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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彭俐：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回答

编者按：读了十二年书，在同学们快毕业的时候，编者推荐这样一篇文章《 为什么要读书，
这是最好的回答》。读一读，想一想，你读书为了什么。
读此文，如观溪流，斗折蛇行，主旨明灭可见; 如走山路，千回百转，曲径通幽; 如听乐曲，
在一次次变奏中，主旋律始终不变。
也许，读的过程中，会有山重水复之感，但，最终呈现给你的是柳暗花明的欣喜。或者，在
发现桃花源前，你需要在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林中复行数百步，此后，定当“豁然开朗”。
好吧，请跟我来——在落英缤纷中，探寻思想的桃花源。
从阅读的角度，可以用提要钩玄法，小编将用字体突出关键句。

为什么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回答

读书，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维持我们生存的必须。
不同的是，吃饭、睡觉，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而读书，则
是满足精神的需要。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是肉体生命鲜活，
而精神生命萎缩。这是因为，他们只顾得吃饭、睡觉，保养
身体；却没有好好读书、学习，培养精神。

书籍，为我们的精神生命提供养分；阅读，则会让我们
的精神生命无比健硕。宋代文豪苏轼曾经说出读书的妙用，
它可以使困窘贫寒的人变得高贵优雅，因为其美质内在，闪
烁光华：“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人在谈
到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与文学修养时，常常会说：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又云：字吐珠玑，文铺锦
绣。我们想想看，这难道还不是精神生活上的锦衣华食、宝
马香车吗？！

古人还说过这样的话：“赠人以言，重于珠玉”。倘若
不读书，又怎么会有“赠人以言”的能力呢。孔子云：“不
读诗，无以言”。这也是在强调饱读诗书对人的言谈举止的
影响。

是的，我们不能想象，在没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时候，
人类是什么样子。或许，学会了语言文字表达，是我们人类
文明真正诞生的标志。而作为生命个体来说，情况大致相同，
学会了读和写，我们才基本算是一个文明人，不辱智能生命
的名分。好了，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读书，使人
成为真正的人。

① 亲切，如话家常。起。

② 引古语，谈读书“为精神生活
提供养分”。承。

③ 读书之于修身。转。

④ 第一部分:读书，使人成为真正
的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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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在金钱至上的观念和行为甚嚣尘上的时候，你还
能告诉我有比安安静静、心无旁骛的读书更美好的事情吗？

恐怕没有。

然而，带有狭隘自私目的的读书却并不美好，甚至有害。
才学用于反社会、反人类的时候就会变成其主人的帮凶。无
数事实证明，那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一旦假公济私、谋
取私利、贪赃枉法、陷害他人时，其手段会更加高明，其做
法也会更加有效。因此，倘若我们在孩提时代没有确立端正
的读书观念，就很有可能在成年时成为有知识、有学问的庸
俗市侩、卑鄙小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惨痛的事实。

为了虚荣的读书，得到的不是知识，不过是带有知识的
虚荣；为了名利的读书，获取的不是学问，不过是学问装点
的名利。

古往今来的世界上，从来都不乏读书人，缺少的是正直、
高尚的读书人，缺少的是实现自我的同时造福群体、功成名
就的同时完善社会的读书人。

那么，所有念书的人、教书的人、写书的人，都应该清
楚地知道：读书为谁，读书为什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对于读书来说，“利其器”就是端正态度，所谓正
心诚意。

有人———为做人而读书；
有人———为做事而读书。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却很少听到前一种读书观
念，而常常听到后一种读书观念。

前者，是一种典型的价值理性的体现，体现的是人文精
神，强调的是人格修养；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
露，表达的是物质诉求，重视的是实用效果。

（摘自 2017-08-31 人
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盛

玉雷）

⑤ 放眼当今社会，提出问题。此
设问既是前一部分的“合”，又是
下一部分的“起”。过渡自然，衔
接紧密。

⑧ 过渡。再次开启下一层论述。
起。

⑥ 承。

⑦ 转。

⑨ 承。从反面论述。

⑩ 历史的维度。转。

⑪ 合。

⑫ 过渡。起。

⑬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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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合。

我们在此有必要说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提法，是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
最先提出的，作为社会学学术术语，在今天被广泛使用，却
有多重解释。简言之，价值理性注重“人本”，而工具理性
强调“物本”。

我们可以用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小
时候的读书经历作为例子。

梁启超儿时读书，注意力维持不久，青灯黄卷，不免犯
困。见此情景，父亲梁宝瑛就对儿子厉声说：“汝自视乃如
常儿乎？！”

注意，父亲梁宝瑛并没有说，不好好读书，将来你能做
什么事情呢……而是说：“汝自视如常儿乎？！”深知读书
要义的梁父，在此特别提醒的是———做人！

难怪，在这样的“做人为先”的教导下，梁启超 4岁读
《诗经》，7岁诵“四书”，9 岁撰古文，17 岁中举……最
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散文《少年中国说》，至今被学龄
孩子们朗声诵读……再举一个例子。

大学问家梁漱溟在中学（顺天中学堂）毕业后，自学成
才。他在年轻时，曾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他的读书志向，可谓远大、伟岸。他虽一介书生，但目

睹民生困厄，就立下宏愿：“此心如饮苦药……誓为天下生
灵拔济此厄……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

且看，作为读书人的梁漱溟，并没有为自己的衣食生计
想得太具体，而是心怀天下。子曰（见《论语·为政》）：
“君子不器”。古人心目中的“君子”，乃为学而成德之人。
朱子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同。成德之士，体无
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今天的梁漱溟和古时的孔子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都认为，
读书应以做人为要务，而不该成为器物。

以上例举的两位文坛大家———梁启超、梁漱溟，都是
最著名的读书人，他们的读书心愿，可谓纯洁端正，美丽动
人，足为楷模，堪称师表。

⑭ 从哲学和理性的高度论述。承。

⑮ 引出例证。

⑯ 事例只取典型细节，精当。

⑰ 分析事例。回扣“有人——为
做人而读书”。

⑱ 在不知不觉间，作者即将转入
下一层论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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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谈到一代又一代人到底为什么读书的问题，我们
还必须申明，不能要求每一个读书的孩子，都去做梁启超和
梁漱溟，非要拿此标准去丈量众人，反倒表明我们自己患了
道德理想化的强迫症。

那么，还是孔学先师的观点正确：“君子尊贤而容众，
嘉善而矜不能”。对于大众阅读而言，我们知道，高标准当
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而读书。那样最好，不能再好。但是，更实际、更可
行一点儿，还是让大多数孩子先为自己修身、修为，先为报
答自己父母的抚养、劬劳而读书，来得更加恳切，也更加务
实。

实话说，为什么读书的答案，应该有这样一个较为合理
的次序：第一，为自己；第二，为父母；第三，为国家；第
四，为世界。

我以为，以上次序，不能颠倒。
我们自己大多都是从小学开始读书，一路走来，不会不

记得自己最初的读书心理。我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一年级时，
老师在每个周末，给班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发一面蜡纸裁剪
的小红旗。我第一次得到这种奖励，因为给老师鞠躬时鞠得
太深，还把前额重重地磕在讲桌上，磕了一个大包。但老师
欣赏的表情、班里同学们的掌声，还是让我获得一种巨大的
心理满足。从那一刻起，我小小的心灵就懂得什么叫荣誉，
什么叫尊重，这也正与我争强好胜的天性相吻合。读书，就
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那时，我就认识到这么多，也屡
屡赢得胜利。看到父母常常因为我期末考试得了语文、数学
的双百分而高兴，我自己既骄傲又自豪。

因此，推己及人，我想，对一个学龄期间的小孩子谈读
书，如果一上来就讲大道理，小孩子是听不懂的，囫囵吞枣
不管用。

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启发式教育。我父母在我五
六岁的时候，教我背诵王之涣所做《登鹳雀楼》：“白日依
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说，小
孩子懂得“更上一层楼”的深刻寓意吗？我想，我那时是懂
的。我知道，“更上一层楼”，不是指在和爸爸妈妈去王府
井百货大楼买东西时多上一层楼；而是在说，人要往高处走，
才能看得远。

⑳ 补充论述，使论证更严密。

㉒ 承。

㉓ 转。

㉑ 过渡。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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㉔ 合。显然，为自己读书，也就是让自己眼界更开阔、心胸更
广大。

读书立志的第一个层次，即为自己读书，不是自私的意
思，而是自爱、自强的意思。

读书志向的第二个层次，是为父母读书。这绝不是说光
宗耀祖，而是在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做儿女的，不知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绝不会成为一个
对群体、对社会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

一个人，生来就具有三份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父母
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如今，城市中大多数父母都是职场中人，他们有工资，
有养老金，不需要子女赡养，而子女能做的，恰恰是学有所
成，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让自己的父母为他们的付出而感
到安慰和骄傲。假使，社会和学校能够强化这种观念给学生，
那将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伦理道德层面的训导。人，总
是先接受家庭伦理的熏陶，后接受社会伦理的教育。

读书志向的第三个层次，是为国家和民族读书。
读书的境界与做人的境界成正比。正像一个人总是先懂

得爱自己、爱父母之后，才会懂得爱民族、爱国家。这个次
序同样不能倒置。因为道理太简单，一个人总是先有自我意
识，而后才有群体和国家意识；一个人总是先和父母产生感
情，而后才与民族和国家产生感情。当我们读书读到一定年
龄，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情感成熟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便
知道，每个人都在一个特定的群体社会中生存，使用同一种
语言，拥有同一种文化，而我们每个人的荣辱与民族、国家
的兴衰紧密相连。

一百年前，即 20 世纪初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
有志青年不在少数。在那个中国长期积弱、贫穷落后、满目
疮痍、病入膏肓的时代，同样是捧读书本，有的年轻人是想
着工业救国，有的想科技救国，有的想教育救国，有的想军
事救国……总之，为了民族复兴、祖国强盛而读书的莘莘学
子，奉献了他们各自的生命激情与才华，倾注热血、汗水，
甚至付出宝贵生命，为我们 21 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铺
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那么，我们今天难道不该为自己
的民族和国家而寒窗苦读、悬梁刺骨吗？难道不该为一个伟
大中国梦的实现而忘我投身吗？！

然而，一个有趣的逻辑关系在此出现了，我们发现，无
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
当一个人能达到读书的第四个层次和境界，即懂得为世界、
为人类、为真理和正义读书时，他才能很好地实现他的第三
个读书志向和目的———即为民族、为国家……

㉗ 转。

㉕ 主旨显现。再起。

㉖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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㉘ 合。再起。

㉚ 转。

㉙ 承。

我们为什么读书？当大家都想清楚了，剩下的是事情就
简单多了。

我们呼吁，或许不算是迟到的呼吁，而是恰逢其时的呼
吁，今天的中国人变得比以前富裕多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拥
有这样的经济实力，那就是———每人一个书柜、每家一个
书房。一人一书柜；一家一书房。

这是一个期盼，也是一个梦想。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梦
想，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非常文雅、优雅、风雅，我们所
见的人一定个个知书达理且高级有趣……

在以上愿望实现的过程中，我们还希望，在城市的街道
或广场上，竖立起我们国家历史上伟大的读书人、文化人的
雕像；在最庄严、神圣的公共墓地和纪念殿堂里，安葬我们
国家伟大的读书人、科学家、诗人、艺术家的骨灰……

我们既然提倡全民阅读，终身阅读，那么，就应该对伟
大的读书人和知识渊博的人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尊崇。就像美
国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郑重地把他们的学者
的头像印在钞票和硬币上一样；就像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
一些国家的人，虔诚地将国之重器一般的领地———威斯敏
斯特教堂和先贤祠留给国王，也留给科学家牛顿和艺术家雨
果一样……

我们为什么读书呢？
一句话，为了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选自 2018-04-04 北京日报 作者：彭俐）

【时代警语】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当一个人能达到读书的第四个
层次和境界，即懂得为世界、为人类、为真理和正义读书时，他才能很好地实现他的第三个
读书志向和目的———即为民族、为国家。

㉛ 合。升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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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语文老师们交流: 今天推介的这篇文章较长， 高三老师可能会想，我们高三同学
没时间读这么长的文章呀。小编认为，这篇文章真的不宜删减。

训练目标：争取两全其美——练习阅读速度，快速把握文脉；充实精神世界，懂得读书
的意义。

具体方法: 先快速浏览，争取十分钟内完成默读。再研读关键句。最后，背诵最欣赏
的文质兼美的“金句”。也可以选取一部分，教学生学习“起承转合”的结构顺序。
训练依据： 以读带写。

新课标大语文课题组 白杨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多年高三把关

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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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大量作文资料，每天更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