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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在学子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心情都会无比兴奋、喜悦，满是对大学生
活的无限向往。而此时，与录取通知书一
起的一本赠书，却在悄悄诉说，大学不只
是学习的开始，更是人生的一次新生。

当一本书作为“见面礼”被郑重送至新
生手中，它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仪式感，更
是一所大学关于育人理念的具象表达。

高校向新生荐书，不仅是一种欢迎方
式，更是一种价值引导。而这本来自大学
的赠书，往往是一本“厚书”、一本“慢
书”，它呼唤青年人停下来——不是为了
远离喧嚣，而是为了重新找到方向。它也
许是一本讲述历史的书，也许是一份思想
的沉淀之作，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承载
着大学对学生最真诚的祝愿——希望你不
仅拥有知识，还能拥有信念；不仅懂得表
达，还能学会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推荐的第一本
书，其实也是一堂“无声的第一课”。它
未必安排在课堂中，却具有长久效力。
它不教授方法论，却能引导价值观；它
不提供标准答案，却能激发更深层次的
问题意识。

更重要的是，一本书并不只是一个人
阅读的开始，也可能是一代人精神共鸣的
引线。当越来越多高校将荐书纳入迎新传
统，当阅读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的核心部
分，我们也许能重新理解“大学”这个词
的真正含义——它不只是职业通道，还是
一处精神之所。

阅读的真正价值，从来不是在于知识
的积累，而在于人格的生成。一本书所给
予的，不只是概念和论断，更是一种思维
方式，一种观察世界、感知他人、认知自
我的能力。而在大学这段岁月中，阅读将
以一种温润而持久的方式，持续塑造一个
人的内心世界。

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一本本书随通
知书一同寄出，或许应该更深地体会这其
中的分量。这不是一次简化为“推荐阅
读”的举动，也不仅是高校形象的展示，
而是一次静水深流的育人表达。它所唤起
的，是人们对大学精神内核的重新确认：
大学应当是人文与理想的守望者，是信仰
与思想的火种培育地。

书香为伴，理想作舟。愿每一位步入
大学的青年，都能认真读完那本大学送出
的“第一本书”。哪怕它最初读起来有些
艰深，哪怕它未必立即引起共鸣，那也没
有关系。因为真正重要的阅读，往往不是
一见钟情，而是一种日久生情。那一页页
翻过的纸张终将浸入骨髓，成为你日后

“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根基。

书香为伴
理想作舟
□张君成

期冀学子以书为梯看世界
□本报记者 张君成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碎片化的阅读
随处可得，但真正能为精神铺路的，是那些能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书。面对数字时代的挑
战，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
提出问题、思考本质、理解世界的能力，而阅
读，正是这一转化的起点。

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
家中，有14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过。《邓
稼先传》这本书除详细描绘邓稼先的童年经历、
成长故事、学术成就以及为中国核事业作出的
杰出贡献之外，王淦昌、钱三强等前辈科学家的
群像也被生动刻画——那些隐姓埋名、矢志报
国的身影，穿越岁月风尘，照亮青年心灵。

2015 年赠书时，时任校长邱勇在给新生
的信中写道：“好书蕴藏着人生的哲理，读书
对于处在个人成长黄金阶段的年轻人而言尤为
重要，与书为伴将使你们受益终生。”9 年
后，水利系博士毕业生陈星安毅然奔赴东北基
层工作。他说：“收到《平凡的世界》是我在
清华9年里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书中人物的坚
韧与追求，深深影响了我。”

清华大学10年来的赠书清单，是一份内
涵丰富的精神地图。从《老人与海》的信念坚
韧到《从一到无穷大》的思维之美，从《瓦尔
登湖》 的独立人格到 《乡土中国》 的社会关
怀，再到 2024 年所选的 《邓稼先传》，这份

“书单”不仅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气质，也
承载着一所大学对理想人格的持续追问：在今
天，我们应培养什么样的青年？

这一追问，如今正在越来越多高校中得到
回应。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向新生赠送《大
众哲学》，意在指引青年在纷繁世界中锚定真
理坐标；南开大学曾将 《大学》《论语》《孟
子》 等经典作为新生阅读推荐，通过跨越中
西、贯通古今的方式，为青年打开一条通往思
想深处的阅读之路。这些书籍所传递的不仅仅
是知识，更是一种对人类经验的理解方式，一
种为人处世的态度。

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儒学院副
院长干春松表示，在为大学新生荐书方面，有两
类书可以重点考虑，一是非虚构历史类作品，

“如一直畅销的《万历十五年》《晚清七十年》都
值得阅读”。二是经典著作，在干春松看来，经
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这些经典作品构
成了文明基因。“如果是中国经典作品，我推荐

《荀子》，这部作品细读之下可以深刻感受到时
代跳动的节奏。如果是西方的经典，或可选择
柏拉图的作品，这种对话性的文字，与中国早期
的孔孟经典有所类似。”干春松在接受《中国新
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谈道。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工作教育出版
中心执行主任杨宗元看来，真正的大学教育，
不是提供“世界的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发现
问题、寻找坐标。经典阅读的力量，恰恰在于
它不提供简单判断，而是引导人们回到原点，
思考“何谓正义”“何为幸福”“怎样生活”等
永恒命题。“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将
逐渐建立起逻辑思维、道德自省与文化判断的
三重能力，这些才是支撑他们未来步入社会、
面对人生复杂性的关键支点。”杨宗元说。

更重要的是，杨宗元提醒学生要在“现
实”与“经典”之间保持张力。“阅读经典，
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
实。”在他看来，当代大学生一方面要立足社
会与人生，体会数字化、全球化、技术变革所
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经典的反复
阅读，不断与历史对话、与哲人对话，最终抵
达内心的明晰与沉着。

引导青年
通往思想深处

真正有价 值 的 阅 读 ， 不 在 于
“看过多少”，而在于“理解多少”
“沉入多深”。大学阶段的阅读，既
要广博，更要深入，要在专业与兴
趣的交汇点上，读出深度、读出独
立思维。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
江涛对此有着鲜明观点。他认为，
大学生的阅读应当坚持“博”而

“专”两条路径。“博”是基础，是
打开世界的钥匙，是获取多样性信
息、构建广阔认知的通道；“专”则
是深耕，是在某一领域沉潜钻研、提
升学术能力的根本。两者相辅相成。
他表示：“如果没有博，知识将会闭
塞；如果没有专，知识就会漂浮。”
因此，他特别强调图书馆在大学生
活中的重要性，称其为“第二课
堂”，是学生锻炼思维、探索世界重
要的空间。

在推荐书目上，南江涛也给出
了清晰的路径。对文史类专业的学
生，他推荐 《昭明文选》 与 《四库
提要叙讲疏》，前者系统收录六朝以
前古典诗文精华，后者为清代官修
书目提要，是古代文体研究的范

本。他表示：“只有对古代文化体系
有系统了解，青年人才能真正体会

‘文以载道’的内涵。”而对理工科
学生，他推荐《从一到无穷大》《宇
宙》 等科普经典，让学生在科学思
想的逻辑中体会推理的美感与理性
的光辉。

杨宗元认为，大学生应善于借助
“中间地带”的通识类读物拓展边
界。这类读物处在专业与大众之间，
既有学术厚度，又便于理解，是构建
认知体系的重要桥梁。

除了知识的系统性建设，杨宗元
还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
阅读不只是知识的拓展，更是精神的
培育。而在这方面，人物传记是极佳
的载体。她推荐青年读者关注如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邓
稼先传》等优秀作品，在具体可感的
人生经历中，理解信念、坚守的真正
含义。“这些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
有血有肉的生命状态。”杨宗元坦
言，“当青年读到‘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时，便会明白，真正
值得尊敬的人生，并不一定闪耀，而
是自带光芒。”

读书不唯“多”，要“深”与“专”

荐书，是大学与青年对话的方
式，也是一场思想的邀约。在赠书
逐渐成为高校迎接新生传统的当
下，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借由一本
书，为新生描绘大学生活的精神轮
廓。它不仅是开学季的一份“礼”，
更是一次价值观的传递，一种对未
来人生的引导。通过荐书，大学向
青年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你希望
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将如何面对知
识、社会与自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陶乾表示，
进入大学，学生们将面对一个比中
学阶段更丰富也更复杂的世界。从
流行文化到科技前沿，从公共表达
到知识创新，这背后隐藏着一套
复 杂 而 深 刻 的 逻 辑 。 她 特 别 强
调，大学阅读不应止步于趣味和
通识，更应引导学生理解现代社
会的基本规则与价值边界，尤其
是如何在开放创新的环境中尊重
他人的权利。

荐书的意义，远不止推荐一本好
书，更在于点燃青年对世界的好奇与
责任之火。“一本书改变命运”的故
事，是现实中不断上演的生命片段。
2017年，湖南女孩钟芳蓉以高考676
分的好成绩，坚定地选择了心之所

向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钟芳蓉的
偶像樊锦诗先生为她寄去自传 《我
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表达
对她的祝福和希望，并写信鼓励她

“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
来好好念书”。这本书、这封信，对
迈入大学的她来说是深深的鼓舞与
激励。去年夏天，钟芳蓉选择奔赴理
想，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启职
业生涯。如今，她的名字与敦煌紧紧
联结。

一本好书，有可能对一个学生影
响至深。高校赠书早已超越“仪式
感”，它不仅是一种欢迎，更是倡导
一种价值观。陈星安在毕业时主动
选择扎根基层，他坦言，多年前收
到 《平凡的世界》 时，书中人物的
奋斗与坚韧深深触动了他，甚至成
为他作出选择时的重要参照。这种
影响，不是瞬间的感动，而是日积
月累的内化，是文字对灵魂的缓慢
雕刻。

在杨宗元看来，大学生真正有意
义的阅读，不是追求多少，而是看能
不能引发深层次的思考与回应。大学
生的阅读，不应只是功利化的素材积
累，而应成为与世界、与自我展开深
度对话的起点。

让阅读成为自我深度对话的起点

2025年全国高考已圆满落幕，莘莘学子将迎来崭新的大学生活。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新版录取通知书。其中，有学校

赠给新生的书《大众哲学》。

事实上，高校以书寄情、以书育人早已成为一种温润而久远的传统。2024年7月，清华大学新生在跨越山河的邮包中，收到

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邓稼先传》。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两弹一星”精神提出25周年的重要时间节

点，激励清华学子涵养爱国情怀、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一本书埋下一颗种子。清华大学赠书的传统，始于2015年向新生寄去录取通知书的同时附赠《平凡的世界》。而当更多高校

将荐书作为迎新礼物送至学生手中时，“读什么”“怎样读”的命题，也就成为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开场白。

■本期关注：为大学新生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