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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最美人间四月天，唯有读书不可辜负

编者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最富有诗意。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内心被外界的纷扰所惑，
难以沉下心来好好读书。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在第二十四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让我们重提“全民阅读”，并将“阅读之风”传承下去，让全民阅读在今天的中国蔚然成风。

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标题即论点，采用祈使
句，富有感染力。

①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

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此言不虚也。纵观中华史，乃至世界史，

人民争相读书，庠序人才济济，士风崇文尚道，则国家蒸蒸日上，

人人行己有耻。

开篇引用张之洞的名
言，引出读书话题。

②时光流转，书香益浓。从身边生活的感受上看，读书的人

在增多，读书之风气渐盛。就笔者的观察，在轻轨上、地铁里看

书的人变多了，周末逛书店、听讲座的人变多了，二手书交易市

场更活跃了，买书的人多了，买书的渠道更便捷了，写作的人多

了，分享读书心得的文字和活动也多了……至于读书的益处，古

今中外，其论述浩如烟海。从人类层面，读书可以擘画未来；从

国家层面，读书可以经国济世；从个人层面，读书可以义理悦心。

开卷有益，早成共识。单从社会或风气层面而论，多一个读书人，

整个社会就可能多一份理性，少一点戾气；多一份快乐，少一点

痛苦；多一份豁达，少一点刻薄；多一份明快，少一点晦暗；多

一份充实，少一点空虚。

论述读书的人在增多，
读书之风气渐盛及读
书的益处。段末连用五
个排比句，气势渐强，
说理深入人心。

③中华传统中有“耕读传家”“书礼传家”。读书风气的养

成多有赖于家风传承。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对读书有着严格的家

训，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经过数十年苦读终于成为了“大界曾氏”

数百年来首位秀才，曾氏家族自此志士名人不断涌现，实亦得益

于读书家风。远有“三苏”“二程”文章传世，近有钱基博、钱

钟书父子著作等身。以读书传家风，以家风正世风者，不胜枚举。

论述读书风气的养成
有赖于家风传承，以读
书传家风是中华传统。

④也许有人说，平时工作太忙，无暇读书。梁实秋先生则直

言道：“我不太同情这种说法。不管他是多么忙，他总不至于忙

得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一天当中如果抽出一小时来读书，一年

就有三百六十五小时，十年就有三千六百五十小时，积少成多，

无论研究什么都会有惊人的成绩。”也许有人说，平时没有读书

的环境。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写道：“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

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

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

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论述普通人该如何养
成阅读习惯，并进一步
提出读书方法。

⑤今天的读书条件、读书环境，越来越更好地满足着人们对

读书的热情、对知识的渴望。所以，让我们放眼展卷，让全民阅 照应标题，呼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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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蔚然成风。

来源：2019 年 02 月 26 日 08 版《吉林日报》作者：王瑞

【时代警语】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

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阅读下面一段文字，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至于读书的益处，古今中外，其论述 。从人类层面，读书可以擘画未来；从国

家层面，读书可以 ；从个人层面，读书可以 。 ，早成共识。

A.浩如烟海 文治武功 虚心涵泳 手不释卷

B.卷帙浩繁 文治武功 虚心涵泳 开卷有益

C.浩如烟海 经国济世 义理悦心 开卷有益

D.卷帙浩繁 经国济世 义理悦心 手不释卷

2.读写一体化训练

你所在的城市想为 2019 年世界读书日制定一条宣传标语，现向广大市民征集。作

为一名有责任感的市民，你会推荐一条什么样的标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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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海紫光实验学校语文教师 栾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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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生活中，处处可读书

前几日逛书店，偶见一套中世纪欧洲历史文化的图解书籍，心潮澎湃，立刻买下，返程途

中便从第一本读了起来。随后多日，这本书随我辗转工作、吃饭、聚会，但一直没抽出时间来

读。回到家中再想翻出，剩余几本已在书架上积起了薄薄浮尘，不禁自责——把你带回家，却

总没时间读你。

当下，很多人和我一样面临着“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的尴尬：买书时总有一股子热

情，看着满满一架书，从心底涌上虚幻的“知识充盈感”。真到读起来却动力不足、难以为继，

看书速度远落后于购书速度。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人人均每天读书 19.81 分钟，不

及接触手机时长的 1/3，认为自己阅读数量较少的成年人占四成以上。全民阅读时代，数字阅

读普及，海量读物出版，人们阅读选择的改变，必然影响阅读效果。实在是“有书不读”，而

非“无书可读”。

有人感叹，读书的门槛越低，读下去却越来越难。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打扰：工作太忙，

没时间看；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两页后弃之一旁，下次捡起只好从头再来；心血来潮定了打

卡任务，却因没有配套的长期计划付诸东流……有些专业性较强的书本身就有阅读难度，令人

望而生畏；读者也可能因为缺乏一定的阅读技能，或是与作者的人生经验并不匹配，导致读之

无味。更何况，阅读市场上有那么多伴读类的知识服务产品，引人心甘情愿走进“五分钟了解

一本书”的阅读舒适区。诱惑那么多，踏实读本书，挺不容易的。

放慢点，静下来，读书去。“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

子诵读。”阅读蕴含的能量，可因热情激活，更需恒心延续。试想，若将读书比作大浪淘沙，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淘出宝贝的几率总是小些；向下持之以恒冲刷，向内探寻心灵的从容，可

能获得深刻且愉悦的阅读体验。

阅读的方法也不少。对耐读的书，比如《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这类经典，可以“克

期”地读，即通过规定时间，拉长阅读的进度条。对待消遣用、长知识的书，我则常去家附近

的独立书店，点一壶茶配点零食，消磨一个下午，也能看完一两本。或者养成习惯随手在包里

装一本书、一台电子阅读器，利用等人的间隙、地铁的通勤、睡觉前的休憩，“坐则读经史，

卧则读小说，如厕读小辞”，生活中处处可读书。

寻书的苦、得书的乐、啃书的涩、囊中羞涩的酸、折价购书的爽……读书事，滋味万千。

其中用了多少心思，内心有多少真情和热诚，是否付出了与之相匹的耐心和踏实——爱书的人，

自然得失寸心知。

（来源：2019 年 04 月 17 日 12 版《人民日报》 作者：陈圆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