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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
张克澄 著

读书之人有时候容易走两个极端。

一种是目的性太强。强迫自己去死记硬

背，虽头悬梁锥刺股地将蛮力贯穿读书的全

过程，但到头来不仅收获寥寥，更是让自己疲

惫不堪，头脑混沌，痛苦难言。

一种是散漫随意。胡翻书，乱翻书，三心二

意，心不在焉，不求甚解。此“不求甚解”非陶

渊明先生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而是一无所获，浪费时间。

读书到底是一件苦差事还是一件享乐事，

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读书给人

的烦恼、快乐、疑惑、思考，以及拍案叫绝、豁

然开朗、心领神会……唯有亲历方可体悟。在

岁月的长河中，读别人的书，长自己的学识，

这才是读书之道。

哪怕一书阅尽，只是懂得个大概，并无深

刻了解；哪怕因只言片语若有所思，发觉文字

饶有趣味；哪怕书读一半，见异思迁；哪怕自

始至终，口味单一……去除了浮躁，抛弃了惰

性，你只要把书读进去了，也比看到书本就满

脑子糨糊让人欣慰。把书里的内容全部或部

分消化吸收，变化成自己的观点或想法，改变

原有的认知，并融会贯通，不断丰富自己，如

此读书，结局一定是美好的。

常见有人读书虽多却取之刻板，倘若发表

意见，倒也能侃侃而谈，然而均引用的是书中

原句，翻来覆去地味同嚼蜡。又常见将书视作

装饰物之人，存书虽海量，却将之束之高阁，

暴殄天物。那么，读书的人应该是怎样的？沉

静，谦虚，睿智，与这样的读书之人坐而谈之，

氛围舒适，如沐春风。在读书的路上，若有了

这样的知己，对方的一个微笑，一句话，乃至

一个字，皆是学问。正所谓“令问维摩，闻名之

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

读书读到令自己愉悦并惠及他人的境界，

着实令人艳羡。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看到这样

的话：“读书读的不是字，而是一个个生命，这

些生命对读者的生命来说，是一种引领。”清

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

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我看来，这读书的三个境界无非就是多看

书，尽量博览群书，继而多思，多与自己的处

境相联系，最终体悟自然之道，达到随思、随

性、随心的读书境界。

我想，人们读书所追求的，其实就是最终

的变通运用，深入浅出，知行合一吧。

读书朋友圈

清华大学，承载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

想和追求，在清华的历史上，有太多让我们引

以为傲的学术大师、兴业之才、治国之俊，他

们的成就如一片闪耀的星群，照亮中华大地。

《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的作者张克

澄是清华伉俪张维、陆士嘉之子，他用生动的

笔触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那个时代大师们

的风骨与逸事。在书中，我们能看到科学家的

求真、教育家的坚守、医者的执著、画家的逸

闻……时代和大师的身影，皆在书中、在历史

中沉淀。

在这本书中，有以心诉说的动人情感，也

有令人捧腹的快意絮语。追忆往昔，作者在岁

月中寻找过往回忆的同时，更是在书写“大

家”与“小家”——“小家”是父母，也是家人，

是作者的“小家”；“大家”是清华，更是国家，

是我们共同的“大家”。

寒假到了，在这个假期里，让我们读一读

《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感受一个时代

的气息，在大师们的脚步中找寻自己的人生

目标。

在《大家小絮——

风骨清华人》这本书

中，张克澄先生披露

了许多深藏于历史深

处的清华往事，从一

个清华子弟的角度讨

论了清华园的文化传

承，他所记述的点滴

细节，让我们看到了

清 华 园 中 的 大 师 风

范、爱国精神，“从数

段小絮中演映出大千

世界，从大师礼赞中

看到了峥嵘岁月。”

黄克智院士是著

名固体力学家，关于

黄克智，作者在书中

记述了这样一件令人

感动的事：“1991 年

黄克智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当时院士

制度刚恢复，绝大部

分 学 校 都 没 有 一 个

院士。于是有几所大

学 提 出 愿 出 高 薪 聘

请他去挂名，待遇十

分优厚，每年只要去

两个月，不仅年薪是

清华工资的十几倍，还提供一套永久居住的

房子。这对于一个长期生活清贫的家庭而言

不啻‘脱胎换骨’，但是黄克智谢绝了。他认

为，作为清华人，清华培养了自己，理所当

然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回报给清华。所

以他当院士以来，从没有在外校兼职挣过一

分钱。”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我

们从小学开始就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

义精神贯穿着生命的始终。

本书中有一段关于往事片段的描写，让我

对老一辈清华学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

为深刻的感触：1937 年 7 月，在卢沟桥的炮

声中，作者的父母及一些留学生告别了战火

笼罩的北平，经南京到了上海。8月 7日，他

们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当船缓缓驶出吴

淞口时，望着在日寇的炮击下黑烟笼罩的上

海，父母和同行的卢嘉锡等人个个脸上流淌

着泪水。他们怀着学好本领早日回来报效祖

国的决心，把眼前的这一幕永远地刻在了心

上，终生未忘。

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清华学人的风骨将永

远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深处。《大家小絮——风

骨清华人》再现了老一辈清华学人的风格、操

守及爱国精神，见证了大师们的无私风范和

家国情怀，读之，思想可以得到深远的启迪。

水
木
清
华
风
骨
永
存

—
—

读
《
大
家
小
絮—

—

风
骨
清
华
人
》

唐
宝
民

古往今来，读书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夜书细

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

前，看书到晓哪能眠”……千百年来，人们谈

起读书时，大多推崇的是苦读，其实，说读书

很苦的人，多半是那些不懂读书的人，因为读

书对他们来说不得乐趣，所以难免觉得痛苦。

事实上，对那些渴望读书、主动读书、爱好读

书的人而言，读书则是一种精神追求、一种难

得的人生享受。

心中有爱就有快乐。《论语》云：“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是

指一个人从思想上和精神上将对读书的高度

认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转化为学而不厌的

兴趣和快乐。南宋诗人尤袤是这样形容读书

的享受的：“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

寂而读之以当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匡衡、孙敬、苏

秦、孙康、车胤他们所经历的在旁人看来的痛

苦，恐怕难以与其从读书过程中得到的快乐

与享受相提并论，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至

乐莫如读书”吧。

除却功名就是快乐。开卷有益，意蕴无穷，

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就应当抛却功名利禄，

泛舟于书海，极目长天。心情好时，读一读那

些瑰丽的上古神话、优美的先秦散文、隽永的

唐诗、飘逸的宋词、灵秀的元曲，身心为之迷

醉；心情低落时，看一看江南烟柳小桥流水，

赏一赏大漠孤烟黄河落日，转眼就心旷神怡。

无数个起风的早晨、飘雨的黄昏、寂静的夜

晚，在充盈的快乐中悄然而过，不经意之间，

你就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智慧，滋养了心灵，

丰富了人生。

为梦想奋斗就是快乐。人上一百，梦各千

秋。梦想是人生的目标，是奋进的动力，是快

乐的源泉。毛泽东从小立志“为改造中国而

读书”，他一生与书为伴，即使在革命战争年

代那些炮火硝烟的日子里，也是手不释卷。

他曾经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

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

日不读。”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为梦想奋

斗不息，终成一代伟人，其文采更是深受世

人景仰。

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召唤下，作为未成

年人的莘莘学子，更应当为梦扬帆，让书香伴

随脚步前行。通过不断地读书学习，可以提升

思想层次、提高学习成绩、丰富日常生活，将

知识变为觉悟、变为动力、变为谋略、变为本

领，从而使自己早日成为祖国需要的优秀人

才，并在为梦想奋斗的过程中寻找到实现自

我的最大快乐。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台，你是否会

坐在案前品读时光？当一只鸟儿飞过窗前，你

是否想过是什么力量让它能够遨游蓝天？当

眼前的塔松在这冬季依然郁绿，你是否能感

受到它在阳光中正无声地呼吸着？大自然处

处美妙且神奇，而这一切的奥秘，都蕴藏在知

识的海洋里。

捧起手中的书来感受自然，让自己慢慢爱

上读书吧。

让自己爱上读书，一书一世界，让你领略

这小小的四方乾坤中所包罗的各种美妙。夜

晚星光璀璨，你一定想象过在那万千繁星中

还有别的生物存在，地球也不过是银河中渺

小的一个星球；当你读过《平行宇宙》后，你会

发现宇宙的玄妙，打开自己的思维之门，在无

限的惊奇中感受浩瀚空间；在那深深的海洋

里，是否隐藏着古老的文明，透过《海洋》这本

书，你会发现原来浅海的珊瑚中也有着那么

多秘密，它不仅是众多美丽鱼儿的家，对海洋

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些充满趣味的文字

之间相互关联，又蕴藏着无限的知识，这些知

识隐藏在小小的书本中，让你想要进一步去

了解，于是，你渐渐地爱上阅读，从而探索、发

现更大的世界。

让自己爱上读书，不仅可以满足你对知识

的渴望，更会帮助你了解这个世界。人的阅历

有限，想要多看看世界，读书虽不是唯一的办

法，但绝对是一条好路。读的书多了，自然也

就知道的多了，因为每一本书都倾尽了作者

的经历和想象，当你认真品读后，会发现自己

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成长起来了。有些事情，

哪怕你没有经历过，也会明白其中的缘由和

道理，那是因为你用书中所学的知识帮助了

自己，让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多积经验，少走弯

路。也正是因为如此，你会发现，前往书店、图

书室、书屋读书的人们络绎不绝，构成了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让自己爱上读书，让思维飞跃起来。我们

在品读一本书时，会随着书中的叙述层层深

入，会让自己的思维随着文字慢慢地形成逻

辑，甚至还会随着作者的思维指引开始跳跃，

在不断地变换角度中实现跳点的飞跃，从层

次感进入立体的空间感。虽然体会感越来越

丰富了，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困惑和疑问，这也

正是阅读的玄妙之处。书本的内容可以带你

穿梭在思维空间中的不同点位，让你在品读

中慢慢成长，在成长中感悟读书的快乐，思维

能力逐渐精进。

让自己爱上读书，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让这个好的习惯带你感受万物，感知世界，充

实自己，让自己的思维更加开阔。读书就像培

育花朵，当花季到来之时，你就会发现，原来

自己早已站在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起点，不仅

知识和思维有了可喜的高度，就连心胸也变

得无比宽广，心田上开出了一朵智慧的、善良

的、美丽的花。

快放寒假时，有几位家长发来短

信，希望我多给孩子们布置些寒假作

业，因为学生最听老师的话。

作为老师，我其实很能理解家长们

的良苦用心：一个月的假期，如果没有

足够的作业，担心孩子可能会有些无所

事事。然而，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读

书，就是孩子最好的寒假作业！

因此，放假前，我给孩子们布置的

寒假作业只有一句话：多读书，多多益

善，如果有了感想就及时写下来，字数

多少不限，假后全班交流。

我的安排仅此而已，但孩子们的欢

呼雀跃，让我倍感欣慰和放心。

寒假里，让孩子们多读书吧，读书

可以激发孩子在心中生出梦想，而梦想

是生活和学习的无限动力。要尽可能地

让孩子们多读一些好书，一本好书就是

一位心灵导师，可以美化读者心灵的家

园，而美丽的精神家园就是人生幸福的

源泉。为此，我建议老师和家长在假期

间都努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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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

生命厚度。我们平时总是注意引导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何况是时间相

当长的假期呢？寒假读书正当时。寒假

期间，学生空闲的时间较多，可以让他

们暂时忘却考卷上的分数，告别如山的

作业，挑选几本心仪的书本捧于手中，

“如隙中窥月”，沉浸其中，其乐无穷。

引导孩子饱览有趣的书。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放下课堂上的教材和作业，让

孩子拿起“闲书”，跟着兴趣走，读着读

着，他就迷上了书中的内容，并陶醉其

中。经典名著、小说、传记、诗歌……阅

读内容选择孩子感兴趣的即可。另外，

父母也是孩子最亲近的老师，自己身体

力行，孩子才能耳濡目染，当时常看到

家长在读书，孩子自然也会爱上读书。

引导孩子不拘一格地读书。课堂教

学教会孩子掌握最基本的阅读方法，如

学会了浏览、略读、精读等，学会摘记和

写读书心得。而课外读书是具有个性化

的行为，读什么书，怎么读，在何时何地

读，这些因素都不相同，也不是课外阅

读的重要条件，重要的是，孩子喜欢读

吗？读进去了吗？读着读着，孩子就会慢

慢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形成独立阅

读的能力，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

有人说：世界上每多一个图书馆，

就会少一座监狱；我想说：世界上每多

一个重视阅读的家庭，就会多一个爱阅

读的孩子。在寒假里，让我们和孩子一

起读书吧，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家庭教

育，身教永远重于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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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廊》版面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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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wm-

tl@163.com）。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在文

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并请在邮

件主题中注明“读书廊”收，期待您的

来稿。

读书之道
张彦英

做个快乐读书人
李玉兰

让自己爱上读书
王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