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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读 书 读 好 书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 2016 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结果，人均读书量 7 . 86 本，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68 . 2% ，图书阅读率为
58 . 8%，较去年都有所提高。一直从事研究如何提高国民阅读率、改善国民阅读状况
的全民阅读推广人聂震宁，近年逐渐将注意力转向“阅读力”方面，新近出版的《阅读
力》一书指出，在提高阅读量的前提下，“阅读力的培养是对人们思维能力的培养”。

作为全民阅读的倡导者，去
年聂震宁在南方一所“211”大学与
学生座谈读书生活。提问阶段，一
位女生说自己很想读点哲学书，
却读不懂，该怎么办。聂震宁告诉
她，阅读需要循序渐进，提高阅读
力需要长期训练，需要更多的阅
读，等等。他的回答没有引起同学
们的掌声，会场上静寂得让人尴
尬。聂震宁深刻意识到，倡导全民
阅读，鼓励更多的人读书这项工
作还远远不够，如何提高阅读力
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这也是在提倡阅读的背景下，

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

中心主任理查德·安德鲁在我国
华东某省考察，发现一年级中国
儿童的阅读量大概是 4900 字，不
到美国儿童阅读量的六分之一；
许多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主
要读些动漫书、绘本书，而这些应
当是三年级以下学生的主要读
物。其实，何止是小学高年级学
生，就连中学生、大学生也都在读
动漫。很明显，这是阅读力弱化的
问题。

聂震宁认为，提高阅读力，不

只是传授一些方法就可以做到
的。一个过去不爱读书、较少读书
或者读书较少有心得的人，只把
一些方法传授给他，并不能使他
迅速成长为有志于进行终身阅
读的饱读之士。一个阅读者，只
有对于阅读的历史、阅读的内涵
及其文化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
认识，在此基础上，又能掌握阅
读的科学方法，其阅读力才可能
得到较大提高。阅读力，其实就是
教育力、文化力、思想力的一部
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更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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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力并非天生，需要后天培养

读书读不懂，原来是阅读力不够

数字阅读使得我们的社会真
正步入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门
槛正在变低。那么，当我们提倡全
民阅读时，是在提倡怎样的阅读
呢？是传统阅读，还是数字阅读？
是读书，还是读手机？是上图书
馆，还是上网？对此，聂震宁的观
点是，提倡全民阅读就是提倡传
统阅读——— 读书。

移动互联网阅读具有信息和
知识传播的优势，阅读的碎片化
倾向也更加强烈。在手机和平板

电脑上读文章，文章通常都不长，
读起来比较轻松。尽管我们认为
碎片化的浅阅读总比什么也不读
要好，可是读什么和怎么读还是
有层次高低的区别。读一本优质
的纸书，需要更强的阅读力。一本
纸质书通常几百页，坚持读下来，
不仅读了好书，还磨练了意志，颐
养了性情，阅读力也明显提升。聂
震宁指出，全民阅读，特别是深阅
读，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正途，而现
实的阅读状态却是随时都有萎缩

的危险，因此对于读书，怎么提倡
都是不为过的。

碎片化、肤浅化、浏览式阅读
正在受到传统阅读所诟病，而智
能手机阅读照样流行。鉴于当代
生活特征，聂震宁建议不妨做一
点融合，用手机阅读来弥合碎片
化的时间，即：忙时读屏，闲时读
书。人们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在手
机上读一些自己喜欢读的东西，
同时一定要挤出空闲时间读些纸
书。

移动互联网阅读不利于提高阅读力

2016 年，媒体披露了专业机构
对 2015 年中美两国著名大学的图
书馆借阅情况的调查结果，当我国
的大学生精英在品尝《明朝那些事
儿》《盗墓笔记》《天龙八部》等快餐
文化时，欧美的年轻一代精英已经
在汲取《理想国》《利维坦》《君主
论》中的精神养分。虽然一个民族
的阅读文化，要根据其民族的阅读
性格、审美特点和思维方式予以理
解，但无论如何，这当中还是存在
着阅读力高下强弱的问题。

范海涛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读过两年研究生，每节课教授布
置的阅读量就有一两百页，他对美
国同班同学的阅读量和阅读能力
感到惊讶。美国教育从小就比较重
视阅读能力，并不单纯看重阅读速
度和数量，而是着重构建阅读和思
考之间的关系。小学老师会提供各
种材料供学生阅读，然后根据阅读
写作各种有意思的论文；高中时，

美国学生就开始做研究性论文，开
启批判性思维。

在美国大学从事了二十多年
人文教育的徐贲教授指出，中美年
轻大学生阅读什么书籍或著作的
区别固然值得注意，但还有另外一
个方面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学生
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和如何阅读。其
实，阅读什么与为何阅读、如何阅
读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大学生阅
读《理想国》《尼各马可伦理学》或
者《利维坦》这样的书，不一定是他
们自己选择的，而是老师在某些课
程中建议或指定他们阅读的。美国
大学的人文教育课程主要内容就
是经典阅读，从古希腊、罗马到二
十世纪的现代经典，一路读下来，
学生们从阅读材料中汲取前人具
有普遍意义的智慧，而不是某种专
门知识；老师的任务是指导学生如
何独自有效地发现和找到读物里
包含的“意义”，并培养学生思考、

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徐贲表
示，他所教授的人文教育课程就是
一门离不开“阅读能力”的课程，不
只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
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知识，不是授
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现在，中国高校的教授经常用
“悦读”来代替“阅读”，鼓励学生阅
读，用意是好的，但却可能成为一
种误导。因为教育目的的阅读是要
认真严肃地提高思考和判断能力，
不是在手机游戏、电视、流行歌曲、
网络交友、网上浏览之外寻找另一
种娱乐方式。徐贲认为，阅读是一
种与这类消遣娱乐不同的智识活
动。有的学生如果能够快乐地阅读
经典，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但是，现
实情况是，大多数学生会把阅读经
典当成一件难事和苦事。老师有责
任告诉他们，虽然阅读很难、很苦，
但值得去做，不可以让他们误以为
不悦读就可以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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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书目阅读，固然是
阅读者的基本权利，可是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社会，在尊重每一位
读者自由选择书目阅读的前提
下，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对特定的
阅读群体，推荐、引导阅读一些书
目，也是责任之所在。

前几年，一些高校图书馆公布
的借阅排行榜引起了教育研究者
的警觉。在武汉，网络小说《步步惊
心》《美女图》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跃
进武汉很多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
前列；湖北某师范学院图书馆引进
的网络小说《极品戒指》，一个月内
就被借了 61 次，成为借阅冠军；上
海某大学的单月单册排行前三名
分别是《明朝那些事儿》《大唐双龙
传》《苍龙转生》。而图书馆内人文

思想类和文学类经典作品，却少有
人问津。这样的图书借阅现状，无
疑暴露出大学生目前阅读中存在
的问题。对此，聂震宁分析认为，大
学生阅读应当属于社会较高层次
的阅读，可就是层次比较高的大学
生们，阅读书目的推荐、引导都很
有必要，否则都好奇于盗墓，可不
是一个让人喝彩的现象。以此为参
照，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的
阅读，就更需要经典书目推荐了。

在推荐书目方面，聂震宁主
张“分众原则”，读者层次不同，书
目亦有所不同。阅读生活中并没
有人人都要读的“必读书”，但应
当有不少“应知书”。一个现代中
国的读者，应当知道《论语》《诗
经》《红楼梦》等；一个当代文学爱

好者，应当知道莎士比亚、巴尔扎
克、鲁迅、巴金、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等；一个当代哲学爱好者，
应当知道《形而上学》《小逻辑》

《老子》等。有了“应知书”，然后根
据各自的理解力、需要和兴趣所
在，再去选读一些书籍，是一种比
较符合实际的做法。

针对全球化时代的经典阅
读，聂震宁进行了反思。他说：“人
类的幸福并不主要在于财富和物
质的进展，而更多在于生命体验的
丰富与多样。可是，我们的生活正
在被全球化进程所污染。这时候，
阅读经典将不仅仅是对文化的一
种传承和弘扬，也并不仅仅是一种
审美，而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的一种坚守。”

全球化时代的经典阅读如何选书

《阅读力》

聂震宁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相关阅读】

一部比较专业的
论述型书籍的读书
法，介绍了阅读的技
巧及阅读所应具备的
广阔视野。

36 篇文章论及 31
位经典文学作家及其
作品。凭着热忱和智
慧，卡尔维诺让经典
文学在读者面前呈现
千姿百态的魅力。

朱子把读书当作
个人性情涵养、学养
修为的过程，提升阅
读力必须居敬持志，
提升自己的人格情操
素养。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

文教育》

徐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子读书法》

朱熹 著

张洪 等编

李孝国 董立平 译注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为什么读经典》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译林出版社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莫提默·J·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著

商务印书馆

不止一种
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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