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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周刊

听听校园里那些爱读书的人怎么说

阅读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在这个快餐文化、短视频流量为王的时代，书籍是难得

的心灵栖息地。
读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总会邂逅，一些伟

岸或耀眼的灵魂，在纸上对谈，于字间偶遇。他们在远方，
在时间长河的对岸，在空间的另一处节点，与我们相遇，让
我们会心一笑，心底充满温暖和坚定，感受这世间的美好。

读书，是一段润物无声的成长。我们总会相伴，一起探
寻这大千世界，慢慢浸染，默默护佑。当打开书本，我们就
会在阅读中奔跑，低头也能看见满天星光。当开始阅读，世
界就在我们眼中，无关年龄、身份，无关经历、时空。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本报探访了一些热爱阅读的
人。他们中，有痴迷阅读在书中“淘金”的校长，有以读书为

乐手不释卷的初中女孩，有一头扎进书中将一本《红楼梦》
读得烂熟于心的小学生，还有因为爱书常在一起的“书虫小
队”。

“我爱阅读，阅读让自己变得更美好。”这是他们共同的
心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和书本相处的时光与收获吧！

几乎每个第一次走进唐健荣办公室的人，都
会“震惊”，很少有例外。这是因为，无论是办公
桌，还是书架，抑或是各种桌几、纸箱，随处可见
的就是书。作为一名老师、一名校领导，唐健荣
每天就是在这样充满书香的环境下办公的。

“我很享受读书的状态。书籍是人类智慧的
结晶，能坐拥‘书城’，在众多书籍的环绕下工作、
生活，让我十分有安全感。”唐健荣说。

“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
陆游有“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

之句。古人亦云：“士大夫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
可憎，语言无味。”这正符合唐健荣对读书的看法
和状态。

“受爸爸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看
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会把零用钱存起来，有意
识地买书。当时每周六晚有机会去新华书店看
书，是童年时代让我难忘的回忆。”谈起与书的结
缘，唐健荣说。

唐健荣的办公室可称得上是一个小型图书
馆，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藏书达上千本。“我搬到
这个办公室约莫有11、12年了，一开始只有两三
个书柜放书，后来越买越多书，恰好学校图书馆
淘汰了几个旧的木书柜，就给我放书用了。现在
已经放不下了，很多书只能暂时存放在纸箱里。”
唐健荣说。而办公室的藏书，比起在他家里的，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虽然现在网络发达，拥有一部手机便可阅读
海量图书，但唐健荣还是更钟爱纸质书。“读书，
还是可以翻阅更有实感。”唐健荣说。唐健荣钟
爱传统文化和本地文化，所以也爱收藏线装书，
除了现代印制的线装书外，他还会上网淘一些古
书：古代日本翻印的《资治通鉴》、朝鲜印刷的《八
大家》……“古代藏本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也
很像一次‘寻宝’的过程。比如有一次读到一本
民国时期的藏书，翻阅的时候偶然发现夹了一张
民国时期北平公安局副局长任命状，这应该是之
前的收藏家遗留下来的，顿时让人有一种‘穿越’
的感觉，很奇妙。”唐健荣说。

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于无意中得之，不亦
乐乎！唐健荣回忆，有一次经过一个废旧物品买
卖处，眼尖的他一眼就看到一本《江门市地图
集》。“我眼睛当时就亮了，问老板能不能卖给我，
老板让我喜欢拿走就行。”唐健荣说。无论是从
什么渠道淘回来的书，对唐健荣来说都是宝贝。
如今这本《江门市地图集》，就放在他的办公室
里。

与学生交流读书也是心灵触碰的过程
“阅读改变未来”，唐健荣对这句话深以为

然。“从读书里面得到的知识结构、行为习惯、思
维方式，这些都影响着我们为人处世。”唐健荣
说。

尽管已经读过很多书，但唐健荣坦言还远远
不够多，所以他的书单也一直在更新。作为一名
地理老师，他在给学生们上课时，遇到合适的书
籍，就会推荐给学生，还会买上一批相关书籍，做
好标注，给学生们传阅。同时，他会跟学生们交
流读书的心得，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什么
书，遇到合适的，也会买回来看。

“读书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时代前沿的知识，
尤其是我们做老师的，更需要与时代接轨。知道
学生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才能跟得上他们的
思维。而这，也是一次与学生们心灵触碰的过
程。教学相长，读书亦如此。”唐健荣说。

“李清照的‘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令我怦然心动；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令我浮想联翩。诗词，是
看不厌的敬亭山，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魂牵
梦萦……”这样清丽婉约的文字，出自蓬江区
紫茶中学九（1）班的徐畅之手。

6000多本图书（包含约5000本绘本），构
筑了她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培养了她健康的
审美情趣，滋养了她恬淡内敛的性情。

妈妈是她阅读的启蒙者
徐畅介绍，自己的读书之路起源于妈妈。

从幼儿园开始，绘本馆、图书馆是每周必去的
地方；每晚睡觉前的亲子阅读雷打不动。在这
种轻松的听读、指读故事氛围中，她认识了很
多字，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幼儿园
到小学二年级，读过的绘本不下5000本。

小学三到五年级，徐畅开始阅读儿童文
学，对任溶溶、金波、曹文轩、伍美珍等儿童作
家的书爱不释手；六年级开始，她逐渐表现出
对“大部头”的浓厚兴趣，倾心于金庸武侠小
说、中外古典名著等，在书海中沉醉不知归
路。按照每周阅读4—5本书算来，4年读了超
过1000本书。

上了初中，学习压力逐渐增大，匀给阅读
的时间少了很多。但是周五晚一回到家，徐畅
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书来读，每周还能坚持读
1—2本书。《明朝那些事》系列、《哈利波特》系
列、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以及中外文学名著
等，都是她的心头好。此外，《意林》《创新作
文》《课堂内外》等期刊也是她的床头之物。

徐畅的妈妈谢南林是江海区外海中学语
文教师，本身就钟爱文学的她，这些年与孩子
共同阅读、共同成长，她说：“我很享受亲子阅
读的过程，用阅读构筑丰富的精神世界。”

读书是一件赏心乐事
斯文沉静，思路清晰，谈吐得体，不徐不

疾，徐畅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地诠释了何谓
“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徐畅对此有自己的
见解：“读书是一件赏心乐事，让我的想象和心
情有了存放的空间，还为我构筑了诗意的世
界。”

“我钟爱婉约词，尤其是李清照、纳兰容若
的词，清丽婉约，格高韵远。在品读的过程中，
也提高了我的审美趣味。”徐畅说，“我喜欢把
词作扩写成一个凄美的故事，并沉醉其中。”

读书让她知识面更宽，思维更开阔。“比如
历史课本上的文字都是比较凝练的，简要地概
括了一些历史事件，但是通过读文学作品，可
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让事件中的人
们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知。”徐畅娓娓道来。

大量的阅读让徐畅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写
作的道路。从五年级开始，她就开始尝试写小
说，今年的寒假期间，她一口气写了3万多字
的小说。

但是对于孩子的阅读习惯，谢南林也有话
要说：“这孩子的阅读喜好有些单一，偏爱文学
小说，对科学、数理方面的书热情不够，而且她
现在喜欢看网络流行小说，如玄幻类、仙侠类
的，我担心会让她丢失细心阅读的能力，在虚
拟世界中迷失自我。”

“《红楼梦》写了一个家族的兴亡盛衰，
情节引人深思，人物刻画生动，并且处处埋
下伏笔。”江门市紫茶小学六（13）班学生
周燃今年虽然只有12岁，但已是一位有4
年“读龄”的《红楼梦》资深读者。

周燃不但能把《红楼梦》读深读透，还
成功制作长2.26米的“红楼梦思维导图”，
成为文学阅读课上的“特别素材”。受母亲
影响，周燃从小就对中国文学名著感兴趣，
四大名著是他最爱读的书籍，围绕文学名
著主题进行手工创作是他在课余时间常做
的事。

“读书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周燃说。

手绘2.26米“红楼梦思维导图”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

首，因其较长的篇幅以及复杂的人物关系
（全书囊括400多个人物）而被不少成年人
定义为“难读的著作”，那么对于小学生而
言，其阅读难度不言而喻。

周燃之所以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是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本读完后会引起思考的
著作。在他看来：“这本著作中，大部分主
要人物的结局都不是圆满的，每个人都有
属于自己的收获，但都有不幸的遭遇，我经
常会想，也许这就是人生，有小确幸，但一
定会有遗憾，也会有悲欢离合，我们要做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属于自己的成长。”

除了把《红楼梦》读深读透，周燃还不
断思考如何让《红楼梦》变得更通俗易懂，
从而让身边更多同学爱上这本著作。去
年，他花费近一周的时间，通过手绘的方式
制作出一幅长度和姚明身高一样（2.26
米），囊括了247个人物，有200多条分支
线和若干判词，并且图文并茂的“红楼梦思
维导图”，获得了老师的表扬，也成了校园
里的“网红”。

周燃的班主任李忠茜表示：“《红楼梦》
的特点是篇幅长、故事线多、故事意蕴深
厚、人物关系复杂，周燃手绘的‘红楼梦思
维导图’让同学们可以直观了解《红楼梦》
的人物关系，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同时，还
标注了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等
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让大家直观了解《红楼
梦》主要人物的际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

喜欢在名著中学习古人智慧
周燃喜欢阅读，来源于母亲的影响。

周燃的母亲田女士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
在母亲的引导下，他从小就对中国文学名
著颇感兴趣。

“我始终坚信，能经过时间考验的书籍
更值得自己去读，能从中悟出更多真理。”周
燃举例说，在阅读《三国演义》时，他能学到
很多宝贵的历史知识，能从一个又一个故事
中学到古人的智慧，如在“草船借箭”故事
中，他领悟到，谋事一定要学会变通，即便是
在逆境中，也要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未来我会阅读更多的文学名著。”周
燃表示，他很享受在书店或家中与文学名
著独处的时光。

“你这次要挑什么书？”“这本《争霸·海洋之
路》我想看很久了，书架上终于又有了！”……在
天鹅湾小学一楼“绘本吧”，一群“小书虫”在书
架前穿梭，准备挑自己喜欢的读物好好“享用”
一番。他们就是该校二（6）班有名的“书虫小
队”。“书虫小队”6人——王一诺、欧广源、陈翊
骐、梁宝文、周励芸和李星璇，他们从幼儿园开
始就酷爱读书，平均一周要看6—7本书，他们
说，书是他们成长路上离不开的朋友。

从小爱在书中“寻宝”
历史、客观、文学、探险、科普……提起爱读

的书的类型，“书虫小队”表示他们根本不挑！
“只要是好看的、有趣的、有益的我们都喜欢
看。”王一诺说。

当记者提问“家里是玩具多还是书多”时，
6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书多！”一周他们平均要
看6—7本书，如果是比较厚的“大部头”，一周
也能看2—3本。“我们班还设立了一个‘悦读银
行’，就在我们教室进门处，每人都有一个小盒
子，每看完一本书，我们都会把书名写在小纸条
上放进小盒子里，每学期老师会统计一次。”梁
宝文说，“上学期，我的‘悦读银行’有28本书
呢，特别有成就感！”

“书虫小队”不仅爱读书，更爱在书中“寻
宝”。欧广源最喜欢看《海底两万里》，他说里面
的海洋世界深深吸引了他；李星璇的最爱是《奇
妙的动物王国》，她发现了原来小小蚂蚁是动物
世界的大力士这一“秘密”；梁宝文是《汤小团》
系列丛书的忠实读者，她说书中主角的勇敢、机
智，教会了她遇到问题不要慌张，要勇于面对困
难；王一诺喜欢读《史记》，他从“屈原投江”的故
事中领悟到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书虫小
队”表示，“书中自有黄金屋”，能从读书中悟出
道理特别有意义。

上演新版“误食墨汁”
陈毅幼年时酷爱读书，吃糍粑时错把墨汁

当糖蘸的故事，历来被人津津乐道。他的一句
“吃点墨水没关系，我正觉得肚子里墨水太少”，
诙谐中也充满着大智慧。这个故事也被“书虫
小队”所熟知，自己也因为爱看书，闹过不少笑
话。

“我记得有一次看书，从起床开始一直看到
晚上10点，除了中途吃饭外，我几乎都埋头在
书本上。因为太饿了，我随手拿起身边的东西
就往嘴里放，我还以为是零食，没想到是放在旁
边的橡皮，差点就咬上去了！”李星璇说。陈翊
骐听罢连忙点头：“你这都算好的了，我有一次
也是把蜡笔当成巧克力了，咬了一口才知道！”

对读书上瘾的他们，有时候开了一本书，睡
前一定要读完，否则就连睡觉还一直惦记着。

“但是妈妈不让我们晚睡，我就躲到衣柜里打着
小夜灯继续看书。”梁宝文说。李星璇和欧广源
也说，自己有在被窝里打灯看书的经历，还被家
长“抓包”过。

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周励芸幼
儿园中班就会背三字经，王一诺2岁时就会背
古诗，背书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有时候假期
出去旅游，我都会带上爱看的书，路程比较长的
话，我就会在车上看书，看书会让时间过得特别
快。”陈翊骐说。

因为现在才二年级，有很多书，他们现在还
不能完全看懂，所以，“书虫小队”盼着长大，渴
望能早点看懂更多有趣、有意义的书！

读书如“淘金” “读书为我构筑
诗意的世界”

“读书让我成为
更好的自己”

被书“喂”大的
“书虫小队”

统筹：娄丹
文/图 娄丹 张翠玲 吕中言 陈慕欢

人物：江门一中党委副书记
唐健荣

感悟：一日不读书，便觉面
目可憎，语言无味。

人物：江海区天鹅湾小学二（6）班“书虫
小队”

感悟：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悟出道理特
别有意义。

人物：江门市紫茶小学六（13）班
学生周燃

感悟：经过时间考验的书籍更值
得自己去读。

人物：蓬江区紫茶中学九（1）班
学生徐畅

感悟：读书是一件赏心乐事，让
我的想象和心情有了存放的空间。

周燃在读周燃在读《《红楼梦红楼梦》。》。

对于徐畅来说对于徐畅来说，，读书读书
是一件赏心乐事是一件赏心乐事。。唐健荣每天在唐健荣每天在

““书海书海””里办公里办公。。

““书虫小队书虫小队””
享受阅读时光享受阅读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