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调查显示，如今不少大学生都患上
了“阅读缺乏症”。读书少、以网络小说为
主、深阅读缺乏、阅读拖延症等一系列问题
成了现在青年学子的标签。

又是一年毕业季，大学生们即将离开
象牙塔迈入社会的洪流，面对未知的生
活，想要不迷失、不盲从，从阅读开始吧。

阅读“危机”

阅读危机的背后，是人文危
机和精神危机的体现

“我身边的同学有些已经一年没有读
过课本以外的书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
生孔子宁说，目前学生课业较重，课余时间
本来就少，更多的同学选择上网、看剧来休
闲，图书馆的同学 80%是在上自习而不是
读书。

“大家普遍不怎么读书，读书也以网络
小说为主，阅读状况堪忧，阅读类活动很难
举办”，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林弈琨说。

“身边大部分人都没有专门买一本书去
读，但还是有那种阅读的欲望。如果把拿手
机看小说也算上，那还真是全民阅读了”，中
国地质大学学生胡峻源“幽默”地说。

事实上，“每个大学生都明白阅读的重
要性，大家也都想去看书，但面对来自学
业、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大家把读书计划
一拖再拖，总是想着‘等以后有空了，我一
定把这本书读一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生刘锦鹏说。

在今年 4·23 世界读书日前夕，北京
大学生阅读联盟对北京 30 多所高校的阅
读类社团负责人发出了问卷，力图还原
一个真实的高校阅读生态。这个调查结
果显示，目前大学生患上了严重的“阅读
缺乏症”。

1925 年，当时的北大毕业生周长宪就
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现在的
青年，老实不客气地说，多数是不大肯用功
的；不要说去看参考书，就是照例的功课，
能敷衍过去的，又有几个？古人说得好，

‘士不悦学’，真不啻替今日的青年写照
了。”在那个年代，为了“洗去青年暮气、打
破奴隶思想、启发低落的民智”，有识之士
奔走呼吁，青年人啊，赶紧捧起书本。近一
个世纪过去了，这样的话语听起来依然让
人警醒。

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应当是与阅读最
为接近甚至是融为一体的地方，大学生
则应是名副其实的“读书人”，然而事实
却不容乐观，国内大学生阅读缺乏的现
状堪忧。一位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曾无
奈地说道：美国高校的老师每周都会布
置大量的阅读任务，并要求做出相应的
阅读作业，这些作业是考核学生成绩的
重要参考。这对许多中国留学生而言，
都是巨大的挑战。虽然能够成功被美国
高校录取的中国孩子都是学习拔尖的佼
佼者，然而他们的阅读能力却往往落后
于美国同学。

“与国际相比，中国学生阅读能力较
弱，与我们的教育形式息息相关”，清华大
学学生李艺认为，国内的教育偏重于讲授
和练习，学生们的课余学习以练习性的作
业为主。有时，老师也会布置相关参考书
的阅读任务，但并不会检查大家到底读了
没有。大学时代的许多学生仍处于为考试
而学习、读书的模式当中。

在“阅读教育”的缺失之外，整个社会
的浮躁情绪也是导致大学生缺失阅读精
神的一大原因。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
中心的一项大学生阅读调查显示，阅读危
机并非大学生单方面造成的，在浮躁的社
会情绪中，对金钱的媚俗、对速成的向往

已远远超出了对知识的渴望、对学问的崇
拜。整个社会缺乏阅读文化，这才是大学
生阅读缺乏症的病因。

阅读危机的背后，是人文危机和精神
危机的体现。当大学生不以读书为乐，
信 仰 的 盲 区 、精 神 的 枯 泉 就 会 随 之 而
来。对此，不少人都在反思。“青年人是
要 下 苦 功 去 阅 读 ，去 学 习 ，去 汲 取 养 料
的。这，是让灵魂成长。万望诸君，奋起
阅读！！！”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刘帅奇发出
了激情的号召！

书目之争

人生太短，好书太多，我们只
有去阅读经典

资料显示，近日来，一份中美大学生阅
读书目对照的榜单引来很多“围观”。在国
内知名高校发布的 2015 年高校图书借阅
排行榜中，《狼图腾》《盗墓笔记》《三体》等
畅销读物位居前列。而一份美国大学生阅
读书单上，排名前三的依次是《理想国》《利
维坦》《君主论》。

这个书目也许并不足够全面客观，但
它依然引人深思，中国大学生到底在读什
么？又该读什么？“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
有时不知道该读什么课外书籍，因此不少
学生选择了畅销书，许多都是没有营养的
心灵鸡汤”，李艺告诉记者。

严肃阅读不能望而却步。“人生太短，

好书太多，我们只有去阅读经典”，北京大
学生阅读联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
英剑说，人们往往对经典作品有疏离感、畏
惧感，认为他们太过艰深，晦涩难懂，特别
是与现实生活离得太远。其实，这实在是
误解。经典作品微言大义，不仅能够使人
从中悟出为人处世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的大道理，也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说白了，阅读经典关乎人
的成长，包括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阅读
经典能使人学着去“明辨是非、甄别善恶，
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并且教人从中发现高
贵与美”。

人文阅读滋养心灵。2015 年 5 月 28
日，《哈佛公报》刊出了一篇题为《成就了他
们的那些书》的文章，6 位来自计算机、医
学、历史等不同领域的哈佛教授回顾了对
自己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本书或几本书。《圣
经》《大街》《云雀之歌》《瓦解》⋯⋯令人惊
讶的是，如果选出每位书单的第一名，除

《圣经》之外，其他 5 部全部都是文学作
品。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力
量与价值。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之真、呈现
思想之源、描绘榜样之路，不仅给人以启
发，甚至可以改变命运，这样的影响往往是
伴随终身的。

书目选择切忌功利。“我认为阅读不
能太功利，不要只盯着眼下的收获”，刘锦
鹏说，每个人读每本书的角度都不同，针
对同一本书，如果不同学科的同学们能够
互相分享一些新的角度，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件事情。李艺也有类似的看法，“大学

生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理科专业
的学生往往对《红楼梦》《庄子》《老子》等
书感兴趣，而文科生又常常爱读《时间简
史》等科普读物”。

为学当如金字塔

思考的价值和魅力，才是支
撑阅读的内在动力

爱读书、读好书，还要会读书。“为学当
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胡适曾如是
总结读书的方法。笔者认为，畅游书海之
中，青年人一定要具备精读、泛读的能力，
更要重视探索和思考的意识。

说到精读，胡适有个四到理论——眼
到、口到、心到、手到。他认为，对于值得
精读的好书，要力求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
意思，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好参考书、做
好文法上的分析、学会融会贯通。必要时
候还要“口到”，“前人所谓口到，是把一本
书，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没有人提倡
背书，但我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有精彩的
文章，总要背下来。中国书固然要如此，
外国书也要这样去做。我们有时在小说
和剧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尚且要把它记下
来，那关于思想学问上的，更是要紧了。”
胡适说。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平
常所吸收进来的思想，无论是听来的，或
是看来的，不过在脑子里有一点好或坏的
模糊而又零碎的东西罢了。倘若费一番
功夫，把它综合起来作成札记，然后那经
过整理和综合的思想，就永久留在脑中，
于是这意思，就源于自己的了”。胡适认
为，抄录备忘、做提要、记录心得等都是手
到的必要方法。

“一个人一生，总应该有十本左右的书
是反复阅读的，通过深度阅读，也就是精
读，来提升自己的情感度和智慧度”，俞敏
洪认为，所谓精读，就是碰到你特别喜爱的
书，在文笔上、知识上、思想上、高度上都有
启示的图书，就可以多读几遍。

生命有限，书海无涯，泛读是必不可少
的阅读能力。“我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书，
泛泛阅读就可以了，主要是为了增加自己
知识的广度和思维的宽度”，俞敏洪介绍
道，他可以每分钟泛读一页左右，一本 300
页左右的书 4个小时左右可以读完。

胡适则认为，开卷有益，读书要博，博
是为参考，博是为做人。“达尔文研究生物
演进的状态的时候，费了三十多年光阴，积
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简单的答
案来，偶然读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便大
悟起来，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则”，胡适
从此例得出结论，我们应当多读书，无论什
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
一个很大的暗示。

无论精还是博，不经思考、没有探索的
读书意义就十分有限。率真的徐志摩曾幽
默地说道：“譬如有人对我说某人学问真不
错，他念了至少有 2000 本书，我只当没有
听见——只要多就可以吓人？”他甚至认
为，念书也是一种冒险。凭借自己的力量
与胆量到不曾去过的地方去找出一个新境
界来，好奇的精神便是他们的指南。念书
要先生就比如游历找向导，稳当是稳当了，
意味可也就平淡了。结果先生愈有良心，
你得好处的机会愈少。

阅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在我
看来，在于思考”，郭英剑提出，有一个现象
值得注意，当下在倡导阅读时，只见阅读而
罕见思想。阅读不仅仅带给人愉悦，更应
该带给人思考。思考的价值和魅力，才是
支撑阅读的内在动力。愿青年们勤于阅
读，善于思考。

印象中最早接触到“太古”二字，还是
从小袋装“太古糖”开始的。比起寻常厨房
里的白砂糖、绵砂糖，总觉得常常现身酒店
咖啡馆里的太古糖，洋气十足，一定也身价
不菲。后来才知道，“太古”是一家企业的
名字，而且是一家不年轻的“老”企业，心里
倒是多了几许好感。

最近读了《太古之道——太古在华150
年》，才得以近距离接触这个已有200年历
史、在华经营了150年的“老字号”。

1866年，从英国利物浦远道而来的施
怀雅家族在上海成立了太古洋行，由此拉
开了太古在华发展的序幕。这或许也是
《太古之道》一书选择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的原因之一，不过，“二战”之后，太古便迁
至香港并扎根至今。

严格地说，《太古之道》不只是一部企

业发展史著作，它也是一部中国商业社会
的变迁史。150年来，太古经历了晚清开埠
通商、民国易帜、日本侵华、新中国成立、改
革开放以及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
件，而该书作者钟宝贤正是香港浸会大学
历史系的教授，这使得该书考证严谨、逻辑
缜密，并以史学家不一样的视角，真实呈现
了太古150年来的营商之道。

太古的营商之道是什么？读罢全书，
可概括为四个字：慢即是快。如何理解？
按照施怀雅家族现任继承人的说法，就是

“考虑一个项目的时候，我要看50年”。
以太古地产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内

地地产市场迅速升温，恒基、新世界、新鸿
基等香港地产商纷纷进入内地。作为业界
前辈的太古地产，却一直按兵不动。要知
道，早在1985年太古地产就成功打造了香

港金钟的太古广场，至今仍然是商业地
标。直到2002年，太古才在广州启动了其
内地首个商业地产项目“太古汇”，而该项
目前后建设历时10年之久。

“习惯于‘慢工出细活’的太古，在香
港商界显得有些‘另类’。”一位市场观察
人士如此评价道。作为香港最早的地产
开发企业之一，太古在港百余年总共只有
3、4个核心项目，而且是只租不售、长期持
有。在太古看来，有些事情不是可以一蹴
而就的，如果想做得好，需要花上 10年、
20年的时间，而不是通过几个月的时间来
速成。

在选择每一个新业务时，太古都秉承
着这样的长期发展理念。150年来，这个承
诺从未改变过，但这并不妨碍太古业务发
展的多元化，从早期的远洋贸易、航运、制

糖、船坞，到现今的航空、地产、物流甚至可
口可乐生产，太古在每个关键时期都能准
确洞悉市场、把握商机，并成为该领域的佼
佼者，这其中无不贯穿着“慢即是快”的战
略考量。

对于处处讲究速度的当下，太古的发
展之道似乎夹杂着“龟兔赛跑”的寓意。
如今，太古的掌管者已是施怀雅家族的
第六代曾孙，早已跨越了“富不过三代”
的“诅咒”，对
于 很 多 面 临
着 二 次“ 交
棒”的中国民
营企业来说，
太 古 就 是 一
本 活 着 的 商
业教科书。

当我们还是一颗小小受精卵，气喘吁吁
的“小蝌蚪”已然成功PK几亿个对手。这还
只是个开始：孩提时代的小伙伴们比发育来
确定团队地位；踩在应试教育独木桥上，又
得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再学个什
么特长，站在顶峰的人依旧凤毛麟角。

生而为人，难免棋逢对手；而棋逢对手，
或许还相对容易取得成功。最难的是没有
对手，你会不会成功、有没有人成功，都不得
而知。就好比，当代作家中谁会是未来不得
不提的重量级人物（如同莎士比亚）？在美
国学者查尔斯·默里看来，一只手都数得过
来，而且这个答案恐怕还过于乐观。

在《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
就》中，查尔斯·默里建立了一套评估体系，
借助统计学的量化方法，以期将推动文明的
各领域杰出人物客观排名。有史以来，优秀
的艺术家、科学家灿若星河，任何一部艺术
史、科学史中提到的人名都不下数百人。哪
怕是痴迷艺术的普通读者，光是聊聊文艺复
兴也能随便报出几十个人名。可在默里的
榜单中，各个领域都只取前20名。尽管他承
认，重量级人物远不止这些，榜单代表的是
伟大和卓越的差别，惟有后者同时为专业人
士和大众铭记。譬如西方艺术史中，真正妇
孺皆知的大概也只有米开朗基罗、达·芬奇、
毕加索等寥寥数人。

功成名就已属不易，要成为顶峰上的
“巨人”更是难上加难。分析人类成就的时
间分布及创造成就的条件，默里甚至判断，
当下或者未来，成就将会越来越难。物理天
才理查德·费曼声称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
代，轻松取得成就。如是观之，今天的我们
是不是生活在最坏的时代？默里倒不这么
认为，因为今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过
去的艺术成就、可以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发
展科学，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不能相提并
论的。虽然我们恐怕无缘与巨人比肩同行，
但我们得以见证巨人的成就，与之共襄盛
举，正可谓身逢其时。

作为个体，成功机会渺茫，还要不要努
力？须知，巨人的成就也不仅是靠天分，他
们付出的努力超乎旁人想象。我们对西斯
廷教堂的天顶壁画叹为观止，却无法忽略米
开朗基罗为此夜以继日地仰卧在架子上，以
极其扭曲的姿势作画。就连公认的音乐天
才莫扎特也不否认创作的艰辛。要想在某
个领域崭露头角，就算天赋异禀也不可懈
怠，更甚者，这份荣光极有可能只是一时，迅
速被后来者更迭，迅速被历史遗忘。它真的
值得我们努力吗？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先哲亚里士多
德已经给出了答案：“人生乃是一种活动。
每个人尽其所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后人
将之总结为“亚里士多德原理”，并补充：人
类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对两件同样擅长的
事，人类更喜欢挑战难度较大的一件。与其
说这一过程是令人愉悦的，毋庸说这是人类
的本能，做自己擅长的事本身并无功利目
的，精进与成就随之而来，是额外的犒赏，却
不是努力的唯一目的。这与今日受到追捧
的匠人精神不谋而合，数年如一日甚至几代
相传的精神早已超越了成就本身。

不计得失、不受干扰地沉浸于我们热爱
的事，难道不是幸福吗？利用现代科技和便
捷资源专注我们热爱的事，难道不是幸福
吗？有条件发现我们真正的专长、选择我们
真正所爱，难道不是幸福吗？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瞭望未来，难道不是幸福吗？

默里说：“不懈的追求是取得伟大成就
的精神支柱。所有不甘虚度一生的人，都参
与了同一恢弘的事业。”这其中倘若有你，难
道不是幸福吗？

青年啊，请捧起书来
□ 李 哲

读《太古之道》——

品慢即是快
□ 顾 阳

努力的幸福

□ 乐倚萍

对 于 很 多 面 临 着 二 次“ 交

棒”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太古

就是一本活着的商业教科书

面对未知的生活，想要不迷失、不盲从，从阅读开始吧

5月经管类图书销售榜单

（本榜单由开卷公司提供）

所有不甘虚度一生的人，

都参与了同一恢弘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