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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留给孩子的
人生启蒙书》

读书朋友圈

“读书廊”版面征稿启事

一代文化大家季羡林 97年的人生智慧，以《季羡

林留给孩子的人生启蒙书》系列图书的形式来到了小

读者们的面前。该套丛书系近日出版，由《一寸光阴不

可轻》《书山有路勤为径》《赤子丹心图报国》《所有生命

都不朽》《人生自有真义在》5本书构成，由编辑反复研

读《季羡林全集》30卷，从孩子的需求出发，精心挑选

了季老先生以成长历程、读书写作、家国情怀、生活态

度和人生真义为主题的篇章精编而成。

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里写道：“只要肯干，就能

成功。”在 97 岁时，他还感慨地说：“懒人啊，没有出

息。”像这样大白话式的人生警句，在该套丛书中俯首

皆是。

谈及做人，季羡林说，“不自作聪明，不把别人当

傻瓜，从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他的风骨也在言语间

得以流露；谈及家庭，季羡林的语言于平实中见深意，

他认为，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

“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他还写道，“温馨是

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而温馨则是需要培养的。培养之

道，不出两端，一真一忍而已”；谈及读书，季羡林认为，

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当然要读，这不在话下，而自己专

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

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

季羡林对母亲、对祖国的深切情感更是质朴感人，

“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

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他还

提及，“自己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

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

的肺腑之言。”

2019年是季羡林先生逝世10周年，读《季羡林留

给孩子的人生启蒙书》，沿着哲人的轨辙努力探寻，领

悟一代大师的文化风范。

人物介绍>>>
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

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在

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

诸多领域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周末，为了完成一道作文题目——《寻找最

美春色》，女儿央求我陪她去公园里寻找春色。

清晨，我和女儿一起漫步在公园小径上，开

得火红一片的木棉树下有落英点点，小鸟在枝

头嬉闹鸣叫。不远的地方有几株树，乍一看，似

有一只只麻雀落在树枝上安静地欣赏着春天的

美景，走近时才发现，原来，那些像麻雀的东西，

竟是禾雀花。女儿感叹地说：“这应该就是最美

的春色了吧？”

我没有马上回答女儿的话，而是和她走向

人工湖畔。此时，湖边的廊桥上坐着不少人，人

们手里都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还有一些是

几个人围坐共读一本书，大家都很安静。走近这

条“读书廊”，受书香的吸引，我们也坐了下来。

我看到身边的一位老先生正在读一本旧的线装

书，书页上的文字竖排，纸张已经泛黄，一张张

书页被春风调皮地翻动，发出轻轻的响动声，像

是春天那颗欢喜的心在跳跃。

有斜穿的阳光涌入廊桥，照在书页上，莹莹

地闪着光茫。我问老人家：“这书应该有些年代

了吧？不多见了。”老人家抬头看看我，轻轻地

说：“可不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书，百看不厌。”说

完，又低头看书。

我向女儿微微一笑，没有再继续打扰看书

的人。

走出“读书廊”，我们回望这些读书的身影，

更觉得是可爱的他们点亮了这个季节。我说：

“我认为这是我眼中最美的春色。”女儿也点了

点头，我借题对女儿说起曾经感动过我的美好

“春色”。

那一年春天，我去拜访一位已退休多年的

老师。走进老师家的院子，只见满院的花开得正

艳，一畦黄灿灿的油菜花，几棵火红的木棉花，

看得人又欣喜又陶醉。院子里阳光最充沛的地

方，长凳子一字排开，一本本书在凳子上整齐有

序地摆放着，那情景就像是设在花中的一间书

房。老师是爱书之人，而这些书多数都已纸张泛

黄，我知道，这定是他常常翻看书页的原因。一阵

春风拂过小院，这些书页在阳光下欢跳起舞，我

笑着问老师：“是要把书也邀到院子里赏花吗？”

老师抚摸着那些书，说：“我最爱就是这些书，一

个冬天没有见到太阳了，让它们也来享受一下阳

光，看书的时候，它们就会散发出阳光的味道。”

原来，爱书的人会赋予他们的所爱如生命

一样的对待，我不禁从心底升腾起一阵感动。

讲完故事，我对女儿说：“妈妈是想让你爱

读书，爱上书。书中有最美的景色，趁着这大好

春光，好好读书。”女儿似乎听懂了，不住地点

着头。

是的，那一页页书不仅是春天里最美的景

致，也是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更是我们一生

中最美的追求。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生中不可替

代的营养品，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学习工具。因此，我喜欢书，就像鱼儿离不

开水一样。

每个星期四下午的第一节课，老师都会早

早地引导我们排队去图书馆看书。同学们在通

往图书馆的途中秩序井然，怀揣着对知识的渴

望，我们高高兴兴走进了学校的图书馆。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很多好看的书，这些书

内容丰富多彩，图片生动有趣，同学们找到自己

想看的书以后，就安静地坐在凳子上津津有味

地看着书，图书馆里没有一丝说话的声音。在悄

悄地翻动书页的同时，一种喜悦的感觉在我的

胸间翻涌着，每当记下一个好词、一段好句时，

我就无比欢欣，一种成就感跃上心头。

最近，我在图书馆里阅读了一本《中华美德

故事》，这本书让我懂得了从小就要热爱祖国、

孝敬父母、诚实守信、勤俭节约，这些都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青少年应该好好地

学习与传承。

如今，学校的图书馆已经陪伴我们度过了

四个春夏秋冬，为我们带来了喜悦与感伤、快乐

与收获……图书馆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知

识，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山西省方山县峪口镇南村

示范小学四年级 薛雨涵
指导老师 任艳勤

水，是生命之源，离开了水，所有的有机物

质都要枯萎，都不能生长。而对于人类来说，

经典著作中的优秀思想就是人类精神成长之

源头。

那么，如何让孩子从书中获得精神滋养？

首先，言传身教，引导孩子爱上读书。阅读

有利于陶冶孩子的情操，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学

习成绩，有助于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阅

读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厚度，家长和教师平时要

亲身示范，引领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

着读着，孩子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形

成独立阅读的能力，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渐渐

地成长起来。

其次，集思广益，让孩子有书可读。尽可能

地让孩子看自己喜欢的书，可以是杂志，可以是

名著，甚至可以是漫画书。目的无外乎一个，培

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课堂的教学只是语文学习

的一个部分，而课外阅读则可以打开孩子们的

心灵之窗，使孩子们养成良好的语文素养，从而

不断地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

第三，授之方法，让孩子会读书。“不同之

书，区别对待。应读之书，宜缓宜熟。应用之书，

宜速宜多。阅书如攻城，轻骑剽悍，所向无敌。”

可见，读书的方法很多。要引导孩子知晓报纸杂

志类适合浏览，小说等叙述类的文章可以略读，

四大名著等经典读本则要精读；早上要大声诵

读，午休后要跳读，晚上做完作业后要精读感兴

趣的经典。拿起一本书来，首先是读序言，看目

录，阅后记，大体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然后

细读、精读，读思结合，有思才称为学，有思才有

所得。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忘列计划，不忘圈圈、

画画、想想、抄抄、写写，要养成“不动笔墨不读

书”的习惯。

第四，挤出时间，让孩子有“闲”读书。一次

成败在考试，一生成败在读书。如果孩子的课业

负担过重，连一点闲暇时间都没有，那么保证阅

读时间就是天方夜谭。即使孩子内心想读书、爱

读书，但没有时间保证，推进课外阅读也只是空

中楼阁。对待孩子读书，应保证每天的“三读”

（即早诵、午读、暮省），课外阅读时间不少于30

分钟和一定的阅读量。每周在学校开设两节阅

读课，每个寒暑假家长能与孩子一起开展亲子

读名著活动。书是一粒种子，会随着春风飞入孩

子们的心田，并随着春雨萌芽，在以后每一个或

风和日丽或疾风骤雨的日子里，和孩子们一起

成长、一起收获。

第五，培养毅力，让孩子持续读书。最是书

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科学研究表明:坚

持一个行动，关键在刚开始的三天，如果能坚持

21天以上就可以形成一种习惯，如果坚持90天

以上就能形成稳定的品质，而坚持一年以上的，

就很难被改变。苏霍姆林斯基说，“要天天看书，

终生以书为友，这是一天也不能断的潺潺小溪，

让它充实这思想的河流”，孩子若能坚持一直阅

读下去，就能不断享受读书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皮亚杰说：“儿童如果不具有自己的真实活

动，教育就不可能成功。”鼓励孩子坚持课外阅

读，需要不断地去寻找一个个激活点，才能产生

一次次新的激励，形成一个个新的台阶。读书，

是最好的精神滋养，亲爱的老师和家长，请一起

和孩子们读书吧，阅读是最好的教育，身教永远

重于言传。

古人云“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

窗前读”，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周恩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充分证明，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无价之宝。

读书可以让人获取知识，从而不断

进步。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

想、不断继承创新、不断加快发展和自

我充实、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在

知识更新日益加快的今天，只有不断地

用新的知识武装头脑，我们才能不断地

接纳新事物和新观念，才能把握稍纵即

逝的发展机遇，并实现人生价值，甚至

创造辉煌与奇迹。

说到读书与学习，我想向大家讲述关

于“许大拿”和“馒头神”的故事：

“许大拿”，本名许振超，曾是一位只

有初中文凭的吊车司机。自入行以来，许

振超三十多年如一日，用一种严谨的求

学态度鞭策自己，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完善自我，不断拼

搏进取。他以高度负责和自我加压的精

神以及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意志，从

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能手，并练就

了一手绝活，成为了码头上人人知晓的

“许大拿”。

许振超带领工友们连续创造世界领

先的桥吊装卸效率，他们在 2003 年 9 月

30日创造的每小时 381自然箱的集装箱

装卸效率，更是刷新了世界集装箱装卸效

率的最高纪录，创造了令同行瞩目的“振

超效率”，在世界航运界引起了轰动，他

因此获得中国“当代工人的优秀代表”的

殊荣，成为党中央号召全党学习的榜样！

许振超的脱颖而出，并没有什么秘

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学习。许振超

说过一句令工友们感到震撼的话：一个人

可以没文凭，但不可以没知识；可以不进

大学殿堂，但不可以不读书学习。他的成

就令人羡慕，他的事迹令人钦佩，他的苦

学苦练精神更是令人感动。

另一位“馒头神”叫张立勇。因为贫

穷，张立勇当年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成

为了千万农民工中的一员，之后来到清华

大学的食堂当厨师卖馒头。张立勇坚持自

学英语 10年，最终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

考试，托福考了 630 分，还拿到了北京大

学对外经济与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文凭，

被清华学生称为“馒头神”“英语神厨”。

此后，张立勇辞去了厨师工作，去进修传

播学硕士学位，在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担任

清华大学饮食中心的英语培训老师，还成

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全国各地为许多学

校讲课。

一个高中没有读完、在清华大学食

堂里卖馒头的小师傅，最终通过自己的

努力成为了“馒头神”。2004 年，张立勇

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学习成才

奖”。张立勇为何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还是先听听他自己的感想吧：“我是个

乐观的人，我知道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

自己的命运，改变家里的境况。我一定

要最大程度地学习各种知识，只要我努

力了，就有希望……”是啊，书山有路勤

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在清华当厨师

的那段时光里，张立勇没有抱怨命运的

不公，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奋发图强

努力学习。他制订了周密的自学计划，

争分夺秒地读书学英语，孜孜不倦地在

书海遨游。寒冬腊月，没有暖气，他围着

炉子看书；酷暑炎夏，蚊子嗡嗡，他摇着

扇子做题。学习求知之路没有捷径可

走，成功只垂青那些锲而不舍的有心

人。张立勇终于成功了，他的成功令人

振奋，更给人以启迪。尤其可贵的是，在

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张立勇告诫自

己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

没什么了不起的。”

时下，看轻读书用处的人日益多了

起来，国人的阅读率持续走低，其原因除

了大多数人被手机所“绑架”之外，还与

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改变关系密

切。学习使人进步，不学习就会落后，落

后就会被时代淘汰。如果越来越多的人

不读书，一个民族便会日益削减读书的

热情，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逐渐丧失创

造性、批判性和先进性，也就很难跟上时

代的新步伐。

是随波逐流地“跟着感觉走”，还是

“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我们每个人都要

认真思考，并作出应有的抉择。

书页是最美的春色
黄红坤

让孩子从书中
获得精神滋养

张军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从
学
习
中
寻
求
进
步

林
承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