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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阅 读 点 亮 中 国 梦

蒋建国
凡是伟大的民族，都有伟大的梦想。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了中国人民的
世代夙愿，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国梦的论述， 深情描绘了中华民族不断求
索、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深刻揭示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为全国各族人民满
怀信心地实现中国梦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 就是要实现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途径，

就是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中国梦是国家之梦，是民族之梦，归根
到底是人民的梦。滴水映日，中国梦承载着每
一个中国人的希冀和理想；众志成城，中国梦
圆更需要十三亿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

人的智慧和力量从哪里来？从学习中来。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

学习的基本方式是什么？是阅读。阅读是人们汲
取知识、获得智慧的基本方法，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基本途径。 从一定意义上
说，阅读就是力量。一个人阅读的力量

,

决定个
人学习的力量、思考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所有
人阅读的力量，决定国家文化的力量、精神的力
量、创造的力量。在文化激荡、思想交锋、价值碰
撞、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

,

我们要点亮
中国梦，需要用阅读打牢国家文化根基，用阅读
造就民族心灵高地，用阅读提升人民精神气质。

有了阅读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沿着中国道路“追
梦”前行；有了阅读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弘扬中

国精神“逐梦”奋进；有了阅读的力量，我们就能
够凝聚中国力量“圆梦”成真。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晚年殷殷嘱
咐他的后人：“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第一件好
事还是读书。”要求子孙好好读书，不仅寄托着
一个家族繁衍生息、兴旺发达的希望，也寄托着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走向辉煌的追求。有一位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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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患上严重疾病、命系一线，她靠读书
考上、读完大学并走上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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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全身瘫
痪如僵尸一般、 失去工作， 她靠读书学会了剪
纸、设计，开办了“田野书舍”；在医生断言她眼
睛将失明的情况下，她在读书中开始了写作，至
今已出版《梦随蝶舞》、《偶是农民》等四部作品。

她就是今年
40

岁、 家住宁夏永宁县胜利乡陆坊
村八组的村民陆梦蝶。她说，是书给我带来的光
明，使我没有疯狂、没有绝望、没有死亡，并获得
奇迹般的幸运。“谢谢书！”是的，我们都应该谢
谢书！读书，不仅使我们能够实现个人梦想，而
且使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梦之队”一员，成为
中国梦的参与者和书写者。

正是从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八
大第一次历史性地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作为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作出了部署。 我们务必要贯彻实施好这一重大
战略部署，把全民阅读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我们要积极倡导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
促进全民阅读注入强大动力。在我国传统文化
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在哪里？高
在“学而优则仕”，高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 许多人一旦达到了这些功利目

的，便失去了读书的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饱受屈辱的历史，促使先进知识分子自觉把读
书与中华民族存亡兴衰联系起来，发出了“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不仅是前辈先贤们的读书动力，也应成
为今天人们的读书追求。我们既要倡导学以益
智、学以修身，也要倡导学以资政，学以经世，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并以此来把握
读书方向，增强读书动力。

我们要生产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促进
全民阅读提供坚实保障。新闻出版业是内容产
业， 肩负着为读者生产文化精品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
扎实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机制改革，极大地解放
和发展了新闻出版生产力，极大地丰富和提升
了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为全民阅读
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我们的新闻出版产品
真正称得上精品的还不够多。 这就要求我们，

要不断完善新闻出版产品创作生产引导机制，

继续实施重点出版工程，努力推出更多精品力
作；要不断适应人们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的变
化，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推出更加
便捷的数字出版产品；要不断改进新闻出版业
服务和经营方式，扩大消费市场，满足不同层
次和多样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

我们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促
进全民阅读创造良好条件。为人民群众提供良
好的阅读条件，保障人民群众读书看报的基本
文化权益， 是新闻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为此，我们要继续大力实施新闻出版惠民

工程，特别是要加大各类书屋建设，巩固和发
展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成果。全国农家书屋工程
建设已累计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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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 建成农家书
屋
60

多万家，覆盖了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
村。广大农民兄弟打心底欢迎这一为民惠民的
好事实事，他们说，是党和政府送来了“改变命
运的知识库，学习致富的黄金屋”。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要把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与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探索形成管用结
合的长效机制， 使更多农民有条件读到书、读
好书、多读书。

我们要凝聚推进全民阅读的强大合力，为
促进全民阅读营造浓厚氛围。 全民阅读是一项
基础工程、长期工程。近年来，全国各地组织开
展了许许多多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
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的阅读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新闻出版广电部
门必须切实肩负起引导全民阅读风尚的职责，

继续协调社会各方面协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

创造一个全社会关心阅读、 倡导阅读的良好文
化生态。要培育和巩固一批“书香”品牌，充分发
挥示范导向作用。 要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捐
书助读等公益活动，保障贫困地区儿童、进城务
工人员子弟、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

要创新全民阅读活动的载体形式， 使全民阅读
的理念深入人心，使热爱读书的习惯蔚然成风。

世慕昔贤境，书爱众香薰。让我们共同期
待着这一天，阅读遍华夏，书香满中国，伟大的
中华民族迎来中国梦梦想成真的灿烂曙光！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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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世界读书日”，想谈谈读书的立
场问题。

过去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现在是书到
读时方恨多。从事专门研究，还有个别资料
需要上下求索，全世界查找；但大部分图书
已经变得唾手可得了。 现在的麻烦是歧路
亡羊，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该读哪些书；稍
不小心，就会迷失在茫茫的文字海洋里，被
活活淹死。生活在今天，一味提倡“苦读”，

很可能误人子弟；因为图书资料太多了，你
根本读不过来。所以，选择的标准、阅读的
趣味、批判的眼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重要。

在学校里念书， 因专业设置及课程要
求，你不能完全漠视“必读书目”。至于课外
阅读，则海阔天空，任君自由驰骋。如果连
这点“自由”都不懂得享受，那可真的是“纵
读诗书也枉然”了。长期在大学教书，我最
大的感触是，今天的大学生，比我们那一代
聪明多了，智商高，见识广，且善于表达。但
有一点，除了性别与年龄，他们的面相、打
扮、经历、知识及趣味，为何大同小异，以至
很难一眼就辨认出来？仔细想想，大概跟他
们成长在一个讲求“时尚”、谁都不敢“落
伍”的时代有关———从衣食住行，到读书作
文，再到谈情说爱，众人都受潮流裹挟。跟
老教授聊天，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不一
样，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脾气。除了
饱经沧桑，再就是，那时的“阅读”，从内容
到方式，都与今日迥异。

如今朋友聚会，不要说在本城，即便到
了外地，从话题的选择到表达的方式，也都
没有多少新鲜感。好处是很容易聊到一块，

缺点则是你有的我也有， 你知道的我也知
道。未见“传奇”，没有“惊艳”，连“陌生化效
果”都难得一见，这聊天也就变得不太有趣
了。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网上浏览，信息来
源差不多。 你我可能忘了， 这些信息并非
“原生态”，而是被严格选择并层层过滤了的，其中隐含某种价值
立场。整日沉湎其间，渐渐地，就会丧失自我。

人生原本千姿百态，可如今信息的传播太猛、太烈，导致越是
生活在大都市，越是喜欢阅读，越必须警惕自己的人生是否被“模
式化”了。在我看来，热衷于追赶潮流，某种意义上是对于“不一样
的人生”的背叛与戕害。今天你以为极为重要、众人都挂在嘴上、

不知道就“出局”了的，过不了一年半载，很可能就被大家忘得一
干二净。今人的阅读，过于集中在“时尚话题”———从时事到财经
到八卦到琐闻，因而浪费了大量美好时光，实在可惜。若是退休养
老，以此自娱，那无不可；但如果还处在学习或奋进的阶段，则最
好基于自家的立场，自觉地关闭某些频道，回绝某种信息，遗忘某
些知识，抗拒某些潮流，这才可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来。

为了建立自家的阅读立场，必须学会“拒绝”与“遗忘”。这其
中，批判的功能格外重要。借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话，读书人
须不断地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不仅反省具体的结论，而且
反省伟大的人物， 甚至反省整个知识体系———包括教育机制与
传播途径等。因为，语言的隔阂，政治的歧异，文化偏见以及学科
边界等，都可能构成你我阅读的障碍。这也是我在《读书的“风
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中，要将“读书”、“大学”、“人文
学”三个话题，捆绑在一起讨论的原因。

（据《人民日报》）

珍重那些“无用 ”的阅读

陈佳冉

“无用”的阅读看似无用，但它就像一种文
化的渗透，缓慢、恒久、绵密；它萌芽于一颗对
世界好奇的心，帮助人们收获的是一种别开生
面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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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问自己一
句：为什么读书？

每个人都能给出若干个理由：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书籍是指引人生的灯塔，书籍是
抚慰心灵的鸡汤……书籍的功用如此之大。然
而，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却往往更注重实用：养
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茫茫，各取
所需的阅读要的是直奔主题， 要的是立竿见
影。更便捷的数字阅读，攻势凌厉地抢占着传
统阅读市场，浅读、速读、泛读成为新的阅读趋
势，“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的阅读行为正悄
然发生着急剧变化。

读书的功用显而易见。然而，除了信息和
知识，书籍还带给我们思想和审美。法国人夏
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说：“在功利

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超脱，而超脱有利
于我们的思考。读书毫无用处。正因为这个，读
书才是一件大事。”“无用” 的阅读常常萌芽于
一颗对世界敏感而好奇的心，当求知的欲望带
领着人类穿过重重迷雾后，收获的是一种别开
生面的人生境界。

“无用”的阅读不是生存或者生计所必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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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 人们
希望通过他的获奖，“唤起国人对好书的热爱，

走进书本，沉湎其中，重回
20

世纪
70

年代的阅
读时光。”在那个时代，在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劳
动之余，多少青年倚靠在田野的草垛上通读了
《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无用”的阅读看似无用，但一定会留下痕
迹。它就像一种文化的渗透，缓慢、恒久、绵密。

因为无故乱翻书， 因为不带任何阅读的预期，

因为起于一种非功利的自发行为，那不期而至
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当女作家铁凝
还是一个少年时， 她读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的题记：“真正
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
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
下的情操， 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
了。”时，深受震动，她说“这两句话让我生出想
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我初次领略到
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阅读的重量不仅是来自于它给你实际生
活的帮助， 有时更来自于它对心灵造成的重
击。“无用”的阅读可以跳脱自己的世界，让我
们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无用”的阅读可以超越
时空的局限，让我们收获“最难风雨故人来”的
感动。一本好书，从来不会因为它的表面“无
用”而折损了它的价值。当又一个世界读书日
来临之际，让我们把阅读当作是一种心境的解
放，多做一些无目的的阅读、休闲的阅读，而不
是说纯粹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为了完成一门学
业，为了考到一个文凭而去阅读。希望阅读能
与生活始终相伴。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