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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阅读者如何找到生活的方向
编者按：

人生旅途中，贵有书籍为执着前进的阶梯；闲庭落花处，贵有书籍为静心养性的香茗；坎
坷低谷时，贵有书籍为抚慰伤痛的良药。阅读可广寻博览，亦可反复品味，但终归要在阅读时
读有所获。“尽信书，不如无书”警示我们阅读要独立思考，客观判断，“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也更强调读书百遍，品味深意的重要性。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说：“士大夫
三日不读书，则礼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目可憎，言语无味。”让我们在春光明媚中尽享阅读
之乐，洗涤心灵，寻觅真谛，自由栖居在书香之中。

阅读者如何找到生活的方向 以问为题，引发思考。

①如果将多读、多想分割为两部分，那么，哪一部分重
要？

②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一般而
论，两者都重要，但一定要分出轻重，个人认为，还是多想、
多质疑，在阅读生活中更重要。

③这里，我之所以斗胆触及这个题目，原因是又遇到了
“逼迫”。有后生针对我，书不一定读多，精读几本书，也
会收获多多，怼之曰，“人生的迷惑就是因为读得少想得多。”

④这句话好像是某个被尊为大师的高人所言。其实，大
师的“想得多”所指是什么，本人并不清楚，但就后生的“少
想多读”观念，诚以为极不可取。

开篇以多读和多想的问题引
出论述内容，引发关于阅读
中思考和数量的重要性思
索。

⑤多读书自然没错，但前提是必须给阅读插上想象的翅
膀。倘若仅仅是追求阅读的数量，而不去质疑、去追问——
无论是作者所指还是观念导向，也就是尽可能的“想得多”，
或者说只是单纯地追求正确的答案和指导，而不是去赋予阅
读以意义，我认为阅读就没太大意义。就像那些痴迷于网络
小说情节，而没有“想得多”的个体那样，埋头读了数以千
万计的字，抬起头来，脑子还是和读之前一模一样，这样的
阅读，实在是浪费生命。

⑥反过来，阅读的时候，如果没有满脑子的疑惑，就像
《魔山》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面对两极观点时被折腾那样，
恐怕“阅读者”自己是找不到生活方向的，如此这般，读书
再多，收获——如果有的话——顶多也就是跟着人流盲目前
行而已。

读书不能单一追求数量，学
会质疑追问才可有所收获。

⑦退一步，我们来看看顶级的“阅读者”钱钟书，读书
之多让人叹为观止。虽然如此，钱老师却被不少圈里人诟病
“没有思想”。是否如此，不是难望其项背的我等可以评判
的，但由之可以推想，背后未必不是读得多但“想得不够多”
之故。

⑧必在意读了多少部著作。历史上读书卷册数量“不多”
的大神级人物也大有其人。比如维特根斯坦，相传他到访苏
联时，有著名学府邀请他讲授德国哲学，诸如康德、黑格尔
啥的，结果此人居然问邀请方，那都是些什么大神。也就是
说，维特老师作为哲学教授，竟然不仅没读过相关的著作，
而且连人家是哲学史上的泰斗级大师都不知道，可见读书之
少。撇开这个传说，在《天才之于责任》这部维特根斯坦传
记中，我们倒是能够看到，维特老师非常沉迷于托尔斯泰的
一部小说《哈吉·穆拉特》——可以说是千百次地读。

现实性分析。现实中某些大
人物追求博览群书或中意于
精读某些书，广读与精读都
不失为一种好的阅读方法。

⑨诚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确是读书爱好者的“人 总结全文，重申观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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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指南”，但比较起来，我仍旧倾向于“想得多”，除非您
放弃自己作为独特个体的存在，否则，要想有独立人格，有
与世俗见识有别的独立判断，您就必须“想得多”，必须去
思考、推敲那些旧有的价值体系和判断坐标，尤其是在阅读
的日子里。

要不断思考推敲，对培养个
人的判断能力和独立人格大
有裨益。

来源：2022 年 4 月 10 日《工人日报》 作者：冷荞麦

【时代警语】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确是读书爱好者的“人生指南”，但要想有独立人格，有与世俗

见识有别的独立判断，您就必须“想得多”，必须去思考、推敲那些旧有的价值体系和判断坐
标，尤其是在阅读的日子里。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联系上下文，在空缺处补写句子。（每处不超过 15 字）

多读书自然没错，但前提是必须给阅读插上想象的翅膀。
① ，而不去质疑、去追问——无论是作者所指还是观念导向，也就是尽可能的

“想得多”，或者说只是单纯地追求正确的答案和指导，而不是去赋予阅读以意义，
② 。就像那些痴迷于网络小说情节，而没有“想得多”的个体那样，埋头读了数以千万
计的字， ③ ，脑子还是和读之前一模一样，这样的阅读，实在是浪费生命。
①
②
③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1）朱熹，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今江西婺源人，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
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涉及，著作颇丰。朱熹读书广泛，治学严谨，他主张熟读精思，读书贵专
不贵博。他在《朱文公文集·答沈叔晦》中提出：“与其泛观而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得尺
吾尺，得寸吾寸，始为不枉为功力耳。”朱熹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要有所获，即有所得。与其
泛泛浏览，过目就忘，一无所获，不如多读几遍，边读边思，读熟了，认真思考了，就有收获。
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也不枉读一回。

（2）有人问智者：“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你说这样的阅读究竟有什
么意义？”智者回答：“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清吃过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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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血肉。”
阅读以上材料，结合文章和个人阅读体验，谈谈你认为青年在阅读时应遵循哪些宗旨呢？

谈谈你的看法。（不少于 4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内蒙古正镶白旗第二中学 赵佳琦）

【相关链接】

读书要有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评价文学艺术向来具有超越性，具有站在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作家作品的

意识和能力。他评《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就首先是作社会分析，通过小说分析和考察当
时的社会状况。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毛泽东就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评价文学。他对文学
作品的艺术分析，尤其是诗词方面的艺术判断力是很高的。比如认为杜甫、白居易等太过现实
主义，哭哭啼啼，不好。喜欢并主张来点李白李贺李商隐，多点幻想和浪漫主义。

或许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确有从文学细节中解读出社会大道理的特长。这种特长，从文学
批评角度讲，似有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意味。但令人折服的是，所论常能切中要害，并极大
提升了作品内涵。比如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意的拔高，对《红楼梦》
里林黛玉“东风西风”说的当代解读，都可谓是创造性升华。

1939 年 5 月 5 日傍晚，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访萧三，谈文学问题。萧三是毛泽东
少年时的同学，是一位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曾与鲁迅多有往来。毛泽东说：《聊斋志异》是封
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
对一夫多妻，他的这种主张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所以借鬼狐说教。《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
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鲁迅关于《聊斋志异》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中。其中把《聊斋志异》称为“志怪”，是指作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志怪”而非“怪
异”，还是有一点区别的。鲁迅又称《聊斋志异》为“拟古派”，认为从写法上，杂合了六朝
志怪和唐传奇。不过，鲁迅确实没有把《聊斋志异》看成是社会小说，他重点强调了《聊斋志
异》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
不觉得很可怕。不过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从中可见，鲁迅谈的是小说史链条上的《聊斋志异》，而毛泽东要分析的是世道人心。鲁
迅的观点显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其实鲁迅一样很擅长从社会分析的角度谈论文
学。比如，他一向认为，从古以来，并没有什么纯粹的“山林文学”，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社
会、生存的折射。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如果没有吃得饱作前提，也不可能悠然起来。这
同毛泽东后来对陶渊明的看法十分相似。他们二人分析文学作品如有什么不同，一方面是马克
思主义观点的有无，另一方面，也或许可以说，鲁迅作为小说家，却多从诗词中读出社会生活，
而愿意谈谈小说的艺术要素。毛泽东作为诗人，多把小说看作社会生活的记录，而在诗歌方面
又更欣赏浪漫主义。如此则更好理解为什么他对杜甫的认同反而不及对李白李贺李商隐。

当然，我们从毛泽东这段谈话里读出的另外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他一贯强调的不迷信。
他无疑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且熟读马列经典，但他同时最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此
甚至上升到“打倒奴隶”的高度。也是在 1939 年，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是鲁
迅的知音，他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但他对鲁迅一样不迷信。凡读，总有自己的看
点、发现、立场、观点。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另当别论。把研究对象偶像化这一点上，我们总是
没有办法完全克服。写传记，往往容易变成传主的辩护者、传声筒，而不能跳出来站到新的历
史方位上，更加纵横有致地加以分析和评判。毛泽东真是读书人的榜样。

（来源: 2022 年 3 月 1 日 《人民政协报》 作者：阎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