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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雁：“阅读选择与幸福追求”

——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之

“最是书香能致远”随记

王 萍※

2017年10月，秋阳杲杲时节，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教授徐雁先生应邀来到位于北京文津街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面向读者和

听众，开展了一场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选择与幸福追求”的讲座。讲座伊始，徐

教授在大屏幕上解读了波兰画家吉斯凯·尤科（JacekYerka）的一幅绘画作品：由书墙围筑

起来的一个“知识水潭”，意谓人类历史文明之所以长流不息，是在于“知识水潭”永不停

息地供给着“源头活水”，阅读，尤其是读古今名著经典、中外好书佳作，乃是启源之钥；

书桌前那盏发出暖黄色的灯光的台灯，则营造出一种静夜读书的氛围，让人不禁想到“读书

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诗句，启迪着人们惜时、惜缘、惜福；至于书墙下、台灯

旁的阅览座，或是提示人们应在业余时间静心读书，开卷有益。

1、基于“新读书主义”观点的阅读选择

在讲座中，徐教授通过讲析台湾知名经济学家、出版家高希均先生的名著《阅读救自己》，

阐述了“新读书主义”观点：不再仅仅为了应付学校考试和社会就业而读书；要减少读书的

“强迫性”，增加读书的“宽广度”；要多读那些“非专业”的、在当下看来似乎没有实用

价值的“闲书”。须知，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人生学习

的起点是读“一流书”，人生历练的过程是做“一流人”，人生奉献的高峰是构建“一流社

会”。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谈话。”因而人们的阅读方式，以及具体的读

物，必须是要有所选择的。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既要面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

积淀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又要面对每年海内外出版的新书刊，因此，只有把自己的

鉴书慧眼与品书慧心相结合，才能提高自己的“阅读力”，进而提升个人的“阅读率”。

徐教授认为，那些字里行间大力倡导和积极弘扬“真”（真实、真诚）、“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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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举）、“美”（美丽、美好）、“和”（和解、和平）、“健”（健康、健美）的文章和

书籍，那些经过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双重检验过的好书名著、佳作经典和美文，才可称得上

是人世间“绿色、有机、无公害”的“精神食粮”。按照高希均先生对于“一流书”内涵的

概括则是：传播现代知识和理念的书籍，富有创意并能够激发创意的书籍，故事感人且具有

启发性的书籍，具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书籍，记录人类杰出成就的

书籍，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书籍，提倡人间长情与大爱的书籍。读者选书时，完全可以自己

来参考这些价值准则，做出自己的读物选择。

2、“一本书主义”的三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法

徐教授在讲座中热忱地分享了其在经年阅读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一套易学易用的阅读

程序，即由“一本书主义”出发，到刨根问底的“悬疑解疑式读书法”，再到旨在追求博学

广闻的“结网式阅读法”，最后实现由博返约的“提纲挈领式读书”。

以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名著《围城》为例，徐教授先深入剖析了男主人公方鸿渐的人

生轨迹，揭示其虽聪明却不肯用功学习，最终在风华正茂的三十而立之年，本应大展宏图的

年纪，却成为了一个“没有梦，没有感觉”的人，进入了“人生最原始的睡，是死的样品”。

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方鸿渐游手好闲，无所用心，先后留学伦敦、巴黎、柏林，却总是“兴

趣颇广，心得全无，随便听几门功课，生活尤其懒散”，其人生注意力从来就没有放在求知

识、做学问上，缺少钻研精神，在学业上从不知难而进，逆流而上，而是在不断转学科乃至

转学校（最后的所谓“哲学博士”文凭，还是花钱向子虚乌有的美国克莱登大学买来的假学

位）的投机取巧中度过，最后自己为未来的职业失意、人生失败挖下了“大坑”。可见，不

学无术造成了他无可转圜的悲剧命运。徐教授的解读，意在说明读者应从一部经典作品中，

细读深思，去解读和感悟出蕴涵在白纸黑字背后作者所要表述于世的深刻人生见解。所谓“说

话听声，锣鼓听音”，要注意提高自己听取弦外之音、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这是“阅读

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谓“悬疑解疑式读书法”“结网式阅读法”，即是要明白读书的终极目的是解答自己

心头困惑，为自己的人生迷津指路。因此，要“读书得间”，善于发现书本中的疑问，善于

带着自己的人生疑问去开卷读书，在阅读过程中注意细节，勤于思考，从书里书外寻求有益

的思维线索。根据“读书始觉知识浅，书到用时方恨少”“学，然后知不足”及“缺什么，

补充什么”的学习原理，那么，随着阅读—辨疑—感悟的深入，阅读范围不断拓展，阅读层

次不断深入，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识体系也就在这种”结网式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这也是“阅读力”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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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挈领式读书法”的要诀是在于能够由博返约、言简意赅地道出或写出自己的读书

心得。以看小说为例，既贵在能够明白作品“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基本创作原理，

又懂得“生活，往往比小说世界更加精彩”的人世间道理，这样才不会把小说误会认为真实

的世界，也不会仅仅当其为虚构的故事，而是能深刻认识到，在作家的生活提炼、想象虚构、

乃至夸张渲染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活生生的社会事实，在白纸黑字中隐藏着作家的人生智

慧，这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慧眼去发现，用自己的慧心去领悟，如果能够把这种发现和领悟写

下来发表于世、与人分享，那就跨入到“提纲挈领读书法”的善境了。

3、树立以“读无字书，悟有字理”为中心的大阅读观

只有将阅读所得与自己的人生实践结合起来，思考之、领悟之、践行之，才能发挥对于

人生的积极指导意义。否则，就真是在做彻底“无用的”阅读了。在这一点上，徐教授特别

倡导一种融会“知行合一”思想的大阅读观，即坚持“读有字书，识无字理”“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万物皆书卷，天地阅览室”和“从无字句处读书，与有肝胆人共事”四项原则，

将“读有字书，悟无字理”与“读无字书，悟有字理”两种阅读与思考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逐渐提升自身的“智商、情商、胆商”和“知识、学识、见识”，丰满助力人生启航的

翼膀。

徐教授基于“大阅读”理念，提出了三种践行此理念的做法。其一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法，即通过精读一本好书，真正体会到“绿满窗前草不除”“起弄明月霜天高”的读

书之乐，进而唤起“读万卷书”的热情。在深入挖掘一本好书的内涵时，将其中的知识融入

自己的血肉，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促进学识与阅历的融合。其二是“读人物传记、得人生启

迪”法，即多阅读一些名人传记，从传主那里汲取人生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去创造自己的

辉煌人生。其三是“看名著影视，得人生启迪”法，即借助观看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

深入原著，提高自己的文艺鉴赏能力，从中获得人生启迪。

总之，徐教授认为，通过开卷读书，尤其是阅读好书佳作、名著经典，“读有字书，悟

无字理”，再在“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理念

导引下，通过“读无字书，悟有字理”“从无字句处读书，与有肝胆人共事”这一系列由表

及里、由窄而宽的阅读行动，人们足以逐渐确立起自己为人处世做善事的价值观，尤其是“近

朱者赤”“开卷有益”的精神文明功用。

在听众互动环节，徐教授耐心解答了提问者的各种问题。他说，读者，尤其是学龄儿童

和少年务必要缘订书林，心系阅读，警惕不要被“娱乐化阅读”绑架，要拜名著经典为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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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书佳作结为密友，通过“深阅读”和“深思考”，让知识、学识和胆识成为自己的人生

名片，铺就坚实的人生坦途，开创锦绣的人生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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