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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对就业有用吗？

大学生阅读的成功学法则
本报记者 吉祥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荐书时不能说好看，要说有用

贫困学生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更强烈

今年 5 月，河北大学青年发展
研究中心以国内部分综合性大学在
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
法，对大学生当下的阅读量（包括纸
质阅读和电子阅读）、阅读内容、阅
读心理以及影响阅读的原因等四个
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显示，大
学生平均每月纸质阅读量大约为
1 . 4 7 本，电子阅读量大约为 1 . 9 2

本。
因为课业及种种考试占据了大

量时间，多位受访学生告诉记者，课
外阅读的时间的确很有限。除了平
时的课业负担以及英语四六级等考
试占用的时间，很多学生从大三开
始准备实习、考公务员、考研，很难
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上述河北大学
的调查也显示，有 57 . 72% 的学生认
为目前大学校园的读书氛围一般，
学生们只是偶尔翻一翻书；17 . 79%

的学生认为学校的整体阅读风气冷

淡，大家都不喜欢读书。这篇调查报
告同时注意到，在大学从以往的“知
识殿堂”逐步变为“教育工厂”的现
实下，读书的功用不能立竿见影，

“迫使他们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考
高分、拿文凭以及未来社会地位的
提升上”。

调查报告显示了另外一些影响
大学生阅读的因素。比如，家庭情况
不同的学生在阅读上呈现出较大差
异。来自最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每人
平均每月阅读（包括纸质阅读和电
子阅读）4 . 29 本，而来自较高收入、
中等收入、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这一
数字分别是 3 . 62 本、3 . 29 本和 2 . 93

本。在纸质阅读花费时间的调查中，
则呈现相反的结果。总体来看，贫困
家庭的学生读书时间长，但是读书
少，而富裕家庭的孩子读书时间短，
但是阅读量大。“贫困学生多进行的
是传统的纸质阅读，还是希望通过

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关于造成阅读困难的自身原

因的调查中，有 25 名贫困学生选择
的是自身功利阅读心理严重，只有
3 名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选择该
项。相较于富裕家庭学生拓展视野、
增加内涵的品位阅读，贫困家庭的
学生更多的是学习书本，钻研学科
的应试阅读，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
学生仍把学习成绩的高低视为拿奖
学金的重要砝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在《读书的“风景”》一书里说：“我
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
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
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
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
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
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
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
些。”

任教人文学院，讲授的是文学，
老师梁晓声时常苦恼的是学生的读
书之少。多年前，他就在受访时直
言，“无论是大本（大学本科）还是研
究生，阅读量之少，是令我震惊的。”
近现代欧洲文学巨匠雨果、巴尔扎
克、哈代、托尔斯泰、劳伦斯等人的
作品有好多学生没有读过，而对于
新时期文学作品，学生几乎毫无所
知，“这课怎么讲？为什么‘中文’（教
学）成了这样？”

在《大学生真小》一文中，梁晓
声以自己儿子的经历说，因为要应
付学习，获得高分，即便家里藏书众
多，“又看过几本课本以外的书籍？”
然而，每年的 7 月份，正是这些学
生，在经过一番昏天暗地的竞争后，
身心俱疲地摇身为大学生。梁晓声
写道：大一简直就相当于他们的休
闲假，而大二是他们跃跃欲试证明
自己组织能力的活动年。我在他们
大一大二时遭遇他们，我又有什么
理由对他们产生过高的要求啊？

一次，梁晓声应邀和大学生对
话，有学生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

竟有什么好处？”
梁晓声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

是——— 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
抗寂寞的能力。听完，学生笑了。“我
看出他们皆不以为然。他们的表情
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 我们需要
具备这种能力干什么呢？”

著名学者钱理群讲过一次他的
“心中之痛”。一年暑假，他应邀在一
个大学师资培训班讲课，介绍二十
多年来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的经
验和体会。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中，
一位大学老师请钱理群举例说明

“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
么作用”。钱理群听了大吃一惊，一
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心却
隐隐作痛”。“我理解，他之所以这样
向我提问，是因为他自己在上课时，
也经常被这样问道：‘你的课，和学
生的就业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
系，就没有上的必要，也没有人愿意
听。那么，今天的大学，就真的成了
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
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
训班’了。”

学者陈开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
了在校本科生读书的情形：“很少有
完整读完某本书的，首先会找人
问——— 这本书哪些章节需要看？我
没有那么多时间。大学阶段那么多
时间都去干什么了呢？作业、实习、
QQ 、电影、游戏、恋爱……人文学
院这边稍好点，但真正能读几本书
的也寥寥无几。很多是一种表演性
的阅读——— 你看，我读书多，老师会
觉得我是个好学生。”

在记者采访中，多位受访的大
学生也证实了陈开玖老师的话。山
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二年级学生
小姜说：“周围同学几乎不看书，课
本以外的书在他们看来都是废物。
男生玩游戏，女生看电视剧，就是不
看书。”

在推荐书目时，有学生建议陈
开玖：“不能讲这本书很好看，而要
说这本书对你的学习会有很大帮
助。”“好看是美和真的维度，属于个
人体验；有益实用，则指向为了个体
的善，显然更能吸引在校大学生。”
陈开玖说。

读书无用如果盛行，

读书的人会越来越少

9 月 18 日，参与调查的河北大学三位老师在
《中国教育报》撰文称，大学生群体的阅读危机并非
大学生单方面造成，而是整个社会阅读文化缺乏的
缩影。在三位老师看来，长期的应试教育文化助长
了阅读危机，一方面学生的大量时间被占据，另一
方面让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只重升学率，唯成绩
论英雄。“应试教育的荼毒严重导致了教育领域的
文化缺氧，岌岌可危的阅读精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
这一背后推手。”此外，浮躁的社会情绪又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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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葛剑雄教授也说：“整
个社会都在匆忙追求一个具体的目标，容不得你喘
息，缺乏悠闲地、随心所欲地读书的氛围。”在葛剑
雄看来，现在的读书环境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
也有对读书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过于功利会影响非
功利的读书，而社会的不公又会造成人们认为读书
无用，“读书无用论”如果盛行，读书的人会越来越
少。“为了让人多读书，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书，
就需要使社会正当的功利得到贯彻，比如通过读书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如主流社会与政府倡导
读书。与此同时，还需要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使不利
于读书的环境得到改变，比如公共图书馆越来越普
及，服务面越来越广，更多的公民衣食无忧，能够随
心所欲地读书。”

在葛剑雄看来，读书这件事急不得。“社会要培
养理想的读书风气，就要多讲点精雕细琢，少讲点
大干快上；多讲点精神生活，少讲点 GDP；多讲点人
均阅读水平的提高，少讲点升学率。”

悦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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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一大二的女生，床头摆的是琼瑶，甚至是《安徒生童话集》。”作家梁晓声在新书《中国人的
淡定从何处来》中有一篇文章《大学生真小》这样写道。身兼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梁晓声不止
一次感慨大学生的阅读量少，以至于他对靠大学生的反响证明书籍好坏的做法非常怀疑，“在她们成为
大学生以前，在她们所学的字足以自己阅读以后，她们几乎连一则世界著名童话故事都未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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