也不是读死书， 要在思考中将书中的内

容消化、 吸收， 才能真正将书中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思想。 读书笔记的书写也有章可循。

任务一　 阅读有法

“读” 在清代陈昌治刻本 《说文解字》 中归在言部， “诵书也， 从言卖声， 徒谷切”。
《辞海》 中对 “读” 字有 ５ 个解释， 其中有 ３ 个是和阅读有关： 或 “照文字念诵”， 或 “阅
看， 默读”， 或 “宣， 外扬”。 无论是默读还是念诵， 都是将书中的知识内化到阅读者的内

心， 让阅读者或得到知识， 或涤清心灵， 或解开困惑。 无声的书籍在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各种

角色， 给人以精神营养， 输送给人精神食粮， 伴人成长， 催人进步。
中国古语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是人们增长知识与见识的两种方法。 人生的长度

谁都无法把握， 但能掌控人生的宽度。 知识的积累是拓宽人生宽度的重要途径， 读书习惯的

养成是一个人积累知识的最佳方式。 毛主席的 “坐地日行八万里”， 通过阅读就能达到。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这是人们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自古以来， 读书是一个

人成就自我的最佳途径。 历数中国古圣先贤， 每一位都是读书的 “高人”： 圣人孔子读 《易
经》 而 “韦编三绝”，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立志 “发奋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

书”， 西汉的匡衡 “凿壁偷光”， 晋朝的孙康 “囊萤映雪”， 汉朝的朱买臣负薪读书， 隋朝的

李密挂角读书， 三国东吴吕蒙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也是读书的成效。 世界文豪高尔基

房中失火唯救 “书籍” 的故事令人敬佩。 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心灵也就有了栖息之地，
灵魂也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不但中国人认识到读书的益处， 世界各国人对读书都非常重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

每年 ４ 月 ２３ 日为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向全世界发出了 “走向阅读社会” 的召唤， 要求

社会成员人人读书， 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俄国诗人普希金曾说：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 是富有趣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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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中国诗词中歌咏读书的诗句也很多， 如：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月影共徘徊。 问渠

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宋 　 朱熹 《观书有感》 ） “读书患不多， 思义患不明。
患足己不学， 既学患不行。” （唐　 韩愈 《劝学诗》 ） “读书切戒在慌忙， 涵泳工夫兴味长。
未晓不妨权放过， 切身须要急思量。” （宋　 陆九渊 《读书》 ） “力学如力耕， 勤惰尔自知。
但使书种多， 会有岁稔时。” （宋　 刘过 《书院》 ） 一个民族的强大要靠知识， 一个国家的

富强要靠知识， 知识的获得除了生活实践外就是来自于书籍。 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行走与

思考， 就是在前人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与前行。 中国 ５０００ 年的灿烂文明， 最重要

的就是中国文化以文字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今日的我们可以通过翻看古圣先贤的书籍来了解

中国文化的渊源， 通过翻看外国作品来认识外面的世界， 通过书籍打通与世界交流的途径。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 阅读不只是通过纸张这种媒介， 电子书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 不管

是哪一种阅读的方式， 阅读让人增长知识的目的与提高阅读者能力的阅读效果是不变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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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已经成了总书记的一种生

活方式。 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让人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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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明其义， 知其的———阅读概述

一、 阅读的重要意义

人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读书能使人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 交流情

感。 在阅读中体味百态人生， 在阅读中体会人生的多彩。 读书带给人的不但是知识的积累，
更多的是性情的滋养与丰富。 当一个人灵魂失去了归属地， 就成了 “行走的僵尸”。 当一个

人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面对困惑时， 能找到打开困惑的 “钥匙”； 在面对不幸时， 能

以坦然的心态应对； 在面临重大选择时， 能头脑清醒地去作出最优的决定。 每个人都要经历

生老病死， 当面对亲人的逝去时， 读 《庄子》 能从庄子在自己妻子去世时 “击盆歌咏” 的

故事中认识到， 在面对自然规律时， 死也是一种重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

度， 孔子开设学堂， 所收学生不受阶层限制， 开启了中国大众教育的先河， 也让百姓认识到

了读书带给人的益处。 自古以来中国文字中就有很多词语形容读书的好处： “腹有诗书气自

华”， “学富五车”，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吟诗也会吟”。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也是与重视教育与读书密不可分的。 孔子对自己儿子的教诲是 “不

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
龙应台在她与儿子的书信集 《亲爱的安德烈》 里写道： “孩子，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 不

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 而是因为， 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 有

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 你就有成就感。 当你的工作给

你时间， 不剥夺你的生活， 你就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 给你快乐。”
书籍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的渠道。 多读书、 读好书、 好读书， 对读书人来说， 不但能

增加自身的书卷气， 也能让自己在困顿时不迷茫， 在成功时不骄奢。 涵养静气是一个人提高

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生活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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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一） 读书能使人增长知识

许慎在 《说文解字》 序中对书的解释为 “箸于竹帛谓之书”， 《辞海》 中对 “书籍” 的

解释为 “装订成册的著作”。 能装订成册的或写在竹帛之上的文字， 记载的都是前人的知识

精华。 一位先哲说过： “不读书的人， 天和地都是狭小的， 他充其量只能活上一辈子； 多读

书的人， 天和地都是广阔的， 他能活上三辈子———过去、 现在和将来。” 在书籍中我们可以

穿越到古代， 可以畅想未来的世界。 书籍让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 人们在阅读中增长了知

识， 开拓了眼界。 读历史类作品能了解人类的发展历程， 读文学类作品能从作品中品味百态

人生， 读哲学类作品能启智发思， 读自然科学书籍能让我们在规律中提高生活质量。 正如我

们读司马迁的 《史记》， 不但能了解帝王将相的人生轨迹， 还能从中悟出历史在前进中的规

律。 我们在读 《老子》 时能体悟到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的人生哲理。 是读书让

人类走出了荒蛮， 步入了文明。

（二） 读书能颐养人的性情

性情， 指本性， 人的禀赋和气质。 孟子认为 “人之初， 性本善”， 荀子认为 “人之初，
性本恶”， 其实 “性善说” 与 “性恶说” 的本质都是指出人要向善。 自人类从混沌状态中解

脱出来后， 人就在不断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在经验中总结知识， 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来丰

富头脑。 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精神食粮的最佳方式。
读书， 让人视野开阔， 头脑冷静， 正像深水表面， 总是波澜不惊。 读书能使人做到每临

大事有静气， 处理问题从容不迫， 举重若轻； 正气在身， 淡泊名利， 无欲则刚， 无欲则静，
心态平静， 心有定力， 不为进退滋扰， 宠辱泰然不惊。 多读书的人， 情怀开阔， 境界高远，
心无挂碍， 思无羁绊， 心态平和。 多读书的人， 谈吐风趣， 举止得体， 情趣高雅， 自有生活

的品位。 读书是与高尚的灵魂沟通， 与优雅的品德对话， 读书不仅是高雅的休闲， 倘若细细

品味的话， 还可以让思想有一点余香， 情绪有一点缱绻， 当然， 灵魂也就在阅读中逐渐变得

高尚优雅了起来， 使之心灵更纯洁、 更美丽。
中国自古就有读书的习惯， 《礼记·文王世子》 中指出： “秋学礼， 执礼者诏之； 冬读

书， 典书者诏之。” 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 冬天是一年四季中最清闲的季节， 如此清闲的

时光唯有读书能让人活得充实。 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 不是为了出人头地。 读书会

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个人的思想， 正如欧洲的谚语： “读好书就是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一个爱书的人， 他必定不致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 一个良好的导师， 一个可爱的伴侣， 一

个悠婉的安慰者。” （伊萨克·巴罗） 读书带给人的是精神上的享受， 读书带给人的快乐正

如清朝袁枚在 《遣怀杂诗》 中所言： “书味在胸中， 甘于饮陈酒。” 读书是一个人净心的过

程， 能让一个人在精神上保持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的境界。

（三） 读书使人意志坚定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指出： “矛盾无处不在， 处处有矛盾， 时时有矛盾。” 人作为社会

的主宰， 在社会上生存自然也会遇到挫折， 人生也会有低谷， 有逆境， 面对痛苦、 面对疾

病、 面对死亡。 在种种境况之下， 有的人会一蹶不振， 有的人会 “东山再起”， 这和一个人

的意志力有关， 更和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有关。 读书是接受前人文化， 沟通当下信息的最有效

的工具。 可以通过读书获取前人成功的处理事情的方式。 书， 是前人智慧的结晶， 是智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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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灼见的积累。 书中讲述着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故事， 记载着无数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

史教训。 只有借助前人的肩膀， 才能使人站得更高， 望得更远。 学习经验， 吸取教训， 书便

能使人心智聪慧不轻信， 满怀自信不盲从。 著名杂文家陈四益在回答中央电视台 《东方书

城》 节目主持人巴丹关于读书问题的提问时说： “许多事情， 过去有过； 许多问题， 前人想

过； 许多办法， 曾经用过； 许多错误， 屡屡犯过。 多读书， 就会更多地懂得先前的事情， 使

自己不至于轻信， 不至于盲从。” 中国自古对一个人最高的要求就是要达到 “立德、 立言、
立功”， 被称为 “三不朽” 理论。 要想达到这 “三不朽” 需要大量的阅读与思考及在实践中

不断地应用知识， 总结知识， 也就是达到 “知行合一”。

（四） 读书能带给人快乐

读书是一件很私密的事， 与旁人无关， 与阅读者的心境与思想密不可分。 读书是一种人

生享乐的方式。 如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读书的故事， 则能充分体会到读书是一种人生的享

乐。 李清照在 《金石录》 后续中自叙二人读书的生活： “余性偶强记， 每饭罢坐归来堂， 烹

茶堆指积书史， 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 以中否决胜负， 为饮茶先后。 中即举杯大

笑， 至茶倾覆杯中， 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 故虽处忧患困穷， 而志不屈。 ……收藏

既富， 于是几案罗列， 枕席枕籍， 竟会心谋， 目往神授， 乐在神色狗马之上……” 为求功

名与文凭的读书未得读书真味道， 为求职位读书未解读书的真快乐， 读书带给人的是一种精

神上的享受与愉悦。
读书是一种品质， 读书是一种责任， 读书是一种情怀， 读书是一种境界。 “展一卷书，

神与之交， 气与之合， 魄附其上， 而魂游其中， 至掩卷仍如梦如冥， 大汗淋漓， 口存余香，
乐至醍醐灌顶， 物我两忘。” 读书， 不仅可以使我们摆脱愚昧， 洗去心灵的尘埃， 走向文

明， 读书更加赋予人才识与智慧， 给人以信念与力量， 是通向成功、 走向快乐的阶梯。 我们

没有理由懈怠自己疏远读书之心。 让我们静心用心读书， 提升自身的素质， 净化灵魂， 驱心

魔， 斩恶魔， 戒浮躁， 祛贪欲， 让蓝天更蓝， 让自然更绿， 让社会更优， 让人心更纯， 让世

界更美。

二、 读书的作用

（一） 读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内推力

社会的进步， 历史的发展与知识息息相关， 培根说 “知识就是力量”， 而这力量在历史

的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与进步

都是与知识的大爆发密切相关， 尤其是纸张的发明， 让知识以书籍的方式流传下来。 作为世

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 之所以 ５０００ 年的文明源远流长， 就是因为将先人的智慧以书

籍的形式保存下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翻看先秦时期作品， 我们可以在当下研读诸子百家的作

品， 对于现在的我们可谓是一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学习。 多份知识就多一份解决困

难的能力。 人类的这种求进取的决心也是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二） 读书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

作为现在公认的当今年阅读量最多的国度以色列， 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这个民族是

一个重视读书的国家， 从孩子刚出生起， 送给孩子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书籍， 还很用心地在书

籍上涂上蜂蜜， 让孩子通过舔舐蜂蜜而培养孩子读书的好习惯。 在这种氛围中培养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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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知识而取得成就的人， 如爱因斯坦、 贝多芬等。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 自古就有很多刻

苦读书的例子， 如 “头悬梁” “锥刺股” “凿壁偷光” 等。 如果苏秦没有 “锥刺股” 的读书

精神， 苏秦岂能挂六国帅印？ 是读书能让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左膀右臂， 是读书能让吕蒙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年代身边也不离 《资治通鉴》
等书籍。

阅读尤其是阅读本民族的文字， 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体现。 热爱自己的祖国， 喜爱

本民族的文字， 徜徉在民族文字的海洋里， 去体味先人的生活， 聆听前人的忠告， 汲取成功

的经验， 为当下与未来打好知识的基础。 民族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在传承中有继承、 有创

新， 正如庄子在 《庄子·养生主》 说道： “指穷于为薪， 火传也， 不知其尽也。” 成玄英疏：
“穷， 尽也。 薪， 柴樵也。 为， 前也。 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尽然火之理者， 前薪虽尽， 后薪

以续， 前后相继， 故火不灭也。”

（三） 读书是一个人完善自我的方式

读书使人明智，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 文字可以； 眼睛到不了的地方， 文字可以。 你读

过的书其实早已融进你的骨血， 只要一个触动点， 就会喷薄而出。 就算最终跌入烦琐， 洗尽

铅华， 同样的工作， 却有不一样的心境； 同样的家庭， 却有不一样的情调； 同样的后代， 却

有不一样的素养。 拓宽灵魂的广度和宽度， 能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 正

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 “你现在的气质里， 藏着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爱过的人。”
读书， 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 懂情趣、 会思考的人。

读书能让一个人提高自己的境界， 有学识的人， 能把苦日子过得精致。 如梁实秋能将漏

风漏雨的雅舍看成是人间天堂般的所在地。 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 但他所写的诗篇中，
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昂扬志气。 他不坠青云之志， 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 也不放弃理想； 身

被放逐， 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 那种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 《梦游天姥吟留别》 ） 的傲气， “仰天长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 《南陵别儿童入

京》 ） 的自信， 以及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 《行路难三首·其一》 ） 的霸

气， 让人读之奋起， 读之而意气风发。
读书多了， 就可以多角度看待事物。 既能做到宽以待人， 也能做到宽以待己， 不钻牛角

尖， 也不跟自己过不去。 毕淑敏在她的 《让美好现在发生》 一书中谈到 “我是怎样度过人

生的低潮期的” 这个问题时写道： “多读书， 看一些传记。 一来增长知识， 顺带还可瞧瞧别

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 是书籍里的人物让我们充分理解了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在

写 《安娜∙卡列尼娜》 时说过的一句话：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

幸。” 从小说人物的经历中去体味人生， 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除此还能从作

品中得到精神的鼓舞， 如我们在阅读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 时， 会被孙少平为了梦想不断

追求的精神而鼓舞， 在自己的梦想实现的路途中不放弃， 勇于追求。 在读美国女作家玛格丽

特·米切尔 《飘》 时， 会被女主人公斯佳丽那句 “不管怎么说，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对生

活充满了希望而感动。

（四） 读书是一个人永葆青春的良方

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 由于天生， 本难改变， 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三毛也曾说

过： “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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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很多人都希望青

春永存， 但从自然法则的规律上， 人都要经历由青春到衰老的过程， 但内心的青春却是可以

自己掌控的。 多读书， 自然胸中有丘壑， 可以开阔眼界， 沉淀思想， 提升涵养和气质， 让灵

魂充满香气。 阅读就是让你从里往外改变心性和气质。 一个人的美好， 是来自内心的淡泊宁

静， 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保养。

（五） 读书是一个人修心宁静的过程

西汉初年刘安在 《淮南子： 主术训》 中写道： “人主之居也， 如日月之明也。 天下之所

同侧目而视， 侧耳而听， 延颈举踵而望也。 是故非澹泊 （同： 淡泊） 无以明德， 非宁静无

以致远， 非宽大无以兼覆， 非慈厚无以怀众， 非平正无以制断。” 诸葛亮 ５４ 岁时写给他 ８ 岁

儿子诸葛瞻的一段话收录在 《诫子书》 中：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淡泊无

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 淫漫则

不能励精， 险躁则不能冶性。 年与时驰， 意与日去， 遂成枯落， 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 将复

何及！” 意思就是说： 心里如果有杂念， 就不能达到成功的境界。 想要成功就要心无旁骛地

专心做一件事情。 如何才能让自己修炼到心无杂念地去做事情， 唯有读书， 能让人心静， 能

让人心净。 老子的 《道德经》 第十六章写道： “致虚极， 守静笃； 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 夫

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复命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 妄作凶。 知常

容， 容乃公， 公乃全， 全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没身不殆。” 此章就是告诉世人要懂得顺

其自然， 不必刻意强求。 现实生活中， 总是会遇到复杂的、 变化的情况， 于是就百般思量、
殚精竭虑， 与其如此， 不如历尽了人事之后， 顺其自然， 也许就会柳暗花明。 能达到如此境

界的人， 需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正如清代学者金缨 《格言联璧∙学问》 说道： “古
今来许多世家， 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 还是读书。 读书即未成名， 究竟人高品雅， 修

德不期获报， 自然梦稳心安， 为善最乐。 读书最佳。” 苏轼在被贬黄州时， 仍能写出 “竹杖

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样的诗句来， 得益于他的满腹经纶， 因为饱读史

书的东坡先生， 本就以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为人生的信条。

三、 读书的目的

（一） 功利性的读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千钟粟”， 中国封建社会提倡 “学而优

则仕”，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取功名。 此种带有功利性的读书让很多读书人吃得 “十年寒窗

苦” 就为一朝 “皇榜中状元”， 取得功名 “衣锦还乡”。 如 《儒林外史》 里高中后发疯的范

进， 《孔乙己》 中那个数茴香豆的孔乙己， 都是功利性科举考试的产物。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读书

人的认识， 读书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而读书唯一的买家是皇帝， 读书取得功

名， 是为皇帝一人效力， 是为皇家 “卖命”。 这种 “有所为” 的读书， 是将读书作为一种工

具， 只能在知识上有所增长， 但在为 “仁” 上却效果甚微。
当下也有些人在学生时代为了考上大学而拼命学习， 而一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手就不再

努力， 这种 “功利性” 读书， 不能提高一个人精神境界， 也与我国人才培养的目的相悖。
为了文凭而读书， 文凭到手就远离了书籍， 此种读书也可称为功利性的读书。 这种读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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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让一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缺少创新能力， 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 工作的成效也就可见一

斑了。 像中国古代的伤仲永， 如果其父不为了炫耀孩子的才华， 也不至于在虚荣的 “软刀”
下， 扼杀了一个孩子的天分与才华。

（二） 追求高尚人格的读书

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子曾说：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 传不习乎？” 这是曾子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他追求高尚人格的写照。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五柳先生， “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 的李白， 在文学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们读书

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功名， 是为了提升自我的人格。 饱读诗书才能出口成章、 下笔有神。 苏

轼在被贬时仍能豁达地写出 “也无风雨也无晴”， 欧阳修写出了 “立身以立学为先， 立学以

读书为本”， 袁枚能做到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衾香烬炉无烟”。

（三） 求知识、 为做人的读书

胡适在 《怎样读书》 一文中提出 “读书是求智识、 为做人”。 这也是读书的真正目的所

在。 江问渔在 《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 一文中指出： “为学做人而读书。” 他认为要做人，
要做一个好人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优良的品性， 二是丰富的知识， 三是应变的才能。 将这

三方面完备起来， 方能融会贯通， 才能成为一个好人； 若三样没有， 便成了古人说的 “不
为圣贤， 便为禽兽了”。 要做一个好人， 要从读书入手， 其目的就是为借读书的作用， 来增

加知识锻炼才能， 矫正品性。 现在出现很多有丰富知识但遇事无应对方法的人， 就是 “只
知为求知识而读书， 不是为学做人而读书” 的缘故。 孔子说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又说

“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食者， 未足与议也”。 欧洲有一位哲学家曾说过： “我宁愿做一个终身

穷苦的苏格拉底， 不愿做一头快乐的猪。” 范仲淹提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 只有将读书作为人生一大乐事， 作为人生求做好人的标准， 才能体味到读书带给人的

不只是知识的积累， 还有人格的修养。 那么， 是要做个像秦桧那样的读书人， 还是要做个像

辛弃疾的读书人呢？ 是要做个像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的陆游式的读书人，
还是要做个像徐悲鸿 “人不可有傲气， 但不可无傲骨” 的读书人呢？

第二节　 循其法， 遵其律———阅读方法概述

“书犹药也， 善读之可以医愚。” 可有人会有这样的困惑： 用等量的时间读书， 为何别

人学识渊博， 我却学识浅陋？ 别人能旁征博引， 我却只能照本宣科？ 究其原因， 前者得法，
后者不得法， 久而久之， 双方差距不断拉大， 就会判若云泥。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 但正确的

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能让阅读者在享受到读书的乐趣的同时， 同时又增长了知识， 颐养了性

情。 读书方法不当， 就会适得其反， 用了很大的工夫， 但成效不佳。 在读书方法上有一些禁

忌的地方， 希望能给阅读者给以提示。

一、 读书的忌讳

一忌择 “不善” 书而读之

这里的 “不善”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内容， 一是指所选之书非应选之书。 读书的第

一步是要选择读什么书籍。 菲尔丁曾说： “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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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前要对读书籍进行取舍， 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书籍带给人的是知识力量， 能指引阅读

者前进的方向， 反之内容淫秽、 思想消极的书籍会腐蚀阅读者的精神， 甚至会让阅读者迈入

死亡之谷。 儒家思想提出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用在读书上就是 “择其善

者而读之， 其不善者而弃之”， 方能让阅读者从书中汲取营养， 收获真知识。
书籍的选择还要考虑是否是此阶段需要读书， 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阅读书籍也

要分为急需阅读和暂缓阅读， 如果现在急需阅读的书籍没有优先阅读会影响工作效率， 降低

工作质量， 如此的选择书籍也隶属于择 “不善者” 而读的行列。

二忌饥不择食囫囵吞枣不知消化

有人觉得自己需要读书就随意选本书开读， 不明其因地进行读书无异于 “不辨菽麦”。
还有人读书不能做到灵活应用，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 “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戚”， “用古人而不

为古人奴”， “取二三诗文务求滚瓜， 铭三五散句唯求烂熟， 生吞活剥， 断章取义， 开口必

曰之乎， 凡言必谓者也， 皮囊外曰文化人， 内实盗娼之属， 无非丑婆娘施了亮艳脂粉， 益丑

而又可怖也！” 读书不是为了装门面， 不能急功近利， 如此读书不如不读书。 “只尚空谈不

知实务” 的读书人是不明读书真谛的人。

三忌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读书忌讳只翻看开头或翻过半本。 未看完全书就不能领会阅读书籍的真正内涵。 有的书

籍在写作的时候是欲扬先抑， 结尾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部分， 但虎头蛇尾地阅读， 就不能体

会到其中的意味了。 如以下作品的结尾就意义深刻。
《双城记》 （查尔斯·狄更斯）： 我今日所做的事远比我往日的所作所为更好， 更好； 我

今日将享受的安息远比我所知的一切更好， 更好。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这手稿上所写的事情过去不曾， 将来也永远不会重

复， 因为命中注定要 １００ 年处于孤独的世家， 绝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茶花女》 （小仲马）： 我不是邪恶的鼓吹者， 但不论我在什么地方， 只要听到高尚的人

不幸哀鸣， 我都会为他应声呼吁。 我再说一遍， 玛格丽特的故事非常特殊， 要是司空见惯，
就没有必要写它了。

《荆棘鸟》 （考琳·麦卡洛）：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 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 它被

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 被驱赶着， 歌唱着死去。 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 它没有意识到死

之将临。 它只是唱着、 唱着， 直到生命耗尽， 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 但是， 当我们把荆棘扎

进胸膛时，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是明明白白的。 然而， 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 我们依然把荆

棘扎进胸膛。
《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 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 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 瞅着

飞蛾在石南丛和蓝铃花中飞舞， 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 我纳闷有谁会想象到那平静的土地下

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我追。 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 但我

不在乎。 我追， 风拂过我的脸庞， 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 我追。
《浮士德》 （歌德）： 万象皆俄顷， 无非是映影； 事凡不充分， 至此开始发生； 事凡无可

名， 至此始果行； 永恒之女性， 引导我们飞升。
《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 从这天晚上起， 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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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境界， 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 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

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 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 将来自会明白。
《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 如果这时， 有个小孩子向你走来， 如果他笑着， 有金黄色

的头发， 如果挡你问他问题时他不回答， 你一定会猜得出他是谁。 那就请你们帮个忙， 不要

让我这么忧伤： 赶快写信告诉我， 他又回来了……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 毕竟， 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基度山伯爵》 （大仲马）： 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 “等待” 和 “希

望”！
《老人与海》 （海明威）： 在大路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 他又睡着了。 他依旧脸朝下躺

着， 孩子坐在他身边， 守着他。 老人正梦见狮子。
《情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 他对她说， 和过去一样， 他依然爱她， 至死不渝。
《瓦尔登湖》 （亨利·梭罗）： 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 对于我们是黑暗。 只有我们

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 天才亮了。 天亮的日子多着呢。 太阳不过是一个晓星。
《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 我只知道我很想念我所谈到的每一个人。 甚至老斯特拉

德莱塔和阿克莱， 比方说。 我觉得我甚至也想念那个混账毛里斯里。 说来好笑。 你千万别跟

任何人谈任何事情。 你只要一谈起， 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 可以断定， 这具尸骨生前那个人是自己来到这里， 并

且死在这儿的。 人们要将他从他所搂抱的那具骨骼分开来时， 他霎时化为了尘土。

四忌浅尝辄止、 望文生义

俗话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这知己之交也不是一日之功就能对其 “掏心掏肺” 的，
是经过了时间的磨砺， 经过近距离的相处， 而最终确定之。 读书与交友也是有个异曲同工之

妙， 读一本书就是和智者在交谈， 与勇者在战斗。 如果阅读仅仅流于表面， 没有深入 “海
底”， 怎知 “海底” 世界的奇幻迷离呢？

读书还要学会使用工具书， 工具书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字义， 解释词句的帮手。 对于

书中的疑点难处， 读者应当细想穷究， 单纯以己意去揣摩、 揆度， 就很可能差之毫厘、 谬以

千里。 在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前提下， 按自己的理解去阅读， 在自己望文生义的阅读中， 不

但背离了作者的初衷， 也曲解了作品的真意。

五忌全盘照收、 盲目模仿

孟子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每部作品的写作都有个或作者感同身受的经历， 或作

者采风的现实生活的原版人物， 正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 “幸福的家庭大体是相

同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阅读者在阅读作品时， 也要做到 “知人论世”， 要分析

写作背景， 不能将作品中的故事照搬现实生活， 或模仿作品中的人物。 每个人的存在恰如叶

子一样，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 阅读作品

只是从作品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学做事的方法，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自己通过分析得到恰当的解决方法， 不能做书籍的 “留声机”。 生活不能复制， 人生更不可

能雷同。

六忌读而不思不用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增长见识， 丰富知识， 要将书中的内容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有指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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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才算是得到了读书的真谛。 有人读书光注重量的积累， 而不去寻求质的指导意义。 读书

要边读边思， 就像我们读古书， 书中的时代背景与当下的时代环境有很大的差异， 那我们为

什么还要读呢？ 因为书中有很多道理是经过了前代人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对当下的人们还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边读边思， 思考书中内容， 这对当下的生活与工

作有指导作用。

七忌单纯地读， 不动笔墨

整理和综合的思想， 就会永久留在脑中， 将阅读时产生的碎片式话语记录下来， 经过一

番思考， 就能形成自己的观点与思想。 天下能过目不忘的， 除了金庸笔下的 “郭蓉” 之母

外， 大多人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而将书中的精彩片段能够用笔墨记录下来， 那么， 看似片段

的思想， 积累多了， 就会融化在自己的思想中， 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八忌用心太专一， 限制思维

有人对某个作家特别喜欢， 非这个作家的作品不读。 其实， 每个作家在创作中都会或多

或少带有着个人成长的印迹， 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知识与见识的局限性， 作家自我的色彩越浓

烈， 其局限性就越明显。 而每个人的成长都不能复制， 读者与作家的成长时代不同， 社会发

展的状况不一样， 就需要读者能多涉猎其他作家的作品， 才能看到一个多彩的世界。

九忌朝三暮四、 一曝十寒

法国思想家、 文学家萨特曾在 《文字生涯》 中告语： “每日必写一行。” 读书也需要养

成一个好的习惯， 要日日读才能将读书形成一个习惯， 最后将读书成为自己生命中第一部

分， 就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卿因主持 《中国诗词大会》 而再次红遍大江南北。 在对她的

采访时， 她说： “读书就像吃饭一样，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一日不读书就觉得生活中缺少了

什么。” 所以说， 读书不能今日兴致高就读一读， 明天没有兴致了就放下不读， 如此的读书

方法永远养不成读书的习惯， 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读书的乐趣。

二、 名家读书方法介绍

读书有法方得其果， 历史上有很多文化学者对读书方法进行过或系统或经验性介绍。

（一） 孔子： 学而时习， 知类通达

孔子的读书法可以概括为： 好学乐学、 由博返约、 学而时习、 学思结合、 温故知新、 学

行结合、 举一反三、 一以贯之、 述而不作。
没弄清作者的意思前， 自己不主观发挥和附会。 默而识之。 一以贯之， 举一反三， 知类

通达。

（二） 孟子： “自求自得” 读书法

孟子读书方法论的精义如下。
（１） 自求自得， 依靠自己的求知欲， 努力去获得。
（２） 专心有恒。
（３） 盈科后进， 即循序渐进。
（４） 重思存疑。
（５） 以意逆志， 就是 “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 乃就诗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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