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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每年的“世界读书日”期间，华侨大学图书馆都会表彰一批在过去一年中馆内借阅次

数超过 200 次的学生或老师，以评选“阅读之星”的方式，鼓励全校师生勤于阅读，在阅读

中提升水平，拓宽视野，在校园中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本期，本报学生记者采访了包括

“阅读之星”在内的几位热爱或推崇阅读的学生和老师，分享他们关于阅读的点滴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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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全称为“世界图书与

版权日”，又称“世界图书日”，最初的

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 1995 年

正式确定每年 4 月 23 日为“世界图书

与版权日”，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

去阅读和写作， 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

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

识产权。

国家图书馆于每年的世界读书日

公布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名单（优秀

图书奖 10 个和推荐图书奖 60 个）。

4 月 23 日，在第 23 个世界读书日

到来之际，国家图书馆举行“第十三届

文津图书奖发布暨国图公开课特别活

动”，揭晓今年的 9 种获奖图书，分别

为： 社科类 4 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

经典》(1-10 种)《哲学起步》《良训传

家： 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学以为

己： 传统中国的教育》； 科普类 3 种，

《中国三十大发明》《我们人类的基因：

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地球之美：一

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 少儿类 2 种，

《太空日记：景海鹏、陈冬太空全纪实》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曾俊杰

：

在阅读中寻找

“

理性的浪漫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6 级学生曾俊

杰是一个理性的阅读热爱者， 也是厦门校区图

书馆借阅量第一但深藏不露的“阅读之星”。

“人的一生中，大学是少有的能够有大量连

续时间学习专业知识的时段之一。 ”曾俊杰有对

专业书与课外书籍比重的把握。 按照个人阅读

安排， 他习惯广泛借阅专业书籍， 以课本为基

础，广泛阅读相似著作以深入理解知识点。 比如

写代码的多种经典案例， 在研读之后往往会带

给自己很大提高， 因为不同作者对同一内容的

理解不同，对思维的启发也不同。 他认为专业书

应当带着明确的目的去读，参考《How to read

a book》这本书的方法，从目录开始，分层次、分

章节来“啃”，同时要做到对知识整体架构的把

握。 而对于作休闲之用的书籍，比如小说，则会

选择从头到尾线性读完， 在故事或作者的思维

中游历一番，得到身心舒畅的感觉。

知识之外， 从阅读中得到的能力培养及视

野的开阔是曾俊杰愉悦感的来源之一。 从更多

专业书籍的阅读中学到的“写代码的不同方式”

和“工程的最佳实践”，往往可以带来专业把握

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显著提高。 专业之外，用来消

磨时间的广泛阅读则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开阔视

野。 值得阅读的好书数不胜数，其间记录着人间

万象，阅读是开拓视野的最佳手段之一。 比如对

通识科普或人文社科类的阅读， 曾俊杰认为，

“一个人只要通过很小的努力，就可以掌握该领

域的基本常识。 ”作为某专业领域的门外汉，入

门只需要一两本书的时间， 而从中获得的基础

知识将会使自己有极大受益。

曾俊杰认为， 阅读一本书的原因或有兴趣

或有目的， 但推荐一本书给他人则更需要慎重

思索。 如果要列出“必读几本书”或是“强烈推荐

top10”，会很难取舍，很多书都会带给他深刻体

会或收获，很多作品的出彩之处都值得赞美，可

称“不读会有遗憾”，但是谈不上“必读”，就像画

家陈丹青说的，“阅读是件很私人的事情”。

曾俊杰崇拜物理学家费曼的“天才”和《费

曼物理学讲义》中的生动形容；从十九世纪浪漫

主义作家爱伦·坡的传记和纪录片中了解其人

的才情和坎坷生平；也喜爱作家马伯庸“典型有

趣文化人”的性情。 三国的赵子龙、诸葛亮以及

侦探福尔摩斯，或鲜衣怒马、或羽扇纶巾的经典

形象难以忘怀，大侦探的天赋、品德和行动力甚

至披风与烟斗，都是他童年以来心中的“英雄”

形象，而少年在重复许多遍“我想成为他”之后

渐渐长大。 再回想时， 他嘴角微微上扬地总结

道：“这些都是‘男孩的浪漫’。 ”

顾志勇

：

读书是我保持进步的方式

“阅读是生活的一部分。 ”建筑学院 2015 级

学生顾志勇这样回答。 顾志勇最近在读《第二次

世界大战史》，专业书之外，从大一时对中外小

说着迷，到大二、大三逐渐寻找到对人文社科类

书籍的兴趣，小说的情节带给他全新的体验，而

人文社科的通识书籍带给他独特的视角。

“翻开一本好书，就一定会有收获。 ”早有

“开卷有益”之说，顾志勇十分赞同这点。 比起虚

构文学小说的情节与内涵， 历史带给人的思索

和震撼则完全不同。 回想最近手边的《二战史》，

顾志勇首先想到书中着墨不少的“敦刻尔克大

撤退”，他用“奇迹”一词来形容自己心中的震

撼， 还谈及同期看过的相关题材电影《至暗时

刻》中，丘吉尔抵抗住压力，带领英国人民赢得

敦刻尔克战役之前的许多转折与令人感叹之

处。 顾志勇直言，如果没有读历史，很难体验到

这种复杂的波澜壮阔。

在读书方面，顾志勇会选择性地作“精读”

和“泛读”的区分。 哲学与社会学的知识同样是

顾志勇的兴趣所在， 他认为最应该精读的是哲

学类经典。 当拗口而精辟的语言经过头脑中时，

会有对个体智慧的启发。“我每周还会去哲社学

院蹭课，比如外国社会思想史，伟大思想家的智

慧有很大吸引力。 ”说到这个经历他笑着，略微

羞赧地想要表达出自己的求知欲。

对一名建筑学院学生来说， 生活中的任何

波澜与新事物都可能成为设计灵感的源头。“以

形写神”是绘画教科书中的准则之一，与教科书

不同的是，相比从生活常态中寻找灵感，顾志勇

关于“形”的启发大多来自于阅读中。 诗歌、散

文、小说或者建筑专业相关的艺术作品，都会在

不经意间给他带来全新的创作灵感。 “建筑、绘

画是一种抽象表达， 但是就像写意画， 尽管抽

象，但它们都追求本质，是相通的。 ”

“大一的英语课上，我曾开玩笑说，想成为

一名作家。 ” 阅读带来眼界的开阔之后会发现，

“作家”所做看似容易的工作，才最难做好。 顾志

勇认为不读书、缺乏对知识的好奇是一种退步。

“读书越多，越发现自己知道的少，更强的阅读

欲望来自阅读本身。 ”

“文科生就应该读一读理科的书，理科生应

该读一读文科的书。 ”顾志勇在阅读上的广泛兴

趣一半由于天生，一半来自于对自己的鞭策。 坚

持阅读以及多去图书馆的书架间探索， 是来自

这个“阅读之星”的两条朴实建议。“每一个人都

应该去享受阅读的乐趣。 所谓的书单和阅读计

划，内容再翔实、再丰富也并无很大作用，想读

就翻开书，去读才是进步的开端。 ”他说。

曾南月

、

高威

：

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4 级学生曾南月

在去年曾获表彰为 2017 年“阅读之星”，而在过

去一年，她更成为泉州校区借阅次数的第一人。

对曾南月来说，读书就是一种生活习惯，长期养

成的兴趣爱好。“我每天都会看书，特别是没有

课的时候基本都会去图书馆。 我觉得一个人在

图书馆看书，很安静。 ”

曾南月认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可能会

帮助自己更好地保持阅读的习惯。“我看书比较

杂，一般会选择文学类的书来看。 有一段时间特

别喜欢元杂剧，觉得里面的说的故事很有趣。 当

然，有时候我也会看一些物理类的书，虽然不太

能看的懂，但是因为自己是文科专业，所以觉得

多涉猎对自己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

文学院 2016 级学生高威也把读书当作生

活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阅读习惯是从小保持

的。 ”高威和曾南月一样，不约而同地表明了父

母对自己阅读习惯的影响。“我只要有时间就会

拿起书本，阅读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包括教

室的课前几分钟、下课时间、睡觉之前。 如果没

课的话，我可以在图书馆呆上一整天。 ”

高威表示，书读得越多，自己的阅读速度就

越快，感兴趣的领域也就越来越多。“我现在读

书不是搜索一本书的书名，只借那一本。 而是一

个架子一个架子地看，每本书都取下来翻一下，

感兴趣就借走。 阅读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课余

时间，对我来说阅读就是休闲。 ”

对于专业学习， 她认为， 如果平时看书较

少，一旦突然拿起书来，也就不太能看下去。 同

时，因为涉及的知识面范围不够，所以对课本的

理解也就不会太深刻。“总而言之，还是要多读、

广读，这样才有助于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提高

自己的认知水平。 ”

郭琦

：

书本是学习知识最好的工具

“以色列有个传说，大人会把蜂蜜抹在书上

让小孩去舔，以此增进与书的亲近感，并告诉他

们书上的东西是甜的、好的。 传说当然不一定是

真实的，但是它至少表达了一种意愿，就是在孩

子小的时候就鼓励他们多读书。 ”外国语学院教

师郭琦在课余时间，也是一个阅读爱好者。 而作

为一名教师， 他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在众多的

学生之中也名列前茅。

“小时候资讯不发达，书籍、报纸是获得信

息最多的方式，报纸内容少，而一本书可以看很

多天，所以就喜欢上了阅读。 ”郭琦说。

因为要兼顾工作和家庭，时间比较分散，郭

琦在图书馆借阅书籍时，会把其编号、位置记在

自己的一个小本子上，读到比较好的书，或者觉

得以后会用到，就会在本子上做标记，方便以后

直接查找。

郭琦认为，书本是学习知识最好的工具。 他

将阅读的习惯带入课堂，与自己的教学相结合。

“所谓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 要想给学

生一杯水，作为老师，你就得有一桶水。 ”郭琦认

为，老师是知识的传递者，脑海里必须有一定的

知识储备，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不断更

新知识。“比如网络上的流行语，我在上课的时

候用到的时候，就会与学生产生一定的共鸣，也

有利于学生对我上课内容的印象加深。 ”他说，

“老师教授知识，不是把庞大的知识体系往学生

脑子里灌， 而是需要很多技巧的。 再加上一些

‘尖端’的东西，才容易抓住年轻人的注意力。 ”

此外，郭琦的日常学习、备课都需要很大阅

读量。 作为一名科幻小说的爱好者， 从去年开

始，郭琦开设了《科幻小说阅读与创意写作》的

校通识选修课， 将自己的阅读兴趣融入教学。

“我的专业是英语，但是科幻小说是我专业之外

的东西， 而理解文学， 本身就需要很大的阅读

量。 ”郭琦表示，任何一个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与社会、历史、政治等方面相关联，而科幻

小说还涵盖很多自然学科的东西， 这就是相当

于是一个跨界。“所以阅读大量的书籍，拥有一

个广阔的知识面，是十分必要的。 ”

“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海绵一样，是吸收

知识的最佳时期。 ” 郭琦说，“年轻时候学的知

识，很快就能吸收内化，形成自己的东西，以后

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 所以没事就拿本书，哪怕

就是随便翻一遍，能了解多少就记多少，那迟早

那会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

许春翎

：

在阅读中获取文化认同

4 月 21 日下午， 校图书馆的报告厅举办的

一场读书会， 在境内外学生用粤语和闽南语朗

读的诗歌声中拉开了序幕。

这是外国语学院教师许春翎指导的第三届

读书月活动，由主题书展和读书分享会组成。 而

今年，又新添了方言朗诵诗歌这一特色活动。

最初， 为更好地让境外生融入到读书会的

活动中， 许春翎设想让境外的同学用粤语和闽

南语朗读一些淳朴的民谣，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一名香港女同学主动提议将民谣换为《乡愁》与

《今生今世》，以此致敬余光中先生。

“华侨大学有着一元为主、多元融合、和而不

同的的校园文化，港澳台及侨生加入活动中，让

不同文化得到碰撞， 更为学校增添了无穷无尽

的乐趣。 ”许春翎表示，这种方言朗读的形式，可

以拉近境内外同学之间的心理距离。“不管是说

着什么样的方言，不管来自哪里，大家都相聚华

园，大家对于学校、国家以及故土的热爱都是一

样的，充满了赤诚之心。 ”

许春翎认为， 方言更能激发内心对故乡的

归属与认同，也融入了更多情感。 通过方言朗读

这种形式可以从课本相对枯燥理论性的内容中

解放出来，转入到实践生活之中，让知识变得更

加有趣，更开放更包容，也让境外同学更好地融

入读书分享会这种“第二课堂”中，使境内境外

学生更好地交流学习。

“不管是诗歌朗诵还是学习实践，文化认同

都是第一位的。 ”许春翎说，通过作品选读，会获

得的，首先是文化上、心理上、民族情节上的心

理认同感和归属感。“境外生的文化认同感是很

重要的。 我们不应该迫使他们去学什么，而应该

让他们融入到环境中，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

影响他们。 ”

此外， 作为翻译专业的教师， 在日常教学

中，许春翎也更关注境外生的学习特点。 由于部

分境外生的功底较为薄弱， 在专业学习和阅读

英文原版书籍方面比较困难， 所以她会让学生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融入他们的思想体会。

她认为，诗歌、散文能够激发人内心的情感和冥

想，以诗歌、散文来强化境外生的阅读是很好的

方式。“我希望他们能从诗歌、散文开始，逐步学

习，循序渐进，由中译本书籍或英文原版电影过

渡到英文原著，逐渐找到语言学习的感觉。 ”

“去你去不到的地方， 带你去你渴望的远

方，诗和远方可以兼得。 ”许春翎经常和学生说，

“常言道开卷有益， 我们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 ”在她的眼中读书这个过程，就是让人体验

从未感受过的生活和经历。 就像图书馆的标志

上写的， 读书就是增加你人生的厚度和广度。

“不管是阅读经典还是阅读当代的一些小说，这

些对人生的意义一定都是无穷的。 ”

采访、整理：王雪、江蕾、张许鑫、程露、彭秋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