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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

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

气。”让阅读成为习惯，成为生活方式。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在书的世界里体

验精彩和感动，在书的海洋中寻找宁静和前行的力量。赵丽宏先生多年来致力于

阅读推广，助力读者亲近文学，感受文学。本期讲坛中，他从自己的读书经验出

发，讲述自己所喜爱的好书以及那些和阅读有关的难忘往事。这是他在“中国阅

读三十人论坛”举办的“全民读书月”上的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主讲人简介：

赵丽宏，第七、十、十一、十二届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诗人。现任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文学》 杂

志社名誉社长。著有诗集、散文集、小

说等 100 余部，有 18 卷文集 《赵丽宏文学

作品》 行世。作品曾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

文集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

书奖、文津图书奖等奖项。2013 年荣获塞尔维亚

斯梅德雷沃“金钥匙国际诗歌奖”，2019 年获罗马尼亚“米

哈伊·爱明内斯库国际诗歌大奖”，同年被选为法国欧洲科学、艺

术人文学院院士。有 《与象共舞》《顶碗少年》《囚蚁》《晨昏诺日

朗》《青 鸟》 等 多 篇 文 章 入 选 中 小 学 语 文 课 本 。 作 品 被 译 为 英 、

法、俄、意、日、韩、阿拉伯、西班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 20

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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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部分新作

▲赵丽宏为读者签名并与读者交流

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书？？

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我想

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一个不崇尚读

书、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我想

起一件往事，20 多年前在全国政协

十届一次会议期间，我的好朋友朱永

新拿着一件提案到我的房间，他说要

提交一件提案，建议在中国设一个

“阅读节”，因为阅读对中国人来说太

重要了。那时候我们非常担心阅读的

空气越来越淡薄，大众话题谈书、谈

阅读的非常少。

中国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国家，中

华民族是爱读书的民族，读书这件事

情一直是被赞美、被崇尚的，但现状

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我非常赞成

朱永新的提案，这个提案不是简单的

设 一 个 “ 阅 读 节 ”， 而 是 要 提 醒 人

们：我们不要忘记读书！

读 书 对 一 个 人 来 说 是 非 常 重 要

的，不仅给人知识，让人认识世界的

丰富宽广，认识人性的曲折，给人思

想、给人力量，让人成为有独立思考

能力的知识分子。读书还能美容，这

并不是玩笑话。一个人如果爱读书会

变美，会散发一股书卷气，这种美是

由内而外的一种优雅。宋代皇帝宋真

宗，写过一首 《劝学诗》，劝导大家

多读书，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书中

自 有 颜 如 玉 ”。 我 们 以 前 批 判 这 句

话，其实现在可以另作解读：一个人

多读书，他的容貌会变美。

读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一本好书，是一个智者

用他整个生命去寻找，去探索，去思

考，去追求，把一生的经验浓缩成一

本薄薄的书。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只

要花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就可以

读到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所以，我经

常跟年轻的朋友们说，我们读一本书

就可以多活一次。经由一本书，我们

可以走进一个智者的生命，跟着他活

一次。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

无数次这样的经验，那么他一定会成

为一个智者。

那么，怎样读书呢？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读书方法。古代先贤中有很多

了不起的读书人，譬如清代的曾国藩

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终身

读书，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可以说他

活一天就读一天，生命不止，读书不

止。他的读书方法归纳为 6 个字：有

志、有识、有恒。所谓有志，就是有

理想有目标，有远大的志向。有识，

就是有见识，有思想，对任何事情有

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思考，而不是简单

地接受书本的知识。阅读就是让自己

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有

独立见解的人。有恒，就是坚持读

书。读书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

事情，应该是恒久的事情，陪伴自己

的一生。这样的读书方法，我觉得是

我们可以汲取的。

我喜爱的十本书及读书往事我喜爱的十本书及读书往事

读什么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有一句谚语：“读什么书，成什

么人”。对书的选择，就是对人生的

选择。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能够用来

读书的时间也很有限，读了这本书也

许就没有时间读那本书。所以对书的

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孩子

们，对年轻人，更是如此。

真正有质量的阅读，是读有价值

的书，是用心、安静地把一本书读到

心里面去。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好

书呢？

20 多年前，有一家报社编辑要

我推荐 10 本书。这件事很难做，读

过的书太多，推荐 10 本书犹如大海

捞针。但我仔细一想，觉得可以推荐

10 种不同类型的书，都是在我不同

人生阶段喜欢过的、影响过我的书。

作为一个爱书的读者，我觉得都是值

得读一读的，所以就列了一个书单，

还简单地写了推荐理由。

今天，我想再一次推荐这 10 本

书，由此也引出了我的一些阅读记忆

和我对读书方式的一点思考。

第一本，是 《唐诗三百首》，这

是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幼咸知的经典

读本。

在参加一些国际文学活动与外国

作家交流的时候，我经常这样讲：作

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骄傲也很幸

运，因为我的母语是汉语。我用汉字

写作，汉语是人类语言中表现力最丰

富、最奇妙的一种语言。它可以用最

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情感、描绘最

悠远辽阔的风景、表达人类最深刻的

思想，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中国古典

诗词中，尤其是唐诗。唐诗最短的五

绝只有四句，每句五个字，一首诗

20 个字。古人却可以用这 20 个字写

出一首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诗。

比如李白的 《静夜思》：“床前明

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现在读来这也是一首通

俗易懂的诗。诗里有画面，有情景，

有亮光，有人物形象，它表现的是一

个游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看着天上

的月亮，在月光中思念家乡，思念家

乡的亲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游子思

乡，那么李白这首诗就能契合任何一

个游子的心情，让人产生深刻的共

鸣。仅仅 20 个字，表达如此深挚悠

远 的 情 境 ， 这 是 中 国 汉 字 创 造 的

奇迹。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多读一些

古诗，多背一点古诗，不仅是唐诗、

宋 词 、 元 曲 ， 还 有 更 早 的 《诗 经》

《楚辞》、汉赋等。中国人的书卷气，

就在于我们的阅读储藏里有这样精粹

美妙的文字，它们可以在我们的精神

中散发出典雅美妙的气息。

第二本书，是一部小说，曹雪芹

的 《红楼梦》。要推荐一部中国的长

篇小说，这是不二之选，首先想到的

也一定是 《红楼梦》。

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三个梦想。第

一个梦想是当音乐家，我觉得音乐是

人类艺术中最奇妙的一种，无形的音

符可以把人类最丰富的感情表达得淋

漓尽致。所以，我喜欢听音乐，虽然

没有当成音乐家，不过直到现在我都

是一个爱乐者，音乐陪伴我终生。第

二个梦想也是关于艺术的，我喜欢绘

画，梦想当画家。小时候一直迷恋绘

画，直到现在依然喜欢，只是也没能

成为一名职业画家。第三个梦想，是

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但和阅读有

关。我的阅读生活开始得比较早，在

我 3 岁的时候，哥哥姐姐就教会我识

字；到 5 岁的时候，我大概认识有一

两千字。那时候，每一本书拿到手

中，我发现自己都可以一行一行地往

下读，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可以走进

书里，认识书中的人物，看到陌生的

世界。这件事情的奇妙，是没有其他

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比拟的。那时候，

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天下

所有好看的书，都找来读一遍。但这

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野心，是一个不可

能实现的妄想。天下好书浩如烟海，

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把每本好书都读

一遍。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寻找

好书、阅读好书，就成为我一生的爱

好，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我

还在为这个梦想花费时间和精力。

小时候读 《西游记》《水浒传》

《三国演义》，读很多国外的小说，我

都可以从头读到尾，尽管读不太懂，

但是可以读下去。唯独 《红楼梦》，

我曾经没读完。大概是上小学三年级

的时候，我一个上高中的姐姐从学校

借了两本 《红楼梦》，对我说：“这是

很有名的书，看你会不会喜欢它。”

我曾经向姐姐夸口，我能读完任何一

本好看的书。但是，我拿到 《红楼

梦》 后读了几十页就读不下去了，书

中的故事和情节，不是一个十来岁小

男孩喜欢的。我把书还给姐姐，催着

姐姐去换别的书，受到了姐姐的嘲

笑。她说：“ 《红楼梦》 这么有名的

书，你居然读不下去……”等我稍微

长大一点，上了中学再读 《红楼梦》

时，感觉就不一样。后来，到农村插

队，在油灯的微光下，把 《红楼梦》

读了好几遍。《红楼梦》 确实是我国

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里面塑造

了那么多人物，写了那么多社会场

景，多么丰富的人性和生活情景、细

节，也关乎艺术，关乎诗，可以说是

曹雪芹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第三本书，我想推荐一部外国长

篇小说，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是托尔

斯泰。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作家，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之

一，他一生写过三部伟大的小说 《战

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

活》。 三 部 长 篇 比 肩 而 立 ， 难 分 高

下。我推荐的是 《复活》，这是托翁

的最后一部长篇，尽管是三部长篇小

说中篇幅相对较短的一部，也写得非

常深刻。托尔斯泰对人性和道德的探

索，在 《复活》 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

现。小说写的是一个在生活中被侮辱

被伤害的女性的人性复活，一个曾经

放浪不羁、带着忏悔情绪企望救赎自

己的贵族的道德复活。已经衰亡的过

往和生命，复活很难，但文学还是可

以为读者展现可能和希望。这是一部

让人感动，也让人思考的小说。

第四本书，还是一部外国小说。

脑海里出现了很多作家的名字：雨

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狄

更斯、司汤达、福楼拜……最终我推

荐的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

《唐·吉诃德》。这是我少年时代读过

的书，一本让我难忘的奇特的书。离

奇的故事，荒诞的人物，一个孤独的

骑士在世界上追求不可能的事情。作

品要表现的是人类一种高贵的精神追

求，对理想的锲而不舍。我后来注意

到很多国外书单推荐 100 本最伟大的

小说，榜单中都有 《唐·吉诃德》，

而且都名列前茅。我想这是天下读书

人的共识。

第五本书，是一本散文集。第一

本 出 现 在 我 脑 海 里 的 书 是 《飞 鸟

集》，这是印度作家泰戈尔写的一本

薄薄的散文诗集。

小时候，因为有读遍天下好书的

野心，所以追求读书的速度，读书非

常快，常常是一本书拿到手，一口气

读完，接下来就想换另一本书。这不

是一个好的读书习惯。古人说读书要

“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胡适先

生说读书要“四到”：眼到、口到、

手到、心到。鲁迅先生说读书要“五

到”：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脑

到。其实无论“三到”“四到”还是

“五到”，意思都是差不多。我小时候

读书以为只要眼到、心到，那么这本

书就可以成为自己的记忆。小时候我

不愿意做摘抄，不愿意做读书笔记。

读到 《飞鸟集》，觉得这本书非常神

奇、优美的文字里面，似乎隐藏着神

秘的内容，每一段文字都吸引我，让

我想猜测其中到底包含着什么。于

是，我忍不住把 《飞鸟集》 抄了一

遍。《飞鸟集》 的文字不多，都是短

小的篇章，短的几十个字，长的也不

过二三百字，我当时能背诵其中很多

篇章，到现在还留存在记忆中：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

儿飞进了我沉默的鸟巢。

地上的兽喧哗着，天上的鸟歌唱

着，水里的鱼沉默着，我的歌是兽的

喧哗、鸟的歌唱、鱼的沉默。

杯子里的水亮晶晶，大海里的水

黑沉沉，小道理可以用文字说明，大

道理只有沉默。

我像是夜间的道路，在寂静里谛

听着记忆的足音……

这样的文字，对一个十来岁的孩

子来说，真是太神奇了。读 《飞鸟

集》，让我记住了一个印度作家的名

字——泰戈尔。后来我读遍了泰戈尔

被翻译成中文的书，他的诗集、散

文、小说以及戏剧等。虽然 《飞鸟

集》 是一本很薄的书，但意境深邃博

大，值得一读。

第六本书，想推荐一本中国作家

的散文，第一个出现的名字是鲁迅。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

高峰，至今还没有人逾越这座高峰。

鲁迅先生一生写作的主要文体是散

文、杂文，以前我们谈鲁迅的杂文谈

得多。现在，我想推荐鲁迅的散文

集，想到两本书：一本是 《朝花夕

拾》，鲁迅写故乡和童年的一本书，

其中很多文章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另一本是 《野草》，是鲁迅中年时期

的作品，那时他处在苦闷中，在黑暗

中寻找光明，但看不见光明在哪里，

他把挣扎、寻找的过程用幽邃独特的

文字表达出来，其中有奇幻的想象，

有真挚的抒情，有深刻的隐喻，有发

自内心的叹息和呼喊。我推荐了 《野

草》，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是黑

暗中的火焰，是荒芜中的绿草，是鲁

迅先生思想情感和艺术才华的极富个

性的表达。

第七本书，是一本外国作家的散

文，我想到的是美国作家亨利·戴

维·梭罗的 《瓦尔登湖》。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读到了这本书，译者是徐

迟先生，他的译笔非常优美。梭罗是

一个哲学家，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

睿智的知识分子。他在乡间隐居了几

年，就在瓦尔登湖畔亲近自然，谛听

天籁，跟农民、渔夫、樵夫交朋友，

跟天地间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亲近

相处，他的视野和思绪中，糅合了天

地间万类生灵的情感和气息，他把这

种感受写成优美的文字。这是一本奇

妙的大自然笔记。

第 八 本 书 ， 我 想 到 的 是 巴 金 的

《随想录》。巴金先生是我们熟悉的作

家，他是中国现代伟大作家，也是一

个一辈子执着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

他 年 轻 时 代 写 的 “ 激 流 三 部 曲 ”

（《家》《春》《秋》） 影响过好几代

读者，很多人是读着巴金的书离开家

去追寻真理，去投奔革命的道路。巴

金晚年写 《随想录》，是对一个时代

的深刻反思，也是对灵魂的自我解

剖，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第九本书，我想推荐一本传记。

有很多传记是值得年轻人读一读的，

看看那些伟大先行者、先贤们是怎么

走过来的。这样的书不仅是励志，也

可以从中感悟到很多人生哲理。我推

荐的是 《马背上的水手》，是美国作

家杰克·伦敦的传记，书的作者是美

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

欧文·斯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传

记作家，一生写了二三十部世界文化

名人的传记，其中最打动我的还是这

本 《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是

美国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人生

富有传奇色彩，他进过监狱，做过苦

工，当过水手，有过各种各样的探险

经历。欧文·斯通在这本书里，把杰

克·伦敦的人生故事写得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杰克·伦敦写过一部自传

性质的长篇小说 《马丁·伊顿》，也

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当年我在读

《马背上的水手》 的时候，同时读杰

克·伦敦的 《马丁·伊顿》。两本书

对照着阅读，非常有意思，一本是一

个传记作家写他的人生故事，一个是

作家自己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对一个

作家的了解，因为这两本不同体裁作

品的对照阅读而不断深入。那时候我

还是一个少年，现在还记得当时阅读

的那种愉悦感。读传记，当然不只是

读 《马背上的水手》，还有很多优秀

的传记作品，那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伟

大人物的传记，都值得我们读一读。

第十本书，我想推荐一本与哲学

有关的书。但有两本书放在我的面

前，令我犹豫不定。

一本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薄薄的哲

学小册子 《西方的智慧》。罗素是一位

哲学家，他用文学的笔触阐述介绍西方

哲学，赢得大量读者，因此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他曾经花很多精力写过一部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篇幅浩繁、专业

性极强的巨著。书出版后，因为是阳春

白雪，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没有出现

预期的轰动效果。罗素不甘心，又写了

一本小册子，用极富个性的文学语言介

绍西方哲学，即 《西方的智慧》，写得

文采斐然，生动耐读。这本小册子获得

了极大的成功，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

成为他一生中被人阅读最多的一本书。

读这本书，可以对西方哲学的源流和各

种哲学流派会有清晰的了解。

另一本是冯友兰先生的 《中国哲学

简史》。冯友兰先生上世纪 40 年代在美

国大学用英文讲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是

他的英文演讲记录。英文出版后，他自

己再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现在读这本

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年轻的中

国学者，用英文写成中国古代哲学史，

真是了不起。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从

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写到近代，介绍得非

常清晰。历来有一种说法“中国没有伟

大的哲学家”，特别是近两百年来，中

国没有出过一个影响人类的大哲学家。

如果读一读冯友兰先生的 《中国哲学简

史》，就会明白不是这样的。中国 2000

多年前就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在当时

达到了人类哲学思考的一个巅峰，孔

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孟

子、孙子……这些哲学家用诗的语言阐

述了人类对世界、对天地万物的思考，

这种思考到现在还没有过时，还没有被

超越。

罗素的 《西方的智慧》 和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简史》，我都无法取舍。最后

书单中推荐了 《西方的智慧》，这是一

个遗憾。好在，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

书，举一反三，再寻找其他好书。

这 就 是 我 推 荐 的 10 本 书 。 这 些

书，只是我个人阅读经验的极小一部

分，世界很大，值得我们去读的好书浩

如烟海。但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会面

对茫茫书海束手无策，我们可以用自己

的眼光，挑选其中最有价值的好书，用

我们有限的时间，阅读尽可能多的佳

作。人类文明的历史、智慧和情感，凝

聚在无数经典的书籍中，如果不去寻找

这些书，不去阅读这些书，那将是多么

遗憾的事情！

阅读照亮了我的人生阅读照亮了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我的生活，大半辈子和

书连在一起。找书，读书，写书，成了

我的人生方向，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如

果没有书，没有对阅读的热爱和坚守，

不会有今天的我。

50 多年前，我中学刚毕业，一个

人到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那是我人

生的第一课，也是这一生中最迷惘无

望的时刻。在贫穷偏僻的乡村，物资

匮乏，生活艰苦，劳动繁重，曾经觉

得 自 己 很 孤 独 ， 生 不 逢 时 ， 没 有 前

途。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心

情 ， 使 我 有 了 活 下 去 的 希 望 和 勇 气 。

那是什么？是书。我带去农村的书很

少 ， 但 我 非 常 幸 运 ， 在 那 个 没 有 电

灯、吃不饱饭的小村庄里，我居然得

到很多书。善良的农民知道我喜欢读

书，他们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找来送给

我 ， 在 一 个 被 废 弃 的 乡 村 学 校 图 书

馆，我找到了很多书，其中有不少古

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有了这些书，我

插队的日子不再那么无望，我的精神

状态发生了变化，渐渐告别颓丧，变得

振作，生活也有了期盼。白天在田野干

活，从早到晚，干得精疲力竭，但只要

一想到收工后，可以回到我的那间简陋

的草房，点燃一盏油灯，在昏黄跳动的

火光中，有一本喜欢的书在那里静静地

等着我，心里就会充满喜悦，觉得所有

的苦和累，都可以忍受……我的写作生

涯，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我经常会回想起年轻时代的这段经

历。这种回忆，使我更加珍惜作为一个

读书人所拥有的机会和权利。这机会和

权利，就是寻找好书，阅读好书，并尽

己之力为读者、为大众推广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