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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方法》
罗振宇 著
新星出版社
定价 69元

我们发明梯子，来补足人
所欠缺的登高能力；我们发明
绳子，来补足人所欠缺的牵引
能力；我们发明书籍，则是为
了赋予一个“未完成的人”以
知识和阅历，助他成为更好的
自己。

《认知世界的经济学》
珍大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 78元

书中涵盖了经济学核心
概念，诸如成本、需求、供给、
效用、风险等相关知识，通过
丰富而实用的案例分析，将经
济学思维反复应用到各种生
活场景中去，带你战胜人性弱
点，用理性指导实践。

《还烦恼吗》
樊登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定价 59.8元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生活
没有解不开的难题。《还烦恼
吗》是樊登写给大众读者的清
醒生活指南。“这是我的问题，
也可能是你的问题”，关于职
场、生活、家庭、教育、学习、父
母、创业等等……生活中所有
的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阅读与现代文化城市品质有密
切联系，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
古城镇江因书香而更增魅力。近年
来，我市大力推广全民阅读，在最新
公布的我市居民阅读状况调查中，
我市居民综合阅读率 93.38%，阅读
指数74.78，比去年提高0.62；我市居
民 每 日 阅 读 1 小 时 以 上 占 比
59.24%，全省第二。

读书如春风化雨，滋养的是心
灵。近日，记者采访了普通市民中
的几位“读书达人”，请他们分享以
书为友的生活，畅谈读书对学习工
作的影响，品味阅读带来的精彩。

孙建平：
阅读，是我们
认识世界的窗口

“夜深人静之时，一张书桌、一
盏台灯、一杯茶、一本书，就是最好
的时光了。”市民孙建平是一位退休
中学教师，出生在上世纪 50年代末
的丹徒乡间。“在大路小学读书的时
候，我就喜欢上阅读。”他回忆起自
己幼时的读书经历，“大路小学在大
路镇的东首，校门往西不远，有一家
出租图书的小店，店主姓马。我的
印象里，薄的连环画一分钱、厚的二
分钱一本。”上世纪 60年代，他将母
亲给的一分两分的零用钱积攒起来
送到喜爱的租书店里，换回阅读时
的愉悦。

孙建平曾是位语文教师，这个
职业要求他有广泛的阅读。“要给学
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我多
读书，‘水’多了，学生就会多得一
点，这是教师的职责。”他认为，“各
种题材的阅读，就是我们认识世界
的许多窗口。别人的生活，是我们
的镜子。”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旅居上海
的他，每天都坚持阅读《镇江日报》

《京江晚报》的电子版。“这两份家乡
的报纸我读了 20年，几乎没有一天
不读。每天在手机上、电脑上读到
来自家乡的新闻、家乡的故事、家乡
的声音，都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我还会把很多内容通过朋友圈传递
出去。”

张晓波：
阅读，是最低成本的
成才之道

从 1989年，在武进师范普师就
读二年级时，市民张晓波就开始订
阅《散文》杂志。“这本杂志我订阅了
33年，从未间断。”

张晓波从小喜欢阅读，“当时在
武进乡下，阅读资源奇缺，拿到一本

‘伢伢书’（连环画），爱不释手。要
是与人合看‘伢伢书’，总是觉得人
家看得慢，迫不及待想翻页，都是歪
着头看完的。”

对订阅了 33年的《散文》，张晓
波充满感情，“不仅对提高文字表达
水平，对视野开阔，对性格塑造，都
有很大的帮助。

“阅读，是最低成本的成才之
道。”不仅自己喜爱阅读，近年来，张
晓波一直身体力行地传递阅读的价
值观念，帮助不同人群培养阅读兴
趣，提升阅读品位，让热爱阅读成为
更多人的生活方式。2015年，她成
为镇江首批阅读推广人，2017年，成
为江苏省十佳阅读推广人，2021年，
受聘担任省级阅读推广人。近年来，
她还被市教育局、市妇联等单位聘任
为家庭教育讲师，深入全市各幼儿
园、中小学、社区，进行读写方面的讲
座接近百场，每场次约300-500人。

沈延平：
汲取知识、掌握方法、
提升品位

“最初是汲取知识，其次是掌握
方法，再后来就是提升品位、人格独
立。”市民沈延平将读书的境界分为
三个阶段。

回忆自己读书最多的时候，他
说正是苦苦求学的那十几年。进入
职场后，沈延平阅读的目的性更强
了，围绕工作、生活中碰到的问题，
他会到书中去寻找答案。“为解决工
作中的问题，我看了大量有关软件
开发、IT监理、信息化规划、大数据、
智慧城市、数字化等方面科技类的
书，还有各种行业类的专题报告、技
术专刊、产品白皮书等。”

去年开始，他在微信上开设“樵
山书房”公众号，定位于读书、旅行、
生活，一年多时间，发表 120多篇原
创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他利
用碎片化时间完成的，照片是随手
拍的，提纲和文字是平时随手记的
笔记或点滴想法，各种印证资料是
根据文章选题做的摘录。

“网络上有大量珍贵的信息，但
更多的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信息。”针
对当下的碎片化阅读，沈延平认为，

“碎片化阅读的主动性、目的性要
强，要知道自己需要看什么。那种
漫无目的刷视频、看网络上推送的
小说、鸡汤，最终既浪费了时间，又

没获得任何有益的养分。”

陈娴敏：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可以滋养灵魂

虽然身为二宝妈妈，时间精力
有限，市民陈娴敏还是会更多的在
精神世界充实自己。“多数时间喜欢
在晚上开始阅读，或者利用中午等
碎片化时间，每天阅读时间大约为1
至 2 小时。”她认为，身为家长，“阅
读对孩子的影响必将是潜移默化
的，而且是终身的。”

2016 年开始，陈娴敏决定系统
阅读经典名著，每年年初，她都会给
自己开书单，订下一个全年阅读计
划，“喜欢阅读哲学、散文、小说等，
尤其喜欢名家经典著作，每年的阅
读量在10-20本。”

除阅读之外，陈娴敏还用朗诵
的方式对一些文笔优美的诗歌散文
进行精细化阅读，再加工创造，自己
录制音频作品发布到 APP，分享到
朋友圈。曾经是“为你读书”官方
APP的推荐达人，拥有 2000多个粉
丝。目前，她已录制了大约近 1000
个诗歌散文作品，并公开发布。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快阅读，喜
欢短小精悍的文章，甚至把浏览各
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文章当做阅
读，显然是偏离阅读真正涵义的。”
陈娴敏建议，要真正读一些鸿篇巨
作，静下来感受其脉络、内涵，体会
文字的力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
影响可以滋养灵魂、刻入骨髓、受益
终身。”

蔡庆来：
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市民蔡庆来说：“读书使我敏锐
于社会文化，了解文化的力量，不论
在什么领域，都能够一展所长。”蔡
庆来偏爱于阅读文史类书籍，家里
目前有藏书和各种资料2000多册。

阅读为他带来了知识量的提
升，为了把阅读量转化为自己的知
识储备，在 2016 年开始，他做了一
个叫“镇江风情”的公众号，定位镇
江文化历史研究，要求自己每天发
一篇文章，有转载，也有大量原创作
品。一个时期下来，他欣喜的发现
自己在围绕镇江历史文化的知识上
有了很大的进步，“围绕这篇文章的
主题，我要找各方面的资料，除了肩
周和颈椎不好的时间没发之外，基
本上每天都发。”

“正是我一路走来看过的书，经
历的事融为了我的血和肉，造就了
现在的我。”蔡庆来说，现在他仍然
保留每天读书的习惯，“读书虽不能
给我带来现实的利益和好处，但这
个行为意味着寻找另一种生活方
式，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马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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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庆来家书房一角蔡庆来家书房一角

樵山书房樵山书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