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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好书如同良师益友，既
能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
路，也能在失落时给予我们
心灵上的慰藉。”这是我在跟
琼台师范学院的学生们交流
读书心得时，常说的一句
话。我想强调的是开卷有
益，让同学们多阅读。

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读
的书是不一样的。比如，上
小学的时候，我和伙伴们喜
欢的是连环画；读中学时，
大家都爱读《青年文摘》之
类的杂志和《西游记》《三国
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
著；进入大学后，我们开始
更多地阅读专业类书籍。

我长期在高校从事高
等数学教学和二级学院管
理工作，阅读的许多书籍都
与专业相关。严士健、王隽
骧、刘秀芳等人合著的《概率
论基础》，是数学类概率与统
计方面的专业图书，对我的
影响很大。这本书是我在
中山大学访学的时候，导师
推荐阅读的，论述严谨、条理
清晰，但理论性很强，内容十
分抽象。

刚拿到这本书时，我以
为很容易就能读完。实际
上，由于内容深奥，没读几
页我已觉得难于细读下去，
只能囫囵吞枣式地看了一
遍，在难点和感悟较深的地
方用笔做上记号。

有些好书，不一定一次
就能读懂读透，反复读，每
读一遍，都可能会有不一样
的体会。为了吃透《概率论
基础》里的内容，我带着第
一次阅读时形成的疑问去

查资料，弄清楚后再次阅
读，结果还是有不明白的地
方。于是，我暂时把这本书
放在一边，接触到了相关知
识点再拿起来阅读思考。

反复阅读《概率论基
础》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总
结读书方法。主要有以下
几点：阅读的第一步是选好
书目，通读内容简介和目
录，初步掌握书籍的基本情
况；先粗浅地读一遍，了解
主要内容，接着细读一遍，
深入理解书中内容；读完两
遍后，根据自己理解和掌握
的程度决定是否再次深读。

在我看来，深读的目标
是更好地领悟书中令你感
触很深或难以理解的部分，
这些内容需要“细嚼慢咽”，
往往也是一本书中最精华、
最有价值的部分。时至今
日，《概率论基础》这本书我
已经记不清看了多少遍，里
面的一些书页被翻得破损
了，但偶尔打开看看，仍觉
得越看越有味道。像登梯
一样阅读，一步步攻克书中
的重点难点，这或许就是读
书令人回味无穷的地方。

2022年我调到学校图
书馆工作后，阅读的重点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我
最近在读《古籍保护研究》
《现代图书馆管理体系研
究》等，这些是与本职工作
相关的书籍。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
心欲专不欲杂。”这是这么
多年来我阅读的体会。现
在大家获取图书比以前容
易得多，更应该注重读书的
质量而非数量，只有静得下
心，耐得住寂寞，全身心投
入，阅读的效果才会好，才
能找到阅读的乐趣。

（符方健系琼台师范学
院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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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早已成为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出生在湖北东部的
一个小村庄，小时候能接触
到的图书资源非常有限，平
时在家只能看到一些漫画
书。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一
到周末我就想办法往县城
跑，为的就是逛书店。

上高中时，遇到了一
位好老师，他给我推荐名
作家的诗歌、小说等经典
文学作品，还鼓励我扩大
阅读面，读一些散文和随
笔。在老师的引导下，我
对阅读的兴趣更加浓厚，
总是把零花钱攒下来，一
有时间就去县城买书。

有一次，我又去县城
“淘”书，看到喜欢的书便
毫不犹豫付钱，买到最后
身上的钱不够坐车回家，
幸好存折里还有10块钱。
只能去银行柜台把钱取出
来坐车回家。

因为经常买书，高中毕
业时，我已建立一个自己的
小书库。2005年9月，我背
着30本书漂洋过海来到海
口上大学，为了防止丢失，
我在每本书上都做了记号，
它们是我最珍视的宝贝。

大学期间，每名学生
在学校图书馆最多只能借
5本书，我的借阅额度基本
上都是满的。为了多借些

书来读，我就请周围的朋
友帮我去图书馆借书，把
他们没用完的借阅额度用
完。毕业后，我留在海南
发展，先后干过广告文案、
项目策划等工作。2018
年，我辞掉文化创意公司
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卖
书人，4年后又开办了迷途
书店。读书是一件幸福的
事，我又回到了书本旁边。

在漫长的阅读生涯
中，我逐渐养成了发散式
的读书习惯。经常是这
样：在读一本书的过程中，
里面的一些知识点让我产
生了疑问，这些疑问，促使
我去阅读更多的书籍。比
如，我在书中读到了楼兰，
便会思考历史上的楼兰古
国是怎么消亡的，于是购
买了一些关于楼兰古国的
书。带着问题意识去阅
读，能够激发我们的求知
欲，比走马观花式的阅读
更有效率和价值。

每个人的阅读习惯都
不一样。我喜欢在阅读时
拿着一支笔，划出自认为重
要的地方，以加深印象。

读书不仅要读正文，还
应看注释。有的学术著作
知识密度比较高，认真看它
的注释，往往能学到新的知
识点，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正
文的内容。前一阵子我刚
读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
作品《洪业——清朝开国
史》，这本书系统解构明朝
是怎样陷入困局的同时，也
展现了清朝从新生走向辉
煌的过程。书中三分之一
的页面都是注释。每读完
一章，我都会细读这一部分
的注释，用了差不多半个月
才把整本书读完。

有人问我如何找到读
书的快乐，我建议带着延迟
满足的心态去阅读，比如，
自己觉得非常好的书，可以
花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
间去慢慢品读，而不是迫不
及待地把书读完丢到一
边。尤其是经典作品，长时
间阅读会让人更有感悟。

（查济系海口迷途书
店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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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58年，上
小学那几年，由于历史原
因，大部分图书“沉睡”在
图书馆，很难借阅。因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别人
手里借到了一本科普读物
《怎样看云识天气》，如获
至宝。尽管它不是小说，
不是故事书，也不是连环
画，但它毕竟是一本书。
对于一个处于知识饥饿期
的少年来说，只要有书可
读，那就是最幸福的事。

作为科普著作，它的内
容当然是枯燥的——那是
一本培养气象员的初级教
材，教授大家如何通过观察
天上的云朵来判断天气变
化的技巧。它描绘了云朵
的形状并给它们命名，从此
我知道了天上的白云苍狗
竟然有那么多的名称：积
云、层云、卷云、层积云、高
积云、高层云、卷积云、雨层
云、积雨云等等。

再往下看，有趣的内
容就来了，为了让读者更
形象地辨识云彩，书中附
有很多彩色图片，那辽远
的天空，形彩各异的云朵，
引发了一个少年对远方和
宇宙无限的神往和遐思。
我常常捧着书本，对着天
空长久地发呆，把天上的
云彩和书上的图片相对
照，试图对天气作出自己
的预报。

一天上午，我看到西
北方的天空有大堆的云朵
出现，觉得它是高积云，尽
管还没有变色，也几乎静
止不动，但很可能在不久
发展为高层云并带来强烈
降水。我给当生产队长的
父亲建议，今天不要在打
麦场上晒粮食了。我爸哈
哈笑了，说：“小娃娃看了
一本书，就敢预报天气？
这么好的太阳，雨在哪
里？”他不信我的话，不料，
中午时分大雨倾盆，尽管

生产队的所有社员都赶去
抢收粮食，还是有部分粮
食被淋湿了。从那以后，
父亲每天安排农活时，都
要向我咨询天气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我
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我
报考学校时，首选了杭州
气象学校，立志做一名气
象员。放榜时，分数过线
了，但老师找到我，劝我放
弃中专，来年再考大学，我
的强项是文科，去读气象
这个理科专业确实有点强
己所难。经过艰难抉择，
我最后放弃了当气象员的
志向，第二年考入师范大
学中文系，最终成了一名
作家。

尽管如此，《怎样看云
识天气》这本书对我的影
响是深刻而长久的。这么
多年来，我一直很关注气
象与人类的关系，对由于
气候变化引起的社会灾难
尤其敏感，这也是我创作
长篇小说《绝秦书》的缘由
之一。小说中的故事发生
在1929年，当时的西北大
旱灾正是气候异常变化引
发的。少年时的一粒种
子，在数十年后终于开花
结果，一本书的力量竟如
此神奇和伟大！

2005年春季，借着在
北京鲁迅艺术学院进修的
机会，我来到国家图书馆，
想再次目睹《怎样看云识
天气》的尊容。自从把书
还给主人后，我时时惦记
着，想重温它，可一直无法
如愿。

国家图书馆一定会有
的，这里汇聚了中国最全
的图书版本。我当时的
心情是多么激动，就像跟
恋爱很久的情人见面一
样，急不可待。可惜的
是，因为我只能办理临时
阅览证，而《怎样看云识
天气》是要借阅的，只得
惆怅而归。

直到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约我聊读书，我再次
想起它，便上网四处搜索，
终于在一个旧书售卖网站
寻到了芳踪。看到阔别几
十年的老相识，不禁感慨
万千。

（张浩文系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海南师范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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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文学
家黄庭坚曾说：“一
日不读书，尘生其
中；两日不读书，言
语乏味；三日不读
书，面目可憎。”

书籍是人类智
慧的结晶，更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捧
起书本仿佛是我们
与生俱来的本领，
但每个人的读书故
事不尽相同，也或
多或少存在阅读方
面的疑惑。4月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本期《海南周刊》封
面，我们一起聆听
省内知名作家、图
书馆馆长、书店创
办人、语文老师的
读书故事，了解古
往今来人们的读书
生活，敬请关注！

我
的

我上小学时，天涯社
区正如日中天，出了许多

“神帖”，有一篇点击量很
高的《暗访记者亲身经
历》被整理出版。该系列
的前三本，我反复读了不
下五遍。

现在看来，里面的许
多故事不免有夸大之嫌，
一些社会底层的灰色地带
看起来也缺乏“正能量”，
但是它在我年幼的心灵留
下了许多永不磨灭的印
记：它让我了解了调查记
者这个伟大的群体，使我
始终保持一种“向下”的价
值观和对社会议题的关
注，让我意识到有时单纯
进行道德判断并不符合复
杂人性和多元社会的真实
状况。这些对我后来的知
识趣味和价值立场都有着
极为深刻的影响。

随着成长和知识结构
的完善，我们逐渐有能力
辩证看待书籍中的内容，
而一本好书留给我们的绝
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
是一些朴素却深刻的情感
体验，后者有时甚至会伴
随我们一生。

在信息时代聊读书，
令人担忧的诸如“碎片化
阅读”“信息茧房”“低专
注度”等话题已是老生常
谈了。时钟可以回到原
点，但我们已不可能回到
纯纸媒时代，所以有意识
地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
阅读趣味和多元媒介素
养，或许才是通往未来的
最好出路。

当许多人对阅读现状
感到悲观时，我却在校园
里看到了不一般的风景
——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是
有捧着书读得津津有味的
学生；有的学生看到书本

或借书卡上有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九十年代学长学
姐的名字，很受触动。这
是知识与情感建立的超时
空链接，人类需要这样的
瞬间。所以我相信只要有
人热爱生活、有探索未知
世界的欲望，阅读就不会
消亡。我们更需要追问的
是：在学校的课程体系中，
阅读是否能够真正占有一
席之地？我们的城市是否
具备足够的人文关怀，为
阅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环
境及资源？

除了大环境，个人的
阅读习惯也很重要。对青
少年来说，首先是书本的
选择。不能一股脑儿把

“青少年必读书目”塞给孩
子。有些书的确是经典，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
要到达一定的人生阶段、
拥有一定的阅历再去读，
才能心有戚戚。读不下去
的书不必强求，也不要害
怕让孩子接触“闲书”，我
的阅读爱好恰恰是在少年
时期的“闲书”堆里培养起
来的。

其次是广泛涉猎，如
果执着于“有用”，比如为
了写作文、增加谈资等，阅
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陶
渊明曾言：“好读书，不求
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
食。”“会意”往往是大量阅
读后的妙心偶得，真正享
受过这般快乐，才会将书
籍视为自己一生的伙伴。

对于许多成年人而
言，“开始”是阅读中最难
的事。如果说我们最大的
敌人是手机，那不妨“化敌
为友”，挖掘微信公众号的
优质内容，或利用豆瓣读
书、微信读书等APP发现
好书，看看陌生人的读书
心得或与书友交流，以增
加阅读的趣味。最重要的
是明白——在日复一日的
生活中，阅读会让我们获
得一种自我净化、自我更
新的能力。

我始终相信，在“内
卷”的科技、经济赛道之
外，会有一条属于精神空
间的小路绵延并行，它通
向我们的内心世界。

海岛的夏季将至，何
以消暑？一起静下心来，
在阅读中寻找清凉世界
吧。

（薛英子系海南中学
语文老师）

语
文
老
师
薛
英
子
：

不
要
怕
孩
子
读
﹃
闲
书
﹄

符方健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薛英子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陈
蔚
林

采
访
整
理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黎
鹏

采
访
整
理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黎
鹏

采
访
整
理

■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陈
蔚
林

采
访
整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