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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手机读会儿书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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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三重境界》是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新
作。在这本发人深省的著述中，他选取了60本有较
高学术价值、思想深度和艺术品质的经典图书，以其
精准的剖析，为我们开启了睿智的阅读之旅。

在梁小民看来，读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只要手不释卷，常年以书为伴，广大读者完全
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和深入思考，构建起自己的
知识体系，从而在不同的领域提升自己的认知，
实现工作和生活的持续进步。基于此，他所选的
这些图书，大多内容广泛、思想深刻，涵盖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
等不同维度，它们宛如一扇扇知识的“大门”，于
同频共振中，拉近了广大读者与大千世界的距
离。从中，既可以体会到阅读之美，也可以在提
升阅读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领略到世界的斑斓
多姿。

正因为爱阅读，才让梁小民深刻地体会到读
书的乐趣。为此，在书中，他提出了既相互关联、
又彼此依存的读书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为“问
道求真，豁然开朗”，讲的是读书由疑到悟的必然
过程。第二重境界为“上下求索，走出混沌”，阐释
的是读书带给人们的精神愉悦。第三重境界为

“以自然为师，以天地为本，追求更美好的人生”，
强调的则是读书对个体、对生命的启蒙和教益。

释义中，梁小民分别用“问”“求”“追”三个动词，形
象地说明了读书是需要充分调动身心的智力活
动，只有把“身”与“心”切实融入于每一场读书实
践中，才能真正感受到阅读的至美境界。书中，梁
小民对遴选的 60本读物，分“谈天说地”“走进历
史”“纵观经济”“享受生活”四个部分，依次作了介
绍。在概述每一部作品的要义之时，对相关的背
景材料作了提纲挈领的解读。总体上来看，这些
涉及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在让广
大读者获得知识的同时，还能拓宽他们的视域，思
想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梁小民在阐释读书的三重境界时，既能够联
系自身的实践，阐明读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意
义，也能够运用书本中学到的各种知识，精辟论
述读书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挥的智慧
引领作用。基于此，他进一步提示说，读书是一
辈子的事，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书，最好不要轻
易给自己设限，读书应广一点、杂一点。博览群
书地读，远比守着几本枯燥乏味的书来读要强得
多。所以，他欣悦地说：“读书是成为最幸福的人
的基本条件”，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
的情况下，读书更能助益于我们保持内心的宁
静，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变幻莫测的
世界。

读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如何爱上读书
呢？解析中，梁小民提出了“从你感兴趣的书开始
读”的观点，一旦读者养成了一定的阅读习惯，再
将读书活动逐步引向深入。有人总认为，平常工
作忙难得有时间看书，但梁小民觉得，只要肯

“挤”，读书的时间总会有的，等车的间隙、出差的
路上，皆有零散的时光供我们调遣，把这些宝贵的
光阴积攒起来，就能演绎岀一段段美妙的阅读体
验……至于谈到读书的法则，他认为没有什么“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读书方法”，要因人而异，不必拘
泥于所谓的固定模式。但总的原则是，要把泛读
与精读有机结合起来，边读边想。同时，他还主张
读书时最重要的是能“读进去，读出来”。所谓“读
进去”，就是能读下去、读懂书，但一味沉迷于其中
走不出来也不行。“读出来”就是能从书中思考出
一些道理，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不仅仅是对书
中的内容称赞不已。

作者坦言，写本书的目的，一是回答缘何读书
的疑虑，二是解决读什么书的问题。这些关于读
书的诸多见解，极具典型意义，对于社会各界喜爱
读书的友人，无不具有醍醐灌顶的启发深意。道
理其实很简单，欲要爱上读书，就从自己感兴趣的
书读起；欲要体悟读书的三重境界，就把身心真正
融入每一个寻常的读书活动当中。如此，也就领
略到了读书的深邃要义。

为读者开启睿智的阅读之旅
读《读书的三重境界》

□刘昌宇

《读书的三重境界》/梁小民/中信
出版社/2024年7月

在午后暖阳或静夜青灯下，捧起一本纸质书，沉醉
于书页的墨香，这在“读屏”时代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奢
侈。然而，这份奢侈却是我生活中最质朴的享受。茶
与书，自古以来便是慰藉心灵的良伴，是思绪停泊的港
湾。我深爱茶，不仅因为它的自然芬芳，更因为它与书
页相伴带来的静谧时光。

茶与书，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闲暇
之余，我喜欢煮一壶清新的碧螺春，翻开一本心仪已久
的书。茶香与书香交融，引领我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
进行心灵的对话。这种感觉既宁静又充实，仿佛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常在茶香中思索，怎样的书籍才能与这一壶新
茶相得益彰？是那些流传千古的古典诗词，还是那些
优美动人的散文小品？或许，选择书籍就如同挑选茶
叶一样，需要随心所欲，因时而异，如此才能品味出真
正属于自己的独特滋味。

对我而言，也许是母亲从小在我心中播下的那颗
种子，在岁月的滋养下，逐渐生根发芽，让我在成长的
道路上，慢慢发现了茶香与书香交织的美好。每当我
翻开一本好书，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或是轻轻品饮一
壶香醇的好茶，感受着茶汤在舌尖缓缓流淌，那份温暖
与醇厚，总会让我想起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无私关
爱。她的爱，如茶香般淡雅而深远，静谧而深沉，滋养
着我的心灵，让我在茶香与书香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
母爱的伟大。

回想起高中时期，每当夜幕降临，我便沉浸在学业
的海洋中。母亲总是默默地走进房间，为我泡上一杯
热茶，轻轻地放在我的书桌旁，然后静静地坐在我身
旁。她的眼神温柔，好像在说：“孩子，累了吧，喝口茶
歇歇。”那时的我还没真正领略到茶的韵味，只是痴痴
地看着茶叶在沸水中缓缓舒展，同时聆听着母亲口中
的故事，那些关于坚持与梦想的故事。每一次，当茶香
袅袅升起，我都能感受到那份无声的陪伴与鼓励，它像
一股暖流，悄悄地温暖着我，让我在学习的道路上不再
孤单。

从高中时期到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但茶与书一直
陪伴着我，它们不仅是我生活中的伙伴，更是我心灵的
慰藉。如今，每当我再次品味茶香，翻阅书页，那些关
于成长和母爱的记忆就会悄然浮现。一个星期六的午
后，阳光透过窗户温柔地洒满了我的小屋。我随手翻
开张岱的《陶庵梦忆》，书中细腻的描绘将我带入了遥
远的时代。翻开一页，是描绘山水的华章。读到“雾凇
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不由得回想起自
己曾在雪中漫步的美好经历。那是一个清晨，雪花纷
飞，我独自踏雪而行。四周白茫茫一片，唯有我的脚印
在雪地上留下串串痕迹。这一刻的宁静与美好，与张
岱笔下的山水相映成趣。我细细品味着口中的碧螺
春，清新的茶香回荡在口中，将我带回纯净寂静的
雪山。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发感受到茶与书之间的紧
密联系。书中的故事、情感和哲理似乎都与茶息息相
关，让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意境和情感。每一
口茶都如同一个故事的引子，让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当我读到描绘草原的篇章时，似乎能嗅到
草原的清新与奶茶的芬芳交织的气息；读到描绘南方
水乡的篇章时，清新的茶香又与水乡的宁静与美丽融
为一体，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字的
深邃魅力。

除了古典文学外，现代文学作品也让我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与文字的魅力。我特别钟爱汪曾祺的《寻常
茶话》，其中有一段描写茶叶的文字让我印象深刻：“真
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
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
浓，直透肺腑，真是好茶！”每当翻阅到此处时，我总爱
沏上一壶碧螺春，让茶香与书卷气相互交织，深深感受
着文字与茶香的交融之美。这种美妙的境界真叫人陶
醉不已，让我沉浸在一个静谧而又充满诗意的世界中。

在这个喧嚣而繁杂的世界里，茶与书构筑了一片
独特的净土，成为我心灵的避风港。它们不仅是我生
活中的伴侣，更赋予我宁静与慰藉。在闲暇之余，煮一
壶清茶，捧一本好书，茶香与书香交织，引领我在文字
中寻觅灵魂，体悟生活的深远意义。这样的时光，无疑
是我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藏。

愿我们都能在忙碌之余，放下手机，与茶书共舞，
静享人生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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讴歌家国情深，深刻诠释科学家精神的
《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是一本
讲述中国科学家“爱国奉献、永攀科技高峰”的
纪实读本。全书以生动的笔触，深情讲述了众
多科技精英，心怀祖国和人民，于平凡的工作
中，率先垂范，用一生的勤勉和实践，谱写出一
曲科技报国的动人旋律。

作者刘峰松用特稿的叙事方式，集中塑造
了 21位科学大咖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置于
最高位置，在各自的领域，攻坚克难，勇挑科技
大梁的故事。这些功勋卓著的科技工作者主
要包括：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中
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中国冶金科技事业
的开拓者李薰、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引领者王文
采，以及马大猷、杨乐、邹承鲁、施雅风、夏培
肃、刘嘉麒、任继周等众多两院院士。翻开他
们坚实而有力的人生履历，于朴实无华的书页
间，赫然可见，这些科学家们都有着精彩的人
生故事，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科学风范和优
秀品格，不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所
蕴含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六
大特质，也从一个个侧面，真实记录下了中国
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艰辛历程。

赤诚报国、忧国忧民，是这些科学大家戮
力同心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精神
之源。在这方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就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李
振声，从小就立下了“让中国人家中装满粮”的
宏大理想。大学毕业后，他自觉将所学的小麦
育种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大胆将牧草与
小麦杂交，从而成功培育出抗病性强的小麦品
种，最终通过坚持不懈的农业研究，用强大的
科技力量，为我国的粮食安全铸牢了坚实的

根基。
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化学家黄葆

同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身在美国的黄
葆同正准备回国参加建设，却被美移民局非法
拘捕和关押达 114天。后来，在各方的亲切关
怀下，黄葆同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三九严
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回国后，黄葆同
忘我地投身到科技攻关工作中，本着国家需要
什么就研究什么的宗旨，毅然打破国外的技术
封锁，通过反复试验，一举研发出五九酸钒新
催化剂体系，获中科院发明奖一等奖，为我国
合成橡胶生产开辟了新路。

开拓创新、真诚奉献，是这些科学家奋楫
笃行书写出中国科技璀璨华章的动力之源。
生物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身体力
行，交出了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在
常年的科研攻关中，陈润生始终以宏阔的视
野，将生物信息学与生物物理学紧密结合在一
起，与众多科学家积极投身于推进中国人类基
因组计划当中，并用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带
动了中国在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起
飞。尽管多年以来，陈润生获得过无数荣誉奖
项，也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但他历来淡泊
名利，不慕浮华，连给自己取的微信名也叫“微
不足道”，以此彰显了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和赤子之心。

此外，著名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有着“中国计算机之母”称誉的夏培肃，也是创
新奉献的楷模。1952年，在华罗庚的组织领导
下，夏培肃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小
组，1960年，经她主持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
算机研制成功，一举填补了中国人在设计制造
计算机方面的空白。工作中，她一直强调自主
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赶上

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当研制计算机的任务
完成后，她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计算机知识的
相关培训教育当中，以甘为人梯的园丁精神，
为我国计算技术事业的发展，倾尽了一生的心
血，很好地实现了“坚持做中国自己的计算机”
的誓言。

《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
用朴实无华的文笔，展示了中国科学家秉持
科技报国宏伟理想，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通过科技的力量，使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
故事。由此，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光彩的
一笔，他们的崇高风范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惟 愿 此 生 长 报 国
读《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

□刘小兵

《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
精神》/刘峰松/科学出版社/2024年6月

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至诚。
《人间至趣》是蔡澜最新出版的散文集，

谈及文学、艺术话题，分享他在写作、绘画、摄
影、书法、音乐、电影领域的见地。这不单单
是他的个人兴趣，更蕴含其对生活的热爱与
追求。细细品读，这些文字浸润了他 80余年
的生活哲学。“涉笔成趣，精诚所至”，亦是蔡
澜人生屐旅的“点睛之笔”。

蔡澜喜好美食，他说，“自己的名字谐音
听起来像菜篮，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

《蔡澜提菜篮》，是拍摄他走访世界各地菜市
场的美食节目。他还担任过《舌尖上的中国》

《风味人间》总顾问，著有《心间事 舌尖解》
《人生唯有美食不可辜负》等，颇有些何以解
忧？唯有美食的意味。

翻看《人间至趣》，发现他竟是一位多栖
的“杂家”：电影人、作家、主持人。他与金庸、
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蔡澜曾与

邵逸夫共事数十年，是邵氏电影公司电影监
制。厌倦了终日拍商业片的生活，蔡澜做出
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从事 40 年的电影
事业，转行文学创作，由此开始了专栏写作。
蔡澜应金庸先生之邀，给《明报》副刊写专栏

“草草不工”，几百字的小品文，将花鸟鱼虫、
情感人生囊括其中。他说，“专栏精神的神
髓，主要来自耐看！写作需要真诚、用心和勇
气。”“为了喜欢写而写，才是一个真正的开
端。除了文字之功，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份真，
有了这份真，就能接触到读者的心灵。”蔡澜
举例说，像一幅古代的山水画，很平淡，却愈
看愈有滋味。岭南派的画作，非常逼真，即刻
吸引人家看，但始终不是清茶一盏，倒像浓咖
啡和烈酒，喝多了生厌。寥寥数百字，却是深
谙写作的要义——意犹未尽，乃写作、阅读的
佳境。

无独有偶，绘画的神来之笔，则是令人
过目难忘。“我时常想起的是丁雄泉先生的
画……他的画充满令人喜悦的色彩，让看画
的人开心，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画领带》
讲述蔡澜向丁雄泉学画的一段趣话——丁雄
泉说：“我能教你的，不是怎么画画，而是对颜
色的感觉。”于是，蔡澜买了大批白色丝绸领
带，把它们当成白纸或油布信手涂鸦。蔡澜
打了这样“涂鸦的领带”走在米兰或巴黎街
头，赢来不少赞美之词。蔡澜“自由洒脱、快
意通达”的个性与生活态度呼之欲出。读罢
掩卷，慢慢回甘，品味蔡澜的生活哲学，比其

文字更有韵味。
蔡澜说书法，其见解入木三分：“所谓书

法，是一种艺术，要渐渐觉得很喜欢，到最后
入迷，才来学也不迟。”“字写得好不好没关
系，你没看到我气冲冲地跑进来，现在心平气
和吗？这就是书法了。”娓娓道来对书法“痴
迷”“气定神闲”的意境，深得个中滋味。向其
求墨宝者众，蔡澜写得最多的是“墨戏”这两
个字，也许是抱着这个心情，可以放松自己。
其关于饮食的字，尤受欢迎，只有多写几幅：
我有一壶酒，足慰风尘。尽倾江海里，赠饮天
下人。正如金庸先生所言，“蔡澜是一个洒脱
自在的人，总能以达观的心态处事。”

在“音乐与电影”篇章，则展现了蔡澜深
厚的文化底蕴与审美鉴赏力，经典音乐、爵士
乐、宝藏电影……如数家珍。蔡澜说，“我本
身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我觉得我可以在文
化、读书、旅游中得到快乐。”此种快乐，何其
快哉！字里行间，洋溢着蔡澜对生活的热爱。

最触动心弦的是，蔡澜对“重启人生”的
释然。“那是我已经做了电影工作40年以后的
事，我才知道——原来我以为最喜爱的事，却
是我最不喜欢的。”“所以开始写作，创造出个
人风格的作品，开始做我真正喜欢的。”蔡澜
如是说。经历生命里的变迁与冷暖，仍愿为
心中的理想而奋斗，仍渴盼美好愿景终会如
约而至。即便是年逾八十，依然笔耕不辍，不
舍热爱。蔡澜演绎了属于自己的“至趣人
生”，也给读者带来了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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