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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可以认知自己，了解
社会；可以增进学识，提升修
为；可以洗涤内心，净化灵魂。
一个爱好读书的人，必将是一
个有智慧、有前途、有希望的
人。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智慧
人生都离不开书籍的滋养。对
于读书及方法，他们有着自己
的态度与见解。

学者胡适认为读书必须精
读和博览。精读要“眼到，口
到，心到，手到”。“眼到”
须字字认识，不可随便放过。

“口到”须句句念出来。“心
到”是每篇每句每字的意义须
用心考究。“手到”是将看过
听到的知识做一些提要说明，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记述。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专业精
深，几乎唯他独尊；又能旁征
博览，几乎无所不知。这样的
人，对社会有用，自己也能充分
享受人生的乐趣。

武侠小说家金庸曾在《艺
术人生》节目中，讲述了一段关
于读书的看法。主持人问金
庸：“您写了一辈子书，您怎样
评价读书？”金庸回答：“读书是
人生最大的乐趣。”主持人又
问：“如果有十年时间让您重新
选择生活，您怎么选择？”金庸
答：“如果这十年中，一种是让
我坐牢，但给我书看；另一种我

有自由，但不让我读书，我选择
第一种——在牢中读书。”金庸
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对书籍无
限而执着的热爱。

文学家鲁迅，少年时候便
与书籍结下了深厚情缘。鲁迅
平常十分爱护书，看书前总要
先洗手。他从不轻易把自己用
过的书借给别人，如果有人借
书，他宁愿另买一本新书借
人。鲁迅常年整日地看书，利
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从
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以至
于养病时喝茶时都在读书。鲁
迅的读书方法有“消闲的读书
随便翻翻”，“自愿的嗜好读书”
等。鲁迅读书讲究“三性”，即
目的性、灵活性和广泛性。

思想家梁启超读书，第一
遍鸟瞰，第二遍解剖，第三遍会
通。一般的粗读，有价值的细
读，格言类的精读。语言学家
林语堂觉得一个人读书必须出
其自然，有胆识，有眼光，有毅
力，这样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
的趣味。哲学家冯友兰的读书
经验总结为四点：精其选、解其
言、知其意和明其理。

大师们的读书观，虽各有
说法，但都一脉相通。在博览
群书的基础上领悟文字的真
谛，用自己的智慧辨别真伪，取
其精华，为己所用。

大师的读书观
迟瑞洁

杂谈文化文化

就像乍富的人有钱以后才开始
讲究贵族礼仪，美国也是成了经济
强国之后才觉得自己杂乱的货币体
系有些不雅，虽然财富与权力在不
断集中，而货币制度却仍然混乱分
散。最终，美国在 1900 年开始推行
金本位，法律规定 1盎司黄金=20.67
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了暴
发户，大量欧洲黄金涌入美国，从
而刺激了 20世纪 20年代美国经济的
大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大泡沫。1929
年美国股市崩盘，1931 年美国银行
开始大规模破产。惊恐万状的储蓄
者涌向银行，用美元钞票挤兑黄
金，结果导致数千家银行倒闭。1933
年 3月 3日，就在罗斯福宣誓就职总
统的前一天，国际和国内的挤兑风
潮竟然将美联储纽约银行的黄金储
备洗劫一空。如果 3月 4日罗斯福不
采取断然行动，那么美国的中央银
行体系就将破产！这是真正意义上
的破产，因为美联储纽约银行乃是
一家私营公司，并非政府部门。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上台的
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关闭全国的银
行体系，放假 10 天。这是美国历史

上第一次出现整个经济体在 10 天之
内，完全处于没有银行和货币的状
态之下。3 月 11 日，罗斯福下达行
政命令，以稳定经济为名，停止银
行的黄金兑换。4月 5日，又下令美
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所有的黄金，
政府以 20.67 美元的价格强制收购。
除了稀有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
何私藏黄金的美国人，将被重判 10
年监禁和 25 万美元的罚款。1934年
1 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美
元大幅贬值到 35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
金，但美国公民无权兑换黄金。几
个月前美国人刚刚上缴了黄金，拿
到手上的美元纸币还没捂热就贬值
大半。

罗斯福当年救急的黄金禁令，
居然维持了 40 多年！这种情况在战
后更显得匪夷所思，美国坐拥全球
2/3黄金储备，其GDP一度占全世界
的半壁江山，竟然在如此之长的时
间里，在显然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
下，禁止公民持有黄金。这充分表
明，隔绝黄金与美国人日常生活的
联系正是这一政策的关键所在。其
实，美国早就决心“篡金自立”，以
美元来称霸世界了。

长期隔绝政策确实很有成效。
在 1975 年黄金合法化之后，普通的
美国人并未去大规模抢购黄金，因
为他们确实对黄金“失忆”了。与
中国的历史相比，美国的历史不过
是一个朝代的时间。“乱世藏金”
对中国人而言，是在几千年历史惨
痛教训之中反复验证的终极经验；
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经历
过完整的大国兴衰，根本就不相信
美国会衰落，历史会轮回。盛极而
衰与物极必反这样的思维方式，在
美国人的头脑中是没有经验对应
的。既然美国的制度就是历史的终
结，如果美国的霸权可以永续存
在，那么美元自然就是人类货币的
终极形式，黄金还能有任何价值吗？

在 1975年美国刚刚开放的黄金
市场上，人们普遍不理解也不看好
黄金投资。在商品交易所里，黄金
期货几乎无人问津，黄金交易员是
最不入流的边缘者。在黄金交易的
时间里，他们常常闲极无聊，甚至
靠下国际象棋来打发时间。

当然，美元的暂时稳定只是一
种假象。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初，

黄金价格逐渐从 35美元上涨到 42.22
美元，美国的通胀开始发作。但普
通美国人认为那是 1973 年石油危机
的结果，物价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毕竟 1971 年以前的美国物价有长达
170年的稳定纪录，虽然世界大战会

造成物价波动，但金本位下的物价
大致保持了长期下降的历史趋势，
美国人对通货膨胀的感受非常陌
生。不过，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
通胀非但没有回落的迹象，反而愈
演愈烈，人们的情绪逐渐紧张起来。

1977年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上
开始崩溃。1978 年美国的通胀已从
1971 年 前 后 的 4% 飙 升 到 了 10% ，
1979年更达到惊人的14%！这时美国
人的心态再也无法平和，他们从紧
张变成了恐惧，对黄金的热情突然
发生了大爆发。报纸、广播、电视
迅速反应过来，原本无人关注的金
价很快成为头版消息。伊朗人质危
机，苏联入侵阿富汗，更是在炙热
的黄金市场上火上浇油。

原来默默无闻的黄金交易员，
顿时成为期货市场中的宠儿，身价
倍增。仅仅在 1978年 12月的一个月
内，美国黄金期货市场就突破了 100
万张合约的惊人交易量，而 1975 年
和 1976年全年的交易量平均不过 80
万张合约。

三年中，黄金期货交易量以 10
倍的速度爆炸性增长，催生了美国
黄金市场的期货革命。瑞士那种沉

闷的实物黄金交易，简直令财大气
粗的美国投资者窒息；而伦敦保守
老旧的商业模式，也不能满足美国
投机商的巨大胃口。美国人天生喜
欢冒险和创新，具有与生俱来的赌
徒性格。

既然要开辟黄金市场，要玩就
要玩大的。

纽 约 商 品 交 易 所 （COMEX）
率先推出了革命性的黄金期货产
品，每张 COMEX 合约为 100 盎司
含金量为 99.5%的标准金条，这比
伦敦 400 盎司的标准金条更小。由
于价格更低廉，所以极大地扩大了
基础客户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
期货合约采用了保证金模式，购买
每份合约仅需 5%左右的保证金。
如果金价为 1000 美元，那么每份合
约的总价就是 10万美元，这个价格
显然过高，不利于散户参与。如果
只交 5%的保证金，也就是 5000 美
元，那么客户就能够用区区 5000 美
元来买卖价值 10万美元的黄金。20
倍的杠杆，对于赌徒来说实在是太
刺激了！

COMEX 以伦敦金条 1/4 的规
格，再辅之以 20 倍的杠杆，等于将

投资黄金的门槛降低了 80 倍！当年
瑞士人苦口婆心地游说全世界的金
矿主和首饰商们，再苦哈哈地建立
仓储、精炼、运输等设施，试图将
瑞士打造成世界黄金中心，几十年
苦干下来，被伦敦金融家们玩了个
金蝉脱壳。而美国人则看透了黄金
市场的投资主导趋势，大刀阔斧地
降低投资黄金的门槛，充分刺激和
满足了人性中的贪婪和赌性，轻而
易举地抢走了伦敦黄金市场的大量
国际客户。

纽约的牛仔精神与伦敦的贵族
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伦敦的大佬
们认为，黄金投资是一种私密性很强
的生意，客户与交易商在一种相对非
正式和缺少监管的气氛中可以讨价还
价，而期货市场那种严格监管和剧烈
交易的压迫感过强。简单地说，伦敦
认为黄金交易是一种讲究身份和隐私
的交易，真正的富豪需要伦敦那种更
舒适和贴心的服务体验。伦敦市场认
为，炒黄金的不过是暴发户，藏黄金
的才是世家巨富。

纽约的牛仔们根本不
在意大户小户之分，有钱赚
才是硬道理。 5

连连 载载

马年将至，瑞雪迎春。俯瞰神州大
地，万马奔腾，江山如画；纵观大千世
界，人强马壮，豪气干云。茶余饭后，
马年话马，添几分豪情，增些许吉瑞，
也为雅事一桩。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
5000多年前，西伯利亚的北方游牧民族
已经将野马驯服；4000多年前，黄河流
域的先民已懂得用 4匹马驾车作为运载
工具，古籍中记为“相土作乘马”。

马是人最重要的朋友。马居六畜之
首，无论在游牧文明还是农耕文明中，
马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帮手。从古代一
直到近代社会，马几乎包办农村的一切
繁重工作。时至今日，在中国一些落后
地区，马仍然在发挥极大作用，因而被
农牧民视为家中的重要成员。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部队是最具威
慑力的军事力量，几千年的刀光剑影
中，无数匹马和人一起创造历史，书写
了威武雄壮的故事。周穆王的八骏、项
羽的乌骓、吕布的赤兔、刘备的的卢、
张飞的玉追、秦琼的黄骠马、唐太宗的
昭陵六骏，都因对主人忠心耿耿，为主
人立下汗马功劳而载入史册。成吉思汗
的铁骑横扫欧亚两大洲时，让人们更深
刻地认识到，没有任何动物能像马这样
深入地影响着人的历史。

因为马与人的生活联系最密切，所
以与马有关的成语也最多，譬如马到成
功、金戈铁马、招兵买马、兵荒马乱、
一马当先、龙马精神、人强马壮、指鹿
为马、人喊马嘶、鞍前马后、汗马功
劳、马革裹尸、风马牛不相及、白马非
马、马首是瞻、厉兵秣马、快马加鞭、
牛马不如、走马观花、塞翁失马、老马
识途等。古诗词中说到马的名句更是俯
拾皆是，王翰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
饮琵琶马上催”；孟郊有“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岑参有“马
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辛
弃疾有“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
惊”……或豪壮，或洒脱，或惆怅，或
愉悦，无不精彩纷呈，动人心弦。

把马与人才挂钩，也是大家约定俗
成的说法。2400多年前，文人郭隗为燕
昭王讲了一个求千里马的故事，以此建
议昭王招揽人才。燕昭王建了一个黄金
台，真心实意招请人才，很快就吸引了
乐毅、邹衍等当时一流的军事家、政治
家，燕国也逐渐强盛起来，后来联合
秦、楚等国上演了一幕“六国攻齐”的
历史大剧，一举收复了丢失的国土，几
乎灭掉了强敌齐国。当然，最出名的还
是伯乐相马的故事，在封建社会，有许
多杰出人物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而蹉跎

一生。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此浩叹：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
有，而伯乐不常有。”

人才是成功的关键，得人才者得天
下，古代强国富民如此，今天实现“中
国梦”也是如此。如果把人才喻为千
里马，那就首先要相马有术。就是
要 慧 眼 独 具 ， 出 于 公 心 ， 任 人 唯
贤，把真正的千里马选拔到关键岗
位上；其次是御马有方。人才选出
来了，还要善于调配驾驭，用其所
长，避其所短，注重监督，随时敲
打 ， 以 防 止 其 出 问 题 ； 用 马 有 度 。
要 关 心 人 才 ， 为 他 们 解 除 后 顾 之
忧，以真诚打动人才，以事业留住人
才，以待遇吸引人才，同时，还要从长
计议，对人才不能使用过度，急功近
利。这样，才能人才辈出，事业兴旺。

马年吉祥，人欢马叫。但一片喜庆
之中，咱还得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发
扬成绩，纠正问题，以把马年的事情搞
得更好。工作学习要认真负责，不能马
马虎虎；建功立业要一心一意，力戒心
猿意马；行政管理要秉公执法，杜绝指
鹿为马；调查研究要深入细致，切忌走
马观花；听取意见要畅所欲言，避免万马
齐喑；这样，我们就能戮力同心，在马年
里马到成功，更上层楼！

从腾空而起、五彩缤纷的烟花里，从
泉水综淙流淌的韵律中，从“绿柳才黄半
未匀”的枝头，从广厦伸展、城镇不夜的
喧阗市声里，从孩子们放飞的阵阵欢笑
中，我听到一种让人心情驿动、欣喜莫名
的声音。

那是阳气在萌动，生命在勃发。
那是春天的声音。
大自然是慷慨的无私的。春天来了，

将撩人情怀的旑旎风光、沁人心脾的绵锦
絮语，将天地六合、万物生灵的金声玉
振，馈赠给因朔风凛冽、万物萧索困顿了
一冬的人们。

点燃爆竹三千响，迎来春雷第一声。
千门万户，桃符更新，送别金龙，喜迎神
马。马是六畜之首，也是力量与速度的象
征。嘶鸣而来、春风得意，那疾驰的马蹄
派送的全是“利好”消息；一马当先、万
马奔腾，更是昭告着新一年的意气风发。

“马到成功”——这是马年伊始带给人们的
最美好的祝福，也是新春最为动人的声
音。

屋檐下的冰柱开始瘦身了，滴嗒、
嘀嗒，数着季节的节拍，弹奏出清脆的音
符，向大地沃野、向勤劳的人们带来早春
的声声问候。燕子回归了，欢快地呢喃
着，绕楼三匝，一时竟找不到旧时的巢
穴。新绿的草芽早已探头探脑，钻出尚未
融尽的冰雪，向蓝天发出了春的邀约。

雨是春天的使者，但却润物无声。
“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细
而绵密的春雨如蚕食桑叶，又如大珠小珠
落玉盘，清韵可人，是“当春乃发生”的
好雨，其贵如油，但沾衣不湿，落地生
金，插根棍子也能发芽。“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如烟的春雨化作了
悠长的卖花声，唤醒了大地，染绿了山川。

风儿走过，是扑面不寒的杨柳风，脚
步轻得近乎无声。踏青者沐浴着醉人的气
息，似乎感受到风剪细叶的窸窣声。东君
无声却有情，拥吻着芊芊碧草、点点黄
花；牵引着蓝天的风筝和孩子的奔跑；吹
皱一池春水温暖着试水的鸭子，迎来人欢
马叫、泥翻新浪闹春耕的人群。春风骀荡
处，遍是布谷声。

蛙鼓敲起来了，如歌如诵，是对春天
的礼赞，也是对丰年的呼唤。为了快乐为
了自然，不管有没有听众，有没有掌声，
蛙鼓都在敲击。或舒缓有致或急管繁弦，
或一曲高奏或众声齐鸣，除非异动惊扰从
不间断。在执着与自在中，唱出自己的心
声，为春天平添几份生机和律动。

花开也有声音。花开的声音在蜜蜂的
采撷中，在蝴蝶的舞翅间，在晨晖夕照
里，细微、生动、传神，如仙乐缥缈，摄
人心魄。晓来但看花开处，红艳点点似有
声，那是花在春日里的低吟浅唱。要谛听
到花开的声音，得有定力，得屏神静气，
懂得惜花护花，相看两不厌。解得花语方
为妙人，才能获得更多美的感受，花开花
落两由之的无情，是无缘听到花语的。

春天的声音无处不在，分外动听。春
光乍泄、温暖人间的无言，泥土尽情呼吸
的畅快，春苗窃窃私语的深情，悠悠然陶
陶然的昆虫鸣叫，黄莺恰恰的自由自在，
车水马龙的奔驰畅达……各发新声，各有
其妙，在美好的春天里，无不以自己的方
式热烈着、释放着、呐喊着、欢快着，彰
显生命的本真与原色。这些天籁之音，组
成了一支庞大的青春交响乐队，演奏着多
彩而动人的天地祥和、意兴盎然的春之曲！

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这
样蓬勃的春声、生动的气韵，怎能不让人
壮襟怀、益情智、养心性、蕴正气！古代
名士苏轼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的感喟，其情怀的抒发，大概就是由此而
生吧。在众声扰攘中，有两种格外清心醒
脑的声音不可忘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及“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大平”。相信，先贤们这些春雷贯耳般
的立言，也该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春天里，
让人励志修为、先忧后乐的一种家国情怀、
济世精神，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大道之音。

全 书 围 绕 1921 年 至
1922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
命政府，当选为非常大总
统，为统一中国，建立北伐
大本营、出师北伐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展开当时中国军
政舞台上错综复杂的斗争，
特别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
既合作又斗争，直至最后

孙、陈关系彻底破裂，孙中
山倡导的以武力统一中国的
北伐事业和陈炯明追求的以

“联省自治”统一中国的行
动均告失败。

作者根据海内外的最新

研究成果和新发现的史料，
以最新观点、最新视角，展
现孙中山与陈炯明的不同政
治理念与迥然不同的个性的
冲突，力求忠于历史，还原
历史人物的真实风貌，这也
是海内外迄今以文学形式塑
造的较为真实的孙中山和陈
炯明形象的一部创新之作。

祖母没有上过学，但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迎来送往，却有着
大家闺秀的气度。祖母因从小受到了传统的家庭教育，那时的
儿童启蒙教育读物《百家姓》、《三字经》、《千家文》等，她不但能
整段地背诵,还能把一些精彩典故讲出来。属于民间文学类的
故事、歌谣也能说上不少。由于祖母的偏爱，凡年节走亲戚、赶
庙会，我都随祖母前往，平时也不离其左右。受到祖母潜移默化
的影响，自记事起，我会了不少的民间谚语。

谚语，是个文学名词。在民间多称作俗语、俗话或口头语，
它是一种口头文学，是警句，是格言，也是诗句，是文学语言中的
精粹。祖母会说的谚语很多，讲得最多的是与农业有关的语
句。我记忆较深的是1949年初，当时上小学四年级。那年是农
历的牛年，祖母说了两条关于牛的谚语：“春打六九头，遍地走耕
牛”和“九九春开暖，人勤牛也欢”。这里边说出了人与农业生
产、天象，物候和牲畜之间的关系。我把这两条谚语记在了日记
里。上中学时，在一篇《早春》的作文中，就引用了这两条谚语。
这篇作文还被语文老师推荐参加了全校示范作文评比。

跟祖母学的谚语天象的如：“天河南北，小孩不跟娘睡（天
热）；天河东西，该穿冬衣（天冷）”、“云搅云，雨淋淋；瓦块云，晒
死人”、“太阳落，云彩长，不到半夜听雨响”；农事的如：“旱锄高
粱涝锄花（棉），蒙蒙雨里锄芝麻”、“夏天多流一滴汗，冬天多吃
一碗饭”、“光会种，不会管，种下一升收一碗”；理事的如：“为人
不做亏心事，半夜叫门心不惊”、“笑脏笑破不笑补，笑馋笑懒不
笑苦”、“早起三光是勤人，晚起三慌是懒人”、“若要精，人前听，
听人劝告吃饱饭”等等。在农村流行的谚语，是农民在劳动生活
中总结出来的，都富于哲理性，又在劳动生产生活中得以流传和
推广。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谚语又会不断出现和流传。

凡要做好一件事，喜爱是良好的开端。我喜欢民间俗语，从
无意识地跟着祖母学，到有意识地收集、整理和运用。平时笔记
本不离身，不管是与人交流闲谈，或是看报、看书、看戏、看影视
剧，凡是属于民间文学类的谚语警句，都在我的收集之列。2001
年 2月，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出征集《中国谚语集成·河南
卷》的通知，我整理出流行在郑州地区的风土、习俗、天象、社交
等各类谚语300余条交给了编辑室。2006年6月该书出版后，我
获赠该书一卷，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在祖母去世 50周年时，
我带上整理出的民间文学集稿为祖母上坟。2010年我搜集整
理的“民间谚语集”被定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祖母是我初学
民间文学的启蒙老师，我将把所掌握的民间文学知识，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再传承下去。

宋代沿袭唐代的旬假制，也就如今天我们的星期天。只是
那时是十日一休，一般放在每旬之末，每月休三天而已。

太祖开宝元年，宋廷规定每遇旬假，皇帝不登殿视事，赐百
官休沐一天。“每旬唯以晦日休务”，即每月的十日、二十日或二
十九日（小月）休假。可见那时不仅注意公务人员的休息，更说
明当时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和形象了。每月专门放假三天，让
官员沐浴洗澡。

但是这种旬假，也有例外或特殊情况，就不知不觉被剥夺
了。仁宗康定元年（1040）二月，因西夏主元昊叛乱，边防吃紧，
仁宗下诏命令：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三司，“自今逢大节、大忌给
假一日，其余小节、旬休，并赴后殿奏事”。这一声令下，百官只
得暂停旬假，全力以赴干公事。这样也不是法子，官员们得不
到休息，势必影响公干。同年六月，翰林学士丁度看到了这个
问题，上疏仁宗提出为了安定人心，“休假务如故，无使外夷窥
朝廷浅深”，仁宗也许感觉着有道理，又决定恢复了旬假。到宋
宁宗时，以法规的形式把这些节假固定下来，在其出台的《庆元
条法事类》“节假”中规定，每旬放假一天。

春天的声音
宋子牛

跟祖母学民谚
连德林

马年话马
陈鲁民

《北伐往事》
刘文莉

古代的星期天——旬假
子 方

高山流水（国画） 张春山

春花图（国画） 懋君

大师的读书观
迟瑞洁

读书可以认知自己，了解
社会；可以增进学识，提升修
为；可以洗涤内心，净化灵魂。
一个爱好读书的人，必将是一
个有智慧、有前途、有希望的
人。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智慧
人生都离不开书籍的滋养。对
于读书及方法，他们有着自己
的态度与见解。

学者胡适认为读书必须精
读和博览。精读要“眼到，口
到，心到，手到”。“眼到”须字字
认识，不可随便放过。“口到”须
句句念出来。“心到”是每篇每
句每字的意义须用心考究。“手
到”是将看过听到的知识做一
些提要说明，然后用自己的语
言重新记述。理想中的学者，
既能专业精深，几乎惟他独尊；
又能旁征博览，几乎无所不
知。这样的人，对社会极有用
处，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
乐趣。读书的目标，胡适认为：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
能高。”

武侠小说家金庸曾在《艺
术人生》节目中，讲述了一段关
于读书的看法。主持人问金
庸：“您写了一辈子书，您怎样
评价读书？”金庸回答：“读书是
人生最大的乐趣。”主持人又
问：“如果有十年时间让您重新
选择生活，您怎么选择？”金庸
答：“如果这十年中，一种是让
我坐牢，但给我书看；另一种我
有自由，但不让我读书，我选择
第一种——在牢中读书。”金庸
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对书籍无

限而执着的热爱。金庸以为读
书更重要的是得到心理的满
足，从学习中得到无穷的乐
趣。书是一生最好的朋友，一
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在书中
能够得到安慰。金庸先生希望
年轻人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只
要学会读书，人生中遇点挫折、
不如意，都不会放在眼里。

文学家鲁迅，少年时候便
与书籍结下了深厚情缘。鲁迅
平常十分爱护书，看书前总要
先洗手。他从不轻易把自己用
过的书借给别人，如果有人借
书，他宁愿另买一本新书借
人。鲁迅常年整日地看书，利
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从
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以至
于养病时喝茶时都在读书。鲁
迅的读书方法有“消闲的读书
随便翻翻”，“自愿的嗜好读书”
等。鲁迅读书讲究“三性”，即
目的性、灵活性和广泛性。

思想家梁启超读书，第一
遍鸟瞰，第二遍解剖，第三遍会
通。一般的粗读，有价值的细
读，格言类的精读。语言学家
林语堂觉得一个人读书必须出
其自然，有胆识，有眼光，有毅
力，这样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
的趣味。哲学家冯友兰的读书
经验总结为四点：精其选、解其
言、知其意和明其理。

大师们的读书观，虽各有
说法，但都一脉相通。在博览
群书的基础上领悟文字的真
谛，用自己的智慧辨别真伪，取
其精华，为己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