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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
——男孩（女孩）版》

作者：杨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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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男

孩版》是著名文言教育专家、语文畅

销书作家杨振中先生为男孩编著的

历史故事集。作者“根据男孩特性和

心理需求”，在书中娓娓讲评关于古

人教育、为人、修养、才智等多方面内

容，全书仅有 208 千字，但却讲述了

多达 242 个历史故事，可谓“实惠”

至极！

《曹绍夔捉“鬼”》中，曹绍夔运用

声学知识向和尚解释了“闹鬼”的原

因，治好了和尚的病；《怀丙河中出铁

牛》中，怀丙借助浮力吊起了沉入河底

的铁牛；《县官智断撞车案》中，县官凭

借力学知识让贵公子哑口无言，只得乖

乖地给商人修车……读了这些故事，

我才知道原来古人也是很懂科学的。

《刘宽不计较》告诉我们做人应

该宽宏大量，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

虑问题；《邹忌讽齐王纳谏》教会我

们，对方如果有错，应委婉地告诉他，

这样既不伤他的自尊心，又能使其更

容易接受建议，可谓两全其美；《魏文

侯与人相约打猎》让我们知道“诚信”

是做人之本，不诚信的人很难在社会

上立足……这些故事告诉了我们为

人处事的道理，如果用心去学去做，

我们不仅能与他人和谐相处，更会受

益良多。

《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男

孩版》一书中，作者力求用简洁、易懂

的文字，把故事中人物的智慧、经验

呈现出来，以供读者汲取，使之受益

终生。

《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共分

两册,由作家杨振中根据男孩和女孩

的特性和心理需求倾情编写而成。其

中，《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女

孩版》一书中，作者精心选择了 291

则中国智慧故事，内容涉及教育修

养、待人处事、逻辑推理、机智才辩等

诸多内容，既展现了中华女性的颖悟

与得体，又展现了劳动者的智慧与谋

略，这些故事称得上是提升女孩智慧

的百科全书。

从前我看书，总是心浮气躁,走

马观花，往往看过一本书却没有留下

太多的印象。自从我家的小朋友开始

养成阅读的习惯以后，为了支持孩子

的兴趣，我也跟着看起了书。如今，我

被《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女孩

版》一书中的经典故事所吸引，中华

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典故、文化民

俗、名人轶事等饱含温度的故事,都

被书中的文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尽善

尽美，一幅光彩照人的中华智慧长卷

裹着淡淡的油墨清香在读者的面前

徐徐展开，沁人心脾。

我如沐春风地读完这本书后,觉

得心中暖意融融。书中的文字虽简

洁，却含义深切,为孩子们开启了一

扇对智慧的向往之门,激发了他们对

知识的渴望。

其实,最好的投资,就是让孩子

们多读书。

相信孩子们通过阅读书中的这

些故事,能达到增长知识、开拓视野、

陶冶情操的效果，有利于他们提高自

信心、开发智力,让孩子们变得更有

智慧。

从故事里学智慧
——读《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男孩版》

于浩

孩子的智慧宝典
——读《杨振中讲中国智慧故事——女孩版》

贺楚建

与 纠 结“ 上 清 华 还 是 上 北 大 ”这

种烦恼所不同的是，今天的 95 后 、00

后 们 ，似 乎 还 面 临 着 一 个 新 的 问 题 ：

“ 是 选 择 好 好 读 书 还 是 选 择 当‘ 网

红’？”如今，各种新兴的短视频和直

播 平 台 正 推 动 越 来 越 多 的 普 通 人 一

夜成名，与此同时，也带动了“网红”

经济的火爆，“网红”月入百万 、月入

千万的新闻屡见不鲜。（5 月 29 日《中

国新闻网》）

近年来，随着网络时代的迅速发

展 ，“ 网 红 现 象 ”成 为 人 们 关 注 的 焦

点，也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看着那

些“网红”们，只是在网上唱唱歌 、吃

吃饭、秀个妆，就能拥有大量粉丝，且

收入不菲，这难免让人对知识的实用

性产生质疑，“读书无用”的丧文化开

始悄然流行。的确，现在社会上的浮躁

之风渐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

似乎只需要一点炒作而已。但是，一时

的“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就拿“网红”现象来说，每年新入

驻网络直播的人有很多，但真正成为

“网红”的又有几个？一时的走红 、赚

钱，运气或许重要，但是若想一直保持

成功的状态，每个人都必须付出相应

的努力和代价。网络直播同样如此，如

何让直播的内容新颖吸引人，让人不

会因不耐烦而退出，这些都需要通过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来支撑。

我们所看到的“网红”们，只是网

络中的少数存在，用偶然性和个体性

去解读整个网络直播群体，本身就是

一 个 悖 论 。再 者 ，或 许 我 们 看 到 部 分

“网红”确实没有较高的学历，但却不

能 因 此 而 得 出“ 读 书 无 用 ”“ 努 力 无

用”的结论，因为，他们只是换了个方

式去学习而已。各行各业的成功者皆

是如此，在如此快速发展的时代，各行

各 业 的 从 业 者 一 旦 停 下 了 学 习 的 步

伐，很快就会被时代浪潮甩在身后，只

有持续努力和不断学习，才有可能在

成功的路上更进一步。

有些人的成功，人们只是看到了

结果，却没有看到他通向成功的艰辛

过程。读书永远不会无用，努力永远不

会白费，只要你付出努力了，就终会有

一个与之相应的结果。只是，你的努力

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还是真的日

复一日地不懈努力了呢？或许，现今的

人们愿意如此轻易地接受“读书无用

论”“努力无用论”，只是为自己的惰

性找借口罢了。开始努力不难，坚持一

直努力却真的很难，那些宣扬“读书无

用”思想的人，只是想拉上更多的人共

沉沦罢了。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

存在，那么请与之保持距离，让自己保

留清醒的头脑和鉴别力。

努力学习，站上高峰，为的不只是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也不只是赚些钱

小富即安，而是为了去看更美的风景、

更好的世界。年轻的朋友们，请在有限

的青春时光里多读一些书，更加努力

吧，更美的风景、更多的选择终将呈现

在你的眼前。

从读《我与地坛》开始，我一直喜

欢史铁生的作品。在人生最美好的年

龄，史铁生的余生却只能在轮椅上度

过，这惨痛的事实让他经常陷入一种

绝望，于是，他每天都会一个人躲到

地坛思考生死的问题。在人口密集的

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确实

是史铁生的幸运，而我被他的文字所

深深吸引，仿佛这本书也是我生命中

的“地坛”，可以让我在阅读时从嘈杂

喧嚣的世界，退守到安静的一隅，让

曾经躁动不安的灵魂得到安抚。作为

史铁生的铁杆粉丝，我一直追着史铁

生的书读了又读，直到作家去世后，

一本《史铁生传》摆上我的案头，此书

的作者赵泽华是一位编辑兼作家，也

是史铁生的挚友，正是因为这样特殊

的身份和视角，她的文字更能诠释出

史铁生独特的文字魅力和悲天悯人

的情怀。

患病之后，史铁生在最初的日子

里曾经“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

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

字去填满。”彼时，他那颗鲜活跳跃的

心被囚禁在身体的炼狱中一筹莫展，

生和死都在一念之间。有一天，主治

医生来了，她理解史铁生此时的心

情，她这样劝他：“想开一点，还是看

看书吧，人活一天就不能白活，我在

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看到的不幸多

得不计其数……你不能一辈子这样

躺着，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这段时

光白白地过去了，那多浪费啊。”这位

医生的话让史铁生受用终生，从此，

他不再因为生病而虚度时光，读书和

写作，充实了他的生活。

史铁生出院之后，曾在一个街道

生产组的老屋里度过了从 23 岁到

30 岁的宝贵光阴，每天的工作是在

一些仿古的农具上画些花鸟鱼虫，

老屋里的时光昏暗而且无聊。就在

史铁生每天摇着轮椅去上班的路

上，还曾经历过一次屈辱事件。那是

一个冬天的傍晚，好友孙立站在史

铁生家门口等他回来，他每天下班

时虽然十分疲惫，却总是安详从容，

但是这一次，他回来得很迟，而且使

劲摇着轮椅，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

用了出来，表情严肃而愤怒。原来他

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小混混，

他们无端地围住他，用最难听的话

辱骂他，用自行车绕着他的轮椅拦

截他，欺辱他……事实上，史铁生必

须终生面对类似的不被尊重的事件，

正是由于他的深刻思想，中国文坛上

才多了一位以思考为己任的作家，而

不是一位只会发泄负面情感的破坏

者和悲观主义者。让史铁生进行更多

思考的，不是怨愤难平的社会现象，

而是生死、尊严和平等的问题，于是，

他写下这样的文字：“当我们忘记了

残疾，就是说我们自己内心先不受那

残疾的摆布，那时，平等便悄然而至，

不用怎么喊它，它自然就要光临。”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中国

当代作家中，史铁生无疑是最具爱的

情怀和能力的作家，他像一颗夜幕里

的星星，虽然微小又微小，但其迷人

的光泽，已使昏暗之夜显得更加无

色。”读懂史铁生的文字和人生，会给

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他像一位无言

的人生导师，让我们透过外观世界的

卑微生命，内省自身的得失之心，从

而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让余生活得

更加从容充实。

炎炎夏日里，手捧几册具有消暑

功效的图书，犹如进入了一个精神上

的“清凉世界”。”

南宋诗人翁森曾经描述了在夏

日读书的妙处：“北窗高卧羲皇侣，只

因素稔读书趣；读书之乐乐无穷，瑶

琴一曲来熏风。”诗人在竹林边的北

窗下捧书高卧，感觉自己如同羲皇时

代的人那样逍遥自在。此中的乐趣，

就像在清凉的南风之中，弹奏着镶有

美玉的琴一般美妙，这是何等的闲适

惬意。

每到夏日，我总会把《庄子》翻出

来，专啃其中的“秋水”篇，当作夏日

的清凉“主食”。一篇读罢，顿觉炽热

散去、脉络舒爽，似有清风满怀，更感

心 静 如 水 ，所 以 年 复 一 年 地 乐 此

不疲。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

说：“读史宜夏，其时久也。”因为在一

年四季中，夏天的白昼最长，读书的

时间也最充裕，和厚重绵长的史书正

好契合。但我认为，夏日也宜读清新

的诗词，文字营造的凉爽感觉会如缕

缕清风般吹入胸怀。

清代才女吴绛雪写过一首著名

的回文诗《夏》：“香莲碧水动风凉，

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

凉风动水碧莲香。”每次品读着这首

诗，遥想当年诗人在夏日里消暑吟

咏 的 情 景 ，总 能 让 我 感 受 到 丝 丝

凉意。

借鉴曹操的“望梅止渴”一法，最

立竿见影的，自然以读描写严冬的文

章效果为佳。明代藏书家高濂的《湖

冻初晴远泛》，写出在结冰的西湖里

破冰泛舟的情趣：“时操小舟，敲冰浪

游，观冰开水路，俨若舟引长蛇，晶莹

片片堆叠。家童善击冰片，举手铿然，

声溜百步，恍若星流。”给人一种沁人

肺腑的幽赏之美，让人遥想与作者泛

舟同游，扣舷长歌于冰湖雪岸之寒，

此时岂不暑意全消？

清凉强度最大的，是高濂的妙文

《山窗听雪敲竹》：“飞雪有声，惟在竹

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

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悠，逸我清

听。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

毡增冷。”在汗流浃背的夏日，读到这

样极具冰雪气的文字，真可说是一股

凉爽直透心底。

宋代诗人陆游说：“万卷古今消

永日，一窗风雨送流年，任它窗外炎

日熔金，我自清凉无汗。”夏日里捧茶

一杯，挥扇拥书而读，避开喧嚣和燥

热，不亦快哉。

读书是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有

人喜欢读新书，有人则喜欢翻旧书。

英国有位文人说过一句话：“如果我

想看陈词滥调，就去读新书，如果我

想找些新东西，就去翻旧书。”这话颇

有点哲理和禅味。

新书，版本讲究，装潢时尚, 有新

内容，富有时代色彩；有更新鲜而浓郁

的书香味，带给人新鲜感，较大程度地

满足了人们求新的心理。还有人为追

求书籍的收藏价值，专买毛边本，甚至

不惜重价求作者签名本等等，不一而

论，所以喜欢新书也是人之常情。

旧书，版本老旧，内容久远，有岁

月流逝的痕迹，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

与厚重感。有人喜欢旧书版本的稀有

与年岁的久远，有人更注重旧书的实

用价值。老话说，衣不如新，书不如故。

一本被翻阅过多次的旧书总能散发出

智慧的气息，旧书拥有过往时光与书

主人的缱绻的痕迹，蕴藏着旧日的盈

盈情怀，所以喜欢旧书也无可厚非。

美国作家海莲·汉芙说：“我从来

不买没读过的书——否则，不就像买

了一件没试穿过的衣服同样下场

吗？”她认为，别人读过的书，或许会

更有阅读价值，更适合自己。作家董

桥坦言“不喜新书，爱旧书”，他在《访

书小录》中说：“新书，太白太干净太

嫩，像初生的婴儿，叫人担心是不是

养得起，是不是经得起风霜；新书也

没有几十年前旧版书的那种书卷气；

封面和书脊的题字总是那么古朴，加

上不经机器切过的毛边，尤其拙得可

人。”由此可见董桥对旧书的喜爱。其

实，他爱的是旧书的那种积年的书卷

气，还有书籍本身那种历经岁月历练

后的古朴和稚拙之态。

新书也罢，旧书也好，只是形式

上的区别和年岁的长短而已。敝人以

为书不论新旧，能读为珍，无需厚此

薄彼。新书有新书的好处，旧书有旧

书的优点。对我而言，偏爱旧书，不薄

新书，有书可读就是好书。在新书与

旧书之间游走，日子过得舒畅，生活

多了一分书卷气，这就够了。

本报《读书廊》版面开设有《每期推

荐》《书香为伴》《读书朋友圈》等栏目，

如果您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有精彩的心

得，或者在读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方法

和见解，请发文章至本报邮箱 jswmtl@

163.com。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正确。请在文

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并在邮

件标题中注明《读书廊》版收，期待您

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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