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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

皖版·精品图书

徽商研究
徽商之所以在经营中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无不是这一特色的体现。“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

追逐“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在儒贾观上，与其说徽商“右贾”而“左儒”，毋宁说他们“右贾”更“右儒”。

安徽教育出版社

已累计出书近万种。

其中，有 600 多种图

书获得包括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中

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等在内

的各类优秀图书奖。

爱伦·坡的小说以永恒的死亡为主题，但这种

文风又不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也不完全等

同于诡异小说的纯粹恐怖观感，当然与现代主义的

荒谬特质也不全然相同。爱伦·坡是独一无二的

——他以繁复的笔法，渲染出诡异的气氛，勾勒出

离奇的情节，以及那个亦真亦幻的惊悚世界。

阅读样式的变迁

从历史上看，书籍载体形式的每

一次变化，都极大改变着人们的阅读

习惯，并进而带来阅读样式的变迁。

我国一千年来的阅读史，就曾有着几

次重要的阅读转型。印刷术没有推

广之前，读书的主要形式是抄书，即

进行刻本抄录。随着印刷术的普及，

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新式教育的普及，

阅读不仅在内容上丰富，而且形式上

也从强调高声朗读、熟读成诵，变为

凝神默读、泛泛浏览了。接下来就是

电视荧屏的普及，使更多的人热衷于

在荧屏中阅读，赞许其信息传递快和

图文并茂的生动方式。

确立阅读价值

在我看来，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

各有所长，关键在于读什么，即我们

所理解的读“书”，哪怕它是竹简帛

书，还是电子读物。那么，何谓读

“书”呢？我理解，读书的本质在于获

取知识，滋养自我，进而转化为促进

发展的能力。换句话说，读书总是要

注重完整、深刻，更为有利于一个人

的心性、思想、素质的修养。显然，那

种仅沉湎于网络游戏，追逐着画面的

刺激，停留于信息的知晓，缺乏品位

和沉思的浏览，就很难说是在阅读

了，可能只是算作消谴。所以，对数

字化阅读带来的国民阅读率，我以为

还有待于甄别，有待于理解。关键是

要将阅读与自己的心灵体现结合起

来，与独自的品位思考统一起来，确

立自己的阅读价值，找准适合的阅读

方式，特别是要把握当今阅读的特点

和要求。

选书是关键

阅读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选择

性阅读越发明显，善选重于多读。可

以说，选书难已成为读者的第一道门

槛。

怎样选书，对读书人来说，需要

把阅读兴趣与阅读目的统一起来，以

阅读目的为要。阅读是要讲兴趣的，

没有阅读兴趣，即便是在读，也难以

入脑、入心。所以兴趣是前提，但不

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阅读兴趣，有人

愿读文史类的、有人愿读经济类的，

哪怕是同样类别的书，也有着不同的

喜欢题材。但对阅读的指向来说，我

以为至少可以把书分为不同的品位，

如阳光的、灰色的、阴暗的。如果整

天沉湎于阴暗的书，久而久之心灵也

必然阴暗。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

应时常思考自身的阅读目的，是求陶

冶情操还是感官刺激，总是要作慎重

选择的。一位热衷读经典的人就曾

这样戏言，我如果不读它们，就会被

别人笑话；我每天读了它们，就有资

格笑话别人。我想这种炫耀式的阅

读动因也是无可厚非的，至少他选择

了健康的书。

快捷不是快餐

阅读方式由读书走向读屏，快

捷性阅读变得时尚，快捷不能快

餐。人们的阅读总要选择快捷，总

在有限的时间里读更多的书，而网

络的普及给这种快捷提供了方便和

可能。那种快餐式“浅阅读”只会带

来“浅思维”，并由此产生“浅决

策”。在今天这种网络化的时代，快

捷仅仅是手段，品位终究是目的，快

捷绝不是快餐。古人讲的“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的读书要

求，仍是今天所要倡导的。现在世

界上许多网络发达的国家，也意识

到了网络的负面，强调要回归传统

式阅读，重找失落图书。

开放式阅读不可挡

阅读领域由单一拓为多面，互动

性阅读逐步兴起，沉思更要体验。过

去的读书主要是个人的偏隅一角的

心灵品位，是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孤自独白。现在

的阅读领域则大为拓展。从大的方

面说，阅读社会、品味人生也是一种

阅读，开放式的阅读已势不可挡。从

具体形式而言，今天的阅读已不仅仅

意味着开卷，阅读的概念变得更生

动、更宽泛，互联网的在线学习，远程

网面对面，听讲座，基层实地采风等

不乏为新的学习形式。这种“大阅

读”一改封闭的自我阅读，更注重在

互动中碰撞出灵性的火花，达到思想

的升华。汲他人营养为己所需，补天

地灵气促素质提升，真正使自己成为

一个社会所需的，比较全面发展的

人。要运用所学知识在实践中检验

完善，用真经践行真功，用真功升华

真经，在学习中推动工作，在工作中

提升学习，真实感悟到阅读之妙、阅

读之效。

阅读方法最重要

阅读旅程由一段变为一生，终身

性阅读已成追求，方法重于知识。对

读书来说，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

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工业经济时代，

读十几年书，才能够用一辈子；知识

经济时代，需要一辈子学习，否则知

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

会退化。难怪著名电脑专家王选写

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是一个过时

的科学家》，因为他已有五年脱离第

一线了。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

天的文盲不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是不

会学习的人。

如何用科学的阅读方法，将纸阅

读与数字化阅读统一起来，成为相互

补充、相得益彰的整体，是一个新的

课题，各人都有各人的体会。在我看

来，当今阅读主要可考虑三条：一是

快速阅读，二是链式学习，三是无功

利品味。

抓好组织性阅读

阅读行为由个体转向群体，组织

性阅读日渐凸显，抓好更要抓早。以

往传统的理解，阅读总是个人的事，

总是读书人自己的事，个体的阅不阅

读，不妨别人、不妨社会，所以阅读主

要是个体的自发式和松散型。现在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尤其是综合

力的竞争较量，人们越来越感到素质

的重要，进而深化了对阅读作用的理

解。我理解，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

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思想境界度就

是阅读度，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就

是阅读力。阅读不再是个人的事，它

不仅关系着个人的成长，也关系着民

族的兴亡和国力的强弱。一个不读

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

的人、没有希望的民族。

如何组织，我觉得阅读养成是关

键。阅读养成要抓早，这是多国研究

形成的共识。来自德国的教育专家

一项研究证明，如果一个人在13到15

岁之前，还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对

书有感情，那么一生中将难以从阅读

中找到乐趣。现在国际上通常把阅

读分为两个部分：9岁以前，是“学习

阅读”的阶段；9岁以后，是“阅读学

习”的阶段，即通过阅读来独立学习

的阶段。多数研究者认为，如果在孩

子3岁以前，家长还没有开始对孩子

阅读兴趣的培养，就为时已晚了。

走进“大阅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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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十篇(组)文章，或参编教材之部分章节，

或与人论战之游戏笔墨，或讲座底稿之笔稍润色，

两年得二十万字，不敢自嘻高产，唯常在流寓，检书

不易，作文演说，每靠记忆，重加校阅，格式难一，偏

离“规范”已远，暗合“二周”反多，该称“驳杂之文”

欤？

狄
更
斯
鬼
魅
小
说
集

《狄更斯鬼魅小说集》收录的故事都是狄更斯

最受赞扬的作品，读者可以从中一窥狄更斯恐怖小

说的天分。尽管有些故事读来让人不寒而栗，但也

有些故事带有喜剧色彩。狄更斯在故事中插入代

表性的诡异喜剧情节，安排最难忘的角色登场，包

括人和鬼，让这些故事跃然纸上，成为一幅幅独具

诙谐风格的浮世绘。

阅读本来是不应该分大和小的，之所以称之为“大阅读”时代，是因为今天的阅读与传统的阅读相比，无

论是方式和习惯，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的变化都比较大。 徐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