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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就相当于与一个

跟你不在同一时空的人交流

的过程。“合则来，不合则

去。”就如《庄子》里的一句

话：“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

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一

万年以后，遇见一个理解你

的人，就跟当天遇见一样，这

也是读书“用”的所在。

“

”
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

和知识含量，是非经典书籍

所不能拟的，经典的价值，

就在于它可以和一代又一

代读者对话，可以引起一代

又一代读者思考。所以并

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

阅读。

读书是一种自我教育

不大的办公室，放着几张简易的桌子，就着一壶茶，李世扬和几位“书友”侃侃而谈，所谈皆是一
些读作趣事。这样的下午，对李世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李世扬对书的热爱是从无书可读开始的。
上世纪 50 年代，是红色文化为主的年代，以至于让李世扬有一种书荒的感觉。不随大流的他

并不满足于限定的文化，就到处找书看。“那时候的书不像现在可以随意阅读题材”。李世扬说，他
记忆中接触最早的阅读类书籍是刘流的《烈火金钢》和欧阳山的《苦斗》，也还记得高中时候，冒着被
检讨的风险借阅了同学父亲的《金陵春梦》。没曾想书还没看完，就被没收了，但即便如此，也是值
得的。

到了60年代末期，他家隔壁有了一个图书馆，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形
容那时候的自己，更像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期，几乎每天都泡在书堆里。

“那时候印刷文学著作很少，我便在杭州排队买书，排队的人简直是空前绝后。”90 年代，李世
扬外出参观，去了西安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还偶遇了贾平凹，两人相谈甚欢，他一口气买了50
本有着贾平凹签名的《废都》，获赠了贾平凹亲手写就的一幅字“读书是福”。

对于这简单的四个字，李世扬有自己的见解。“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经历看的
书也会不同。这是因为作品描述着与阅读者相同的经历，才会引起共鸣，读书是改变一个人，也是
阅读者接触不同文化的钥匙。”

李世扬坦言，现在的人基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阅读，但这并不能成为不读书的借口：“总会有一
些边边角角的时间，比如出差的飞机上，晚上睡觉前，挤出来碎片化地阅读。”

靠着这些挤出来的时间，李世扬保持着每月一定的读书量。当然这也得益于他的读书技巧，经
典类书籍细读，信息类的读物就快读，有些四五百页的书他也能在两三个小时读完，每天还可以固
定花半小时看新闻。

读书是一种习惯

文/吕晓婷

听过朱维安文化讲座的人都认为他是地道的“读书人”。他酷爱读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
道家思想颇有研究，并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达五十多
万字，出版小说集《青春年少时》，散文集《荷塘夜雨》《陈亮后传》。

朱维安说，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他接触最多的书是《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和鲁迅的书。
尽管在那个年代，读书有限，但书本依旧带领他打开了眼界。

那时候到新华书店买书经常要排队，有些好书不容易买到。他就和图书营业员混得很熟，这样
一些内部发行的书，就能一睹为快了。

经常读书的习惯，朱维安坚持了数十年。他既喜欢与好友高谈阔论，又喜欢幽室独处细细品味
一本好书。直到现在，他每天都要花时间读读书，但是比较随性，有些一口气读完，有些是看到哪算
哪。用他的话说，读书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了。

“如果没有书的话，世界可能就是仅仅局限于我们本身的经历，有了书之后我们可以经历很多
高于生活的事情。读书的乐趣就在于使得一个人的世界变大、变多。”

在他看来，读书不但开拓了视野，帮助自己形成了“三观”，塑造了人格。他始终认为，只有书中
的思想才能够引导人走向未来。

法国作家加缪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朱维安说这句话对他很有启
迪，他也正在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知道尽量多的东西。

“读书有什么方法吗”？
“没什么好方法，就是要花时间”。
朱维安说，大部分的书会选择泛读，但是有一些书，会精读，他认为读书是有阶段性，少年时、

青年时、中年时、老年时对读书的理解力领悟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觉得还有一
些是需要背的，或者通过朗读让自己不断加深感悟。比如《诗经》《楚辞》等经典著作，要通过阅读才
能理解整个文化脉络。当你理解了经典著作的脉络才能去打通整个文化脉络，才有贯穿一体的领
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