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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读书故事，
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
是当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财富。这些故
事之所以传颂不绝、历久弥新，是因为
许多读书故事中蕴含着激励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勤奋刻苦、笃志好学的读书精
神。我们需要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读书
传统，赓续中国古代先贤的读书精神。

一、修身重德、自强不息的精神。
古代先贤将读书与修身融为一体，十分
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端正个人的道德
品行，将读书作为陶冶个人道德情操的
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他们始终保持了
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生命不息，
读书不止。元代思想家许衡幼时问老
师：“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答：“科
举及第。”许衡追问：“仅此而已吗？”
老师惊叹其志向。许衡一生重德修身，
坚持读书，并身体力行，在战乱中践行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的道德准则。
在他看来，读书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及
第，还有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追求，也有
对人生未来的追求。明代盲人学者唐汝
询 5 岁失明，但立志读书，靠耳听记
忆，口述著成《唐诗解》等著作。唐汝
询不向命运低头，读书著述，克服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比常人更多
的心血和汗水，这种自强不息的读书精
神，令人肃然起敬。

二、志存高远、笃志好学的精神。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古代
先贤做到一生勤奋好学，学有成效，大
多与他们的读书志向与人生理想有关。
他们有坚定的读书志向和人生理想，不
断锤炼自己坚毅的意志品格。这种志向
既包含了一个人的理想与追求，也包含
了勤奋刻苦的坚定意志。读书爱好与读
书志向相互促进，读书成效与读书意志
相互加持。有了坚定的读书志向，读书
的习惯就会逐步形成，读书的成效就会
自然显现。南北朝学者宋繇幼年丧亲，
立志振兴家道，昼夜苦读，终成朝廷重
臣。他在入仕之后，仍然做到勤奋好
学，学品和人品都为人称道。南朝文学
家刘勰家贫，寄居寺庙 10 余年，潜心
读书，耗时五六年完成 《文心雕龙》，

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经典。刘勰潜心读
书，一心向学，10 余年心无旁骛，专
心只做一件事，就是勤学苦读。此外，
他用心研究，不急于求成，用五六年时
间，谋篇布局，精雕细刻，写出精品力
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三、勤奋刻苦、心无旁骛的精神。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勤”与“苦”，是古代先贤攀登书山、
横渡学海的不二法门。他们不是一般的

“勤”与“苦”，是囊萤映雪的“勤”，
是悬梁刺股的“苦”。唯有“勤”与

“苦”，他们才学有所成、功成名就，正
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上还有一种
特质，那就是一心向学、心无旁骛的精
神。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
淹曾在长白山醴泉寺的僧舍读书，每天
煮一小锅粥，待粥凝固后，他就用刀将
粥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切数根酱
菜，放少许盐再吃。由于他如此刻苦读
书，后来考中进士，出仕为官，多有成
就。范仲淹学有所成，道德、文章皆为
人称颂。特别是他在《岳阳楼记》中写
出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既反映了他的毕生志愿和理
想抱负，也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为后
来的读书人树立了高尚的人生典范。西
汉政治家、哲学家董仲舒，专注于治学
读书，足不出户，以至于3年中都没有
去过自家房屋旁边的园圃散散步、看看
景色。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如果
三心二意，可能一事无成；如要有所成
就，就需要做到目不转睛、心无旁骛。

四、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
古代先贤面对书山学海，绝不轻言放
弃，有恒心，有毅力，积跬步以至千
里，积小流以成江海，“一日读十纸，
一月读一箱”，最终做到“读书破万
卷”，成就人生梦想。他们信念坚定，
跨越了一道又一道坎坷，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磨难，终于登上了知识的巅峰，到
达了书海的彼岸。孟子幼时荒废学业，
孟母剪断织布说：“如果你现在不好好
读书，荒废了学业，以后长大了就免不
了做一个劳役，而且难以避免祸患。这
与一个人以织布为生、养家糊口是同样
的道理。假如织布中途废弃，哪能使家
人有衣穿、有饭吃？”孟子幡然醒悟，
勤学成为大儒。明人张溥从小就爱好学
习，勤奋读书。凡是所读的书必用手抄
写，抄完之后吟诵一遍就烧掉，如此反
复六七次才停止。他右手握笔的地方都
长了老茧。冬天手指冻裂，每天要在热

水里泡好几次。夏日天气炎热，他就将
两脚泡到一口盛凉水的大瓮里降温，坚
持读书不辍，即使有人讥笑他迂腐，他
也充耳不闻。正因为有这样的定力，他
才取得了后来的学术成就。

五、乐而好学、博览群书的精神。
古代先贤经历了读书求学的千辛万苦，
但他们不以读书为苦，反以读书为乐，
将读书视为人生快意之事，升华了读书
的心灵境界，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同时，他们
不断开阔读书的视野，拓展读书的领
域，做到多连博贯、博览群书，取得超
乎寻常的读书成就。西汉哲学家、文学
家、辞赋家扬雄少时勤奋好学，博览群
书，无所不读。扬雄在《法言》中对何谓

“好学”，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学以治
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
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东汉思
想家、哲学家王充以博览群书为乐，但当
时的纸张和书籍都很贵。他买不起书，
便想办法到书肆中站着看那些售卖的
书。他练就了“立读”的本领，培养了过
目成诵的能力，看一遍就能背诵记住，由
此读遍京城所有书籍。

六、手不释卷、惜时如金的精神。
在古代先贤的读书生活中，他们尽管事
务繁多，政务繁忙，军务在手，但是他
们所读之书并不比别人少，用于读书的
时间反而比常人多，原因在于他们更加
珍惜时间，更善于抢抓时间，把所有业
余时间都用于读书学习，真正做到了手
不释卷、惜时如金。北宋政治家赵普年
轻时忙于军务和政事，读书不多，但他
在太祖赵匡胤劝读之下，能反躬自省，
发愤读书，多有所获。隋末农民起义中
瓦岗军后期首领李密早年重视读书，有
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次，他骑牛赶路，到
远方求学。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就在牛
角上挂了一部《汉书·项羽传》，边赶路边
读书。读书的多与少，除了取决于是否
勤奋，还取决于能否利用好时间。时间
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每一个人利
用时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李密能抓住
骑牛赶路的时间边走边读，今天的人们
乘交通工具出行已是家常便饭，在旅途
中，在汽车、高铁、轮船和飞机上，在乘坐
所有的交通工具时，我们能否有这个意
识，抓住一切能利用的时间来读书呢？

七、勤于思考、学思结合的精神。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代
先贤读有所成，除了他们好学苦读，还
在于他们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做到读
书与思考相结合，在思考中理解和消化

书籍的内容，巩固和深化读书的成果。
宋代大儒朱熹从小聪颖，悟性很强。他
刚刚学会讲话时，父亲指着天告诉他
说：“这是天。”朱熹便接着问道：“天
的上面是什么呢？”父亲认为朱熹是一
个善于思考和学习的苗子，就让他从师
受学。朱熹治学严谨，学有所成。在读
书方面，朱熹多有论述，他自己总结为

“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
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的弟子
将朱熹自述的读书方法展开，归结为“朱
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
志。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更是读书思考
的典范，为我们留下了上山看花的读书
故事。相传，少年沈括读白居易的诗句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时，
对桃花开放时间产生了疑惑：既然人间
四月的花都开尽了，为什么山中寺庙里
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解开这个谜
团，沈括上山实地考察了一番。终于，他
发现地势高低不同，气温也会不同。人
们传颂沈括上山看桃花的故事，意在赞
誉沈括善于读书、勤于思考的精神。

八、读行一体、知行合一的精神。
古代先贤将读与行融为一体，强调知行
合一，既提出“学至于行而止矣”，认
为读书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践行，将学
问和知识付诸实践，又倡导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不但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
字之书，以此不断丰富人生的阅历和知
识。明末清初经学家、思想家顾炎武一
方面读万卷书，另一方面行万里路，追
求经世致用，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
互印证，深入探究。他一生去过多地考
察，曾在山东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又曾
在山西雁门北面、五台山东面放牧，走
遍了边关要塞，4次拜谒明孝陵，6次
拜谒明思陵，后来才在陕西的华阴住下
来。他每次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之地，
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事情的曲折
经过。凡是听到有与平时所知不符的地
方，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顾炎武
放弃科举而专务经世致用之学，广读天
下之书，成就了他的学术人生。

深入挖掘、系统整理中国古代的读
书故事，从中总结、提炼中国古代先贤
的读书精神，对深入推动全民阅读，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读书故事》
吴尚之 著
团结出版社
2025年6月出版

中国古代先贤的读书精神
□吴尚之

《物语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
维旅行》由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雨联
合中南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阳军亮、孙克

辉倾力打造，通过设置小物、小诗、小
理3个人物角色，以35篇小物的日记为
引，开启 35 场从诗词到物理的妙趣横
生的思维“旅行”。作者用跨学科思维
把物理、古典诗词和当代生活融于一
体，力图以通俗有趣的方式打破物理学
与古典诗词间的壁垒，帮助读者透彻地
理解物理原理，深刻感受古典诗词的审
美意趣和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智慧。

何继善（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地
球物理学家）：科学家常用逻辑思维探
索世界，诗人则以形象思维描绘世界。

二者交融，必让人类文明更加灿烂。
《物语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维旅
行》根植于中华诗词文化，融合现代科
学体系，真乃“科学和文学在山麓分
手，回头又在顶峰汇聚”，很值得一读。

武向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
理学家）：无论是物理，还是诗词，皆
饱含人类对大自然和生活细微处的观察
与体悟，正所谓“境自远尘皆入咏，物
含妙理总堪寻”。该书试图打破人们对

“文”与“理”的刻板印象，从每日所
记出发，借物之语，品诗之韵。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物语
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维旅行》让
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脉
络，它不仅吸收、融合了西方科学体
系，更根植于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
化，从中国科学精神基因再认识的角度
看，此书确有开创意义。

《物语诗心——从诗词到物理的思
维旅行》

阳军亮 杨雨 孙克辉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35场从诗词到物理的“旅行”

静谧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
滩草原深处曾矗立着我国首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二二一厂。中国首颗原子
弹、氢弹相继在此横空出世，铸就了举
世瞩目的“两弹一星”伟业，也让“中
国原子城”的荣光永载史册。“两弹一
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寒竹与李海
娈合著的《誓言无声》，以人类学田野
调查般的学术匠心，耗时十载追踪近
百位二二一厂亲历者的生命轨迹，描绘

出震撼人心的集体记忆。这部突破宏大
叙事范式的非虚构力作，通过微观口述
史的细腻笔触，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谱系。

群英荟萃——原子弹背后的平凡英
雄。在《誓言无声》的微观史视野中，
作者捕捉到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高峰
时有 65000 多名建设者。建设之初的
1958年，就有6400多名来自河南的热血
青年，3000 名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
2000多名建筑工人奔赴金银滩。为了国
家的需要，6700多名牧民迁离金银滩，
离开了他们的祖辈生活的故土……这些
数据补充了人们对“两弹一星”工程的
固有想象。

作为中国核工业发展史的重要口述
文献，该书以编年史为叙事框架，通过
基层建设者群体视角建构起二二一基地
建设的多维历史图景，还原了鲜为人知

的历史细节。书中微观叙事与历史档案
形成互文，让“两弹一星”精神转化为
可触摸的生命质感。

血汗凝筑——壮丽的精神丰碑。新
中国成立初期，各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劳
动模范。凭借老人们的记忆，《誓言无
声》勾勒出激情燃烧岁月中的许多感人
的劳动故事，这些用生命丈量信仰的劳
动者，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
碑。正如老人回忆中频繁出现的“敬佩”

“感动”“深受鼓舞”等评价，先进事迹产
生的精神感召力持续激发着建设热情。

此外，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
中，团队始终秉持务实的工作作风。从
总指挥到一线技工，每个岗位都保持着
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正是这种全员奋
斗，让看似不可能的尖端工程在戈壁滩
上化为现实，用最朴实的劳动书写了共
和国工业史上最动人的篇章。

薪火相传——时代脉络中的精神交
响。二二一厂的建设者数十年如一日严
守秘密，连至亲都不知他们究竟在做什
么。耄耋之年的建设者重返二二一基地
旧址时，他们为曾参与这项改写民族命
运的伟大工程而骄傲，更为践行共产党
员的初心誓言而自豪。

《誓言无声》的价值不仅在于复原
历史现场，更在于搭建起贯通时空的精
神栈道——那些在草原深处默默无闻的
奉献者身影，在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
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用最质朴的
劳动谱写出国防现代化进程中最动人的
奋斗史诗，这也是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
精神底色。

《誓言无声》
寒竹 李海娈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谱写动人奋斗史诗
□景凯旋

在 时 光 长 河
中，总有一些人，以
非凡的事迹与崇高
的精神，成为我们
心中永恒的坐标。
黄旭华院士，这位
为我国国防科技事
业作出卓越贡献的

“ 中 国 核 潜 艇 之
父”，虽已离我们远
去，但他的精神光

芒，始终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为祖国深
潜——“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是融媒
体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了黄旭华从战火中的
求学路到深海里的强国梦，从隐姓埋名的奉
献到耄耋之年的传承故事，传递了他用一生
书写“忠诚、执着、朴实”的科学家精神。

少年立志，心怀家国。目睹国家因贫弱而
遭受的苦难，少年黄旭华心中早早种下科技
强国的种子。求学时，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
识的养分，哪管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少年时
的远大志向，是其“深潜”人生的精神原点。

投身科研，隐姓埋名。从1958年起，他
投身于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从此开启
了长达3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在那个百废
待兴、技术封锁的年代，核潜艇研发之路何
其艰难。黄旭华及其科研团队凭着不服输
的劲头，在葫芦岛冰冷刺骨的试验场中，用
算盘打出了海量数据，一步步打造中国核
潜艇事业的雏形。

极限深潜，责任担当。花甲之年的黄
旭华依然心系核潜艇事业。为了检验并确
保核潜艇的安全性能，他毅然决定随艇下
潜，开创了世界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参加
极限深潜试验的先例，充分展现了他对科
研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畏的勇气。

使命传承，精神不朽。晚年的黄旭华，
先后捐出自己的奖金逾2000万元，激励更
多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创新事业。他还多
次向广大青少年宣讲科学家精神，鼓励他
们树立远大理想，热爱科学，勇于探索。

这本讲述黄旭华人生故事的图书入选
湖北省 2025 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项目，
并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好书品读”
（3—4月）科普书榜。

《为祖国深潜——“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黄旭华》

王艳明 温大壮 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推荐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邓涛

誓言无声 深潜铸魂

在教育园地里
躬耕了半个多世
纪，我对一件事深
信不疑：塑造健全
的人格，是铺就孩
子成长之路的坚实
基石。当我拿到这
部《国之根脉——
给孩子讲中国精
神》的书稿时，便知
道出版界的同仁又

在中国历史这座富矿里为孩子挖掘出了一
块名为“精神传承”的宝石。

中国精神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是中
华民族最为珍视的瑰宝。这些原本深刻的
精神内涵，在这本书中借由一个个生动鲜
活的古今人物故事巧妙传递。书中有战场
上奋勇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有经世济民
的政治家、改革者，有探索真理的科学家、
叩问人生的哲学家，更有平凡岗位上默默
践行伟大中国精神而青史留名的人。阅读
这些故事，便是跨越时空，与伟大灵魂对
话，真切感受人物的信念、品格与意志……
这些体验远比枯燥说教更深刻而持久。

精神熏陶与道德教育，在孩子成长中
至关重要。这本书就像一盏明亮而温暖的
航标灯，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尤其是在
面对困惑与迷茫时，为他们照亮前行的方
向，引导他们源源不断地汲取中国精神的
磅礴力量。通过阅读书中彰显着光辉品格
的古今人物故事，孩子们能够加深爱国情
怀，能够懂得关心他人、心怀社会，明白自
己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与担当。他们也能
从书中人物的事迹中学到坚韧不拔的品质，
学会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保持乐观、勇往
直前；学到业精于勤的道理，学会在日常的
学习与生活里始终专注投入、不懈奋进。

该书将知识传授与精神培育完美融合，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健全人格、全面发展。我衷心希望小读
者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力量。

《国之根脉——给孩子讲中国精神》
毛晓青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5年5月出版
推荐人：中国教育学会第七、第八届

常务副会长 刘堂江

传承中国精神
助力少年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