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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
——孟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庄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成江海。
——荀子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
道也。

——司马迁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刘向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
治性。

——诸葛亮
读书当以三余。善于利用“冬者岁之余，

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读书。求教之前
先读书，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董遇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颜真卿
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

掩卷忽而笑。
——李白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韩愈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白居易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
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
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
人，可不念哉！

——欧阳修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苏轼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

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讫无全功。
——黄庭坚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陆游

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
玩，为有功耳。

——朱熹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赵恒
读书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

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陆九渊

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
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胡居仁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冯梦龙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陈继儒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于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

不尽读天下之书，不能相天下之士。
——汤显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

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郑成功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蒲松龄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
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
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

——张潮
读书以过目不忘为能，最是不济事。读

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
用钱苦。

——郑板桥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孙洙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
读书好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

——袁枚
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林则徐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

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
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
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
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

读书。
——张元济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
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
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蔡元培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

的，一类是涉览的。看书要三遍：第一遍鸟瞰、
第二遍解剖、第三遍会通。读书要三读：一般为
粗读，有价值的要细读，格言类的要精读。

——梁启超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

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
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

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
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
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
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
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
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

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
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
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
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
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
深的了解。

——鲁迅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

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
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陆费逵
读书需要立志，读书立志的目的不要驰于

空想、骛于虚声，而是要通过读书充实人生。
——王云五

立志定向，切实读书，“自”“治”并重。
——蒋梦麟

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
间，只是为休息休息，哪知人家工作之外，还
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
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
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李大钊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

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
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
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

——梅贻琦
书是死的，自然是活的。读书是间接的求

学，读自然书乃是直接的求学。只知道书不知
道自然的人是书呆子。

——李四光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

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
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

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
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
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
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陶行知
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

——胡适
读书要肯思、肯写、肯翻，这样便可以养

成自己的创造力。看书不能信仰而无思考，要
大胆地提出问题，勤于摘录资料，分析资料，
找出其中的相互关系，是做学问的一种方法。

——顾颉刚
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叶圣陶
书是前人经验的账簿。

——孙伏园
读书有三式：直闯式、跳跃式、闲逛式。

读书应先定“旨趣”，否则莫谈方法门径、书籍
选材以及其他等等。读书旨趣有两途，一是为
谋职业、温饱、声名等私利；一是纯粹为一种
求知的兴趣和热忱，即为己而学。

——钱穆
无所不能的人其实一无所能，无所不专的

专家其实是一无所专。
——邹韬奋

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
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
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
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冯友兰
不读书者不一定就不能独立思考；然而，

读死书、死读书、只读一面的书而不读反面的
和其他方面的书，却往往会养成思考时的“扶
杖而行”，以致最后弄到独立思考能力的萎缩。

——茅盾
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

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回出来。
——郁达夫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
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
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
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
读十遍。

——朱光潜
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

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
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
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

——朱自清
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

“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
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
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

——张友渔
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

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
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
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
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
漫步也准保会或多或少地有收获的。

——郑振铎
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

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
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印象甚
佳”便是好书……“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
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
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
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
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激不尽。

——老舍
一个人可以无师自通，却不可无书自通。

——闻一多
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

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读书要不苟
同，不固执，不苛求。

——俞平伯
选择书很重要。不加选择，如果读的是一

本没有用处的书，或者是一本坏书，那就是浪
费时间。不只是浪费时间，有时还接受些错误
的东西。

——王力
我读书奉行九个字，就是“读书好，好读

书，读好书”。好书读多了，熟能生巧，这样写
出来的文章就会思路开阔，文笔流畅。

——冰心
有许多人以为读书很多就是有学问，就能

做事，其实这是不尽然的，所谓学问必须是能
知能行，而且是正确的知，正确的行，才能算
是真学问。能知不能行的人，固然是与蛀书虫
没有什么区别，那于人、于事、于社会都是没
有裨益的。

——李公朴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

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
气，带来力量。

——巴金

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臧克家

读书也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
——赵树理

我的第一个读书方法，是养成读书的习
惯，养成读书的兴趣和嗜好。读书的真正的最
后的目的，还是在生活的实践。

——廖沫沙
常写“老实”来勉励他人真诚生活，写

“读书”来鼓励文化教育风气。
——赵朴初

读书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是创造。
——吴晗

读书要读好的，何谓好的？取乎上上，如
王羲之以卫夫人为师，总是不能满足，见到汉
魏名家碑版，才卓然成家；归有光一生用力
《史记》，终成文章大家；陶渊明的诗，钟嵘
《诗品》不大看得起，到唐宋就高不可及了。

——张中行
我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

——金克木
树立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

等待人之风。
——陈翰伯

我读过一点点书，最初是为了从里面寻
找快乐和安慰，后来是为了从里面寻找苦恼
和疑问。

——严文井
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

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作郇厨。
——汪曾祺

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
学问，广识见，养性灵。

——林语堂
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

——梁实秋
读一本自己不懂而又毫无兴趣的书，读起

来很无聊。但是，如果一任兴趣的支配，就容
易倾向低级趣味的读物。读书如果只为了兴
趣、为了享乐，读书本来的意义和目的就失去
了。读者要创造新的趣味，去适应好的读物。
创造兴趣的方法就是努力去理解我们应该读的
东西。

——艾思奇
读书，要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

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
断地添补。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
书的一倍。

——钱钟书
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

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一批“读书无用
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
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
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
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季羡林
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

十分注意积累的。知识就是积累起来的，经验
也是积累起来的。我们对什么事都不应该像

“过眼烟云”。
——邓拓

所谓读进去，读不进去，是要看你对那个
作家有无兴趣，与你的气质是否相投。多大的
作家，也不能说都能投合每个人的口味。你读
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无论是长
篇或短篇。

——孙犁
知识，主要是靠主动“抓”出来的，不是

靠“教”出来的。
——钱三强

读书是我生活当中不可分开的一部分，我
的生活必须要读书。因为我要学习知识，要取
得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

——马识途
书，我的良师益友，它给我知识、力量，

它指导我怎样去生活和斗争。
——吴运铎

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当时的课程可谓空前
精彩，我阅读了很多中外名著，从中感受到美
的乐趣，这也是我翻译工作的起点。我认为人
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是
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而美的乐趣来自阅
读，阅读这些名篇佳作。

——许渊冲
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多

看点书报杂志的好，你干工作也才能称职。不
能把自己装在保险柜里，做“套中人”。

——范用
我早年背诵《论语》并不理解，但在我以

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逢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
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
体悟小时候背书真是很有道理的。

——叶嘉莹
当读完一段之后，就应当把书合上，自己

把思路走一下，如果走不出来，再去看书，想
想自己为什么走不出来，别人为什么走通了。

——李政道
坚持不懈地读书（这里主要是说历史方面

的书）对自己的好处实在很多。首先是帮助自
己养成用历史眼光看待问题的习惯。其次，历
史书籍记录下来的，包括人类经历过的那些
宏伟壮阔或艰难曲折的历程，包括那些富有
智慧和才干的历史人物的所言所行，从中可
以生动地看到有些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有些
为什么会遭受挫折以致失败。这确是最好的
教科书。

——金冲及
读书不是简单获取知识，而是培养锻炼自

己的识别、估价的水平和能力。
——李泽厚

不同于其他同学，我不是在图书馆里读
书，而是拿着书到学校旁边的小树林里、小
土岗上去读。这是因为我有一个独特的阅读
习惯：诵读。我发现放声朗读是一种很好的
读书方法：它可以强化记忆，刺激思维，加
深对文章的理解，还可以训练普通话，锻炼
肺活量。

——袁隆平
我的成就源自超强阅读力与思考力。

——屠呦呦
作为出版工作者，应该如何帮助读者在阅

读中发现、创造价值，这对我们做出版的人来

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可以说是我一辈子
努力追求的目标。

——沈昌文
在编书之前，应该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扎

扎实实做些研究，这样才能赢得更明晰的视野
与更深刻的见解。

——钟叔河
一是读书贵恒，养成读书习惯，终生手不

释卷；二是读书贵悟，要善于思考、读出顿
悟，升华到新境界；三是读书贵行，应当既重
读书，又重践行，亦知亦行，知行合一。

——阎崇年
读书的亮点在于照亮生活，生活的亮点包

括积累智慧与学问。生活与读书是互见、互
证、互相照耀的关系。书没有生活那么丰富，
但是应该更集中了光照与穿透的能力。

——王蒙
我喜欢看书，但是看得很杂。尤其喜欢侦

探小说。让我开始向往敦煌的，是中学历史课
本里的一篇文章。

——樊锦诗
阅读之所以能够起到对人的提升作用，就

在于它能帮助人超越自身生活、眼界、知识、
思想……的局限，进入一个未知的，却又是
人所向往的，更为自由的天地。正是这样的
超越性与自由感，给我们带来了沉迷其中的无
限愉悦。

——钱理群
想读而没读的书，比读过的要多得多。生

有涯而学无涯，这是永远的遗憾。确有一些
“经典”读不下去，有的就“知难而上”，阅读
就是一种克服，但有的缺乏毅力就放弃了。

——洪子诚
我们要在全社会提倡尊重经典，要提倡大

学生、青少年学习经典、熟悉经典。当然，我
们不反对快餐文化、流行艺术，但是我们反对
用快餐文化、流行艺术来排挤经典。我们也反
对解构经典、糟蹋经典，把经典荒谬化。经典
的作用不可替代，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

——叶朗
语文课本应当选入一定比例的科普作品，

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爱因斯坦
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从小对科
学产生兴趣，会使他们一辈子热爱科学。当
然，语文课本在选入科普作品的时候，一定要
注意科学知识的准确。

——叶永烈
读书，写书；写书，读书；与书共生，是

我的幸福，也是我的宿命。
——刘心武

为善讲机缘，读书是本分，这本新写的书
取名《读书便佳》，企盼的不是名成也不是利
就，尘世喧嚣，争逐龌龊，一卷在手，字里徘
徊，倏忽间一个回眸的欣喜、一次促膝的交
会，那才是佳趣。

——董桥
从这些书里，能看到我阅读的足迹。我想任

何一个作家的书架上，都有他们潜在的阅读史。
——冯骥才

读书的档次大体决定了写作的档次。平日
读什么书，会在内听觉中形成一种韵律，实际
上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在格调和趣味，写作时
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走。

——周国平
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要读什么书，怎

么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功用与兴趣去决定
的。真正的爱书者，他们把读书看作像吃饭睡
觉一样的生活方式。

——温儒敏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

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
困扰。

——余秋雨
读书与治学，都应当作一种生命的投入，

使之成为你的另一种带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带
着你的生命和智慧的体温。

——杨义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成就，而在

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时，给你
一种内在的力量。

——梁晓声
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着文学发展史的每

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
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钻研，要会享
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在 《平凡的世
界》 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
量读书过程。

——路遥

我拿本书，在长椅上晒太阳,心变得软软
的，容易流泪，像个多愁善感的老头。

——北岛
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之

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
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
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
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
不畏不俗不谄。

——贾平凹
书籍中有很多前人经验的总结，会对人们

如何解决眼前的压力提供参考借鉴。所以读书
是我们解决问题、改善生活的最佳方式。

——单霁翔
兴趣读书所能达到的境界，就是始终兴致

盎然。它如同走进精致绝佳的山水，看山岛耸
峙，看清水流长，看花繁似锦，看草绿如茵。

——詹福瑞
带着问题，关心人生，关心社会，这样的

读书才是为自己，这样的人文阅读可以伴随你
一辈子。

——陈平原
为了不让自己整日都在床上或者轮椅上过

日子，我才重新开始读书振作起来。我是船，
书是帆，尽管生活的大海上有时还会浓雾迷
漫，还会有狂风巨浪，但有了帆，我的航线就
不会偏离，我的船就不会沉没。

——张海迪
我们今天要发扬崇尚读书的优良传统，推

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就不能不先回答
一个老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读
书本质上并不是人生延续的必需品，甚至可以
说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耗费时间、耗费精力的
奢侈品。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追求一种有意
义、有品位、有经验的生活，读书就是最重
要、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

——王学典
当时间静静流淌到我们身处的网络时代，

“点一盏青灯读书”的场景似乎越来越少，但是
读书，却依然是防止我们精神腐朽的一个重要
渠道，书会给我们力量，书也会给我们提供仰
望星空的理由。

——张炜
在我的一生中，《红岩》这本书对我影响最

大，支撑我走到了今天，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
家，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读好书。

——张桂梅
作为老师，我们的任务是与青年人一起面

对经典，并在阅读、讨论对象世界的时候发现
我们自己。

——孙郁
如果把生活比喻为创作的意境，那么阅读

就像阳光。
——池莉

在当今这个网络化时代，阅读面临着一次
选择，一次转折，这样的时代呼唤我们回到自
己的文化立场，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回
到我们的经典当中。中华文化精神需要一代代
出版人、教育者不断培育，需要一代代人坚
守，更需要一代代人在经典阅读中传承我们的
收获与感动。

——刘跃进
读一本书不必刻意去追求读完，只需要在

阅读的时候去感受它，享受这本书带来的遐想。
——程永新

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感受生活、
理解生活。演出也好，书也好，作品也好，带
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让我们短暂地
离开一下。

——余华
当你读书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经典跟你相

隔有点远，但阅读本来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
程，经典有阅读门槛，需要一定的审美能力才
能达到。当你读一本书使自身有提高，慢慢能
够到经典，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好书。

——阿来
任何小说都要把读者送到对岸去，语言是

水，也是船，没有喧哗的权利，不能喧宾夺
主，所以要让他们齐心协力地顺流而下，把读
者送到对岸去。

——苏童
阅读能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

进思维发育，开拓视野，锻炼独立思考等能力，阅
读的过程同样也是提升文化容纳力的过程。

——俞敏洪
我们的教育也越来越注重培养想象力，比

如科幻小说开始进入教材。科幻小说对宇宙和
未来各种可能性的书写，能够极大激发读者的

想象和创新精神。深入感受科学的美和力量，
能激发对更广阔领域的想象力。

——刘慈欣
在你的生命积累里，每一本书，都可能让

你变成一个新的你。
——麦家

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增长知识，读和思一定
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阅读一个非常重要的
功能就是建立认同关系，然后让我们在深厚
的彼此理解中，形成自己的定见，更好地发
展自己。

——格非
时下流行的数字阅读和传统的纸质阅读，

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阅读，只要构
成对话关系，面对纸张还是屏幕都没问题，但
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专业的读书人而言，还
是读纸质书好一些。一本书在你手上是新的，
一页页地翻，你可以看到书页的左下角或者右
下角有你的汗渍，更容易培养起与图书的情感。

——毕飞宇
高度碎片化的阅读会让我们失去专注面对

问题、景象的能力，我们的眼睛、智力会习惯
于浮光掠影、走得很快……但是，专注、耐心
其实是很重要的精神品质，阅读正有助于这种
精神品质的培育。

——李敬泽
人们心智的成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对

世界的理解和对社会的作用都通过阅读发生链
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人生重要经验都在
文字里。

——李洱
读书是人类通往科学的必由之路，可以为

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如果人类不曾对自然进
行想象，科学就不可能诞生。

——施一公
我们读所有书最终的目的都是读到自己。

——白岩松
虽然现在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接收信息，但

是获取知识和精神能量最牢靠的渠道就是读书。
——杨志军

阅读可以让我们去过另一种生活，满足我
们对远方的想象，探究更多未知的世界。

——东西
最快的是刷屏，最慢的是读书。能不能静

下来读书，完全取决于你对读书这件事的重要
排序。

——乔叶
古人讲究晴耕雨读。孔子的72个弟子，手

中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活要干。他们在大地上
边劳作边思考边学习，这样的获得感可能更丰
富，因为它是连天接地的。

——刘亮程
文学作品不只是陪伴我们度过特殊时刻，

而是能够陪伴我们一生。
——孙甘露

纯文学的读者一直都在，关键在于文学怎
样去寻找、去遇见、去重逢自己的理想读者。

——施战军
不把书看成是一座山，而把它看成是一张

网。既然是网，就是节点与节点之间产生联
系，让我们以兴趣为指导，以好奇心为驱
动，我们就可以从这张网的一个节点窜到另一
个节点。

——罗振宇
读书到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

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梁文道

它让你有机会去领略另外一段人生。所以
你读的书越多，你的人生维度就越丰富。

——马伯庸
通过阅读一些经典之作，我觉得我被理解

了，因为它讲出了我无法准确言明的情感。
——蔡崇达

在顺境中多做事，在逆境中多读书。
——董宇辉

在热闹喧嚣的大城市里靠阅读写作求得片
刻平静和独处，是件挺自在和舒服的事。

——海漄

春城阅赏，本报“4·23”特刊的“保留曲目”——

名人谈读书的通版又和读者见面了。

今年我们在甄选时，以跨越与传承为经纬。读书报

国，我们搜集西南联大“群星”的阅读箴言，烽火中守

护的文化血脉延续至今日书香昆明；薪火接力，我们遴

选百余年出版大家的谆谆话语，送给有志这项事业的年

轻一代；与时俱进，我们汇聚茅盾文学奖新晋得主、走

进直播间的作家感言，让更多读者走进文学世界……

希望读者浏览这个版面，能为阅读增趣、使心境通

达；更能观照时代，心怀家国。这就是我们执着推荐这

首“曲目”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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