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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书者，载道之器也。自古圣贤，皆以书为鉴，以文为镜，

以明心志，以启智慧。昔者孔子，好学不倦，读《易》至韦编三

绝，犹不知老之将至。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皆因读书而得

其道。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孔子读书之乐也。

夫读书之乐，不在于书之多少，而在于心之所得。若心无所得，

则读万卷书亦如过眼烟云；若心有所得，则一字一句亦能洞见天

地之奥。

读书之益，在于广见闻，增知识。世之广大，非一人之目力

可穷尽。然书卷多情，能通古今之变，察宇宙之微。读《山海经》，

可知奇珍异兽之状；读《徐霞客游记》，可知山川河流之美；读

《本草纲目》，可知草木之性；读《水经注》，可知江河之源。

书中自有万千世界，读书则如游于四海，览于九州，识见自然广

博。

昔我祖父，好学不倦，虽家境贫寒，然手不释卷，日夜苦读。

每得一书，必珍若拱璧，反复研读，直至贯通。祖父深知读书乃

立身之本，故以书传家，勉励子孙勤学不辍。祖父常言：“读书

以明理，读书以修身。”余幼承庭训，耳濡目染，亦好读书。祖

父曾教余识字，启余蒙昧。彼时，余虽年幼，然亦能感受书卷之

气，熏陶于笔墨之间。余于书中，观天地之广阔，悟人生之真谛，

受益良多，日渐成长。

及余长成，亦承祖父之志，勤于读书。余虽不才，然亦知“书

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故每有闲暇，便翻阅典籍，涉猎群书。



或与友人共读，相互探讨；或独自静思，领悟书中之深意。经史

子集，浩如烟海，皆是前人智慧之结晶。读经，可知圣贤之教诲，

明道德之根本；读史，可知兴衰之规律，鉴往知来；读子，可知

诸子百家之思想，启迪心智；读集，可知诗词歌赋之美，怡情养

性。日经夜久，虽是痴愚，竟也有所得。

吾尝思之，读书之益，非徒求知识之广博，亦在于性情之涵

养，情操之陶冶。人生在世，或忧或喜，或苦或乐。读书可解忧、

可怡情、可养天地之正气。读《大学》之道，则知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之理；读《中庸》之道，则知诚之为贵，中和为美。读《诗

经》，如听古人之歌，悠扬婉转；读《离骚》，如见屈子之愁，

悲怆感人。书中之喜怒哀乐，读之，则如与古人同悲同喜，怡情

养性，乐在其中。

及吾女降生，吾亦如祖父般，将读书之乐趣传承之。吾女聪

慧，一岁有余，便牙牙学语，每当吾读书之际，便绕吾左右，“赵

钱孙李，周吴郑王”呦呦嘤嘤。后稍有长成，亦是痴迷于书，每

得一新，便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吾女曾求读书之道，吾亦以己

之经验授之。

读书之道，贵乎心诚。诚则能入其境，能感其情，能悟其理。

读《诗经》，可见古人之风情；读《史记》，可知历史之变迁；

读《道德经》，可悟天地之自然。故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此言非虚，盖心诚则能明理，理明则能成文。

读书之道，须求心静。心静则神凝，神凝则思清，思清则能

深悟。心境澄明，择一静处，调息凝神，摒弃杂念，而后开卷。

如古人读书，必焚香净手，以示恭敬。今人虽不必如此，但亦应

专心致志，不受杂念所扰。读书时，宜心静如水，方能深入其境，



得其精髓。

读书之道，又须循序渐进，不可贪多务得，囫囵吞枣。当以

心会之，以意逆之，深入浅出，领悟文章之深邃。读书时，宜先

观其大意，再求其细节。读《论语》，应先明其主旨，再求其微

言大义。且读书之时，宜将心比心，以作者之心为心。读《离骚》，

应感屈原之忠贞；读《出师表》，应感诸葛亮之忠诚。

读书之道，贵在持之以恒。一日不读书，则胸臆无新思；一

月不读书，则言语无新意；一年不读书，则心智渐荒芜。故吾人

当以读书为乐，每日必有所读，积少成多，方能有所得。

夫书卷多情通其意，传承千载耀今朝。读书之道，犹明烛照

夜，指引人心。吾人生于世，时有迷茫，犹暗夜行舟，于幽暗之

海上。需借读书之光，方能辨明方向，趋利避害。愿吾人皆能深

谙读书之道，以读书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