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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读书文化并没有很好地被
研究，都是停留在诸子读书法，停留在孔
子的《论语》上面。事实上，中国的读书跟
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读书不一样，中国的读
书是以学取仕的，中国的官员从孔子开始
就是“学而优则仕”，接着做了官以后，

“仕而优则学”，这样的读书文化是值得我
们大力推动的。尽管有买官卖官的情形
发生并流传，但绝大多数的古代官员都是
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的。在古代，学做官就
是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管理。

我们中国的阅读学最值得研究的是
阅读文化。谈及阅读学的问题，我们的阅

读学基本上不称为学，我们只有阅读历
史。因为欧美国家的小学都有阅读课，我
们小学只有语文课的诵读。老师告诉你
这里意味着什么，这个阅读理解，你必须
死记硬背。我们的阅读很僵化，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大学。而在最需要有阅读学
的大学，阅读文献、阅读资料、阅读专著必
须要有规律性研究，但是我们也没有。

“全民阅读”说了那么多年，“全民阅
读学”研究过“全民阅读”应该是什么，“全
民阅读”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吗？“全民阅
读”是成年人的阅读，不是学前儿童的阅
读，也不是小学生的阅读，但是这些阅读

都包含在“全民阅读”的大内容里面。此
外，我们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也
是阅读社会学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日
本明治大学的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阅读
的力量》。书中提到，他跟高中同学上了
大学，十几年他们两个人创办一个读书
会，现在由于工作等条件不方便就停止
了，而在这几十年中，这个读书会就只有
两个人。我们对读书会的各种形态、模式
及效果都要做研究。通过我们对读书会
的系统研究，就可以形成全国读书会。

与此同时，读书会线上线下的互动
和运作规律都需要很好的研究。线下线

上该怎么弄，移动互联网条件下阅读活
动 应 该 怎 么 样 更 好 的 开 展 ？ 现 在 VR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马上要铺
天盖地了，眼镜片夹在手机上就可以当
VR 看了，这样的话可以在 VR 条件下参
加读书会。这些东西也应该成为我们关
注研究的对象。

阅读的内容也需要仔细考量。读书会
是一个交流性质的阅读平台，事实上是多
人阅读的平台。读书本来是私人化的行
为，但是读书会是多人进行阅读，通过互动
造成新动力可以形成新的阅读效果。

读书会社交平台 2016.10.19文/聂震宁

研 究 阅 读 学 ，共 倡“ 全 民 阅 读 ”

如果大脑是一台计算机的话，那
很惭愧，过去我一直都不开窍，处于“黑
暗”的 DOS 时代——那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主流的操作系统，只有黑压压的
屏幕和闪烁的指令行，绝对是一个“反
人类”、体验很差效率极低的系统。一
次偶然的机会，我不敢说它让我的思考
方式完成了从 DOS 系统到 IOS 系统的
升级，但至少有了一点点“开窍”的感
觉，就是这本《穷查理宝典》。

查理·芒格是巴菲特的搭档，其学
识之渊博，智慧之深刻，比肩巴菲特恐
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如果没有
查理，那么巴菲特恐怕现在还蹲在地上
捡烟头（在投资领域里指买低估值无人
问津的便宜货）。

《穷查理宝典》其实是查理·芒格在
向他的偶像——富兰克林致敬，后者有
一本智慧书《穷理查年鉴》，他们两者有
一个相似之处：通过终身的自学，实现
了人生的跨越和自由。这本书虽然很
厚，但是通篇查理只在讲两个观点：跨

学科思维和逆向思考。
跨学科、跨界，这在今天

已经是烂大街的流行语，尤其
在创业圈盛行。但查理讲的
跨学科是指，在大脑中建立不
同学科的模型，用真正的不同
学科的思考方式来理解和解
决问题。比如，经济学家，看
任何问题都要讲供需，甚至有
人调侃，如果学好了供需模
型，那么连一只鹦鹉都能成为
经济学家。查理说，如果你手
中有一个锤子，那么你看到什么问题，都
像钉子，想拿自己的锤子去敲一下。回
到经济学模型，经济学之所以成立，有一
个重要的边界和前提假设“理性人”，认
为大家都是以价值和效用最大化来决策
自己的行为，一切的分析都基于这个前
提，经济学家都在这里面兜圈子。

但事实证明，人们并不总是理性
的，有时会意气用事，有时会冲动行
事。所以当分析经济、资本市场问题，

你必须引入心理学的模型，而不能刻舟
求剑的用经济学假设。查理·芒格还提
出了更多的需要学习的思维模型：工程
冗余模型、物理化学的临界点模型、生
态系统模型等。

现实世界是无比复杂的，投资说起
来大道至简，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困
难，建立跨学科思维模型，是我们升级
自己大脑认知，很重要的一步。

《新京报》2016.10.15 文/许树泽

在《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一书
中，作者以文字为画笔，勾勒出了许许
多多来自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地
方的孩子的故事、孩子的童话、孩子的

梦想。这些梦境虽然可能有些奇异，
看似虚幻，却与现实紧密相连，是如此
鲜明地反映着孩子们的童年，他们的
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的
美好愿望。这些具有差异性的故事，
共同组成了一部反映当今社会中国孩
子们生活与精神状况的全方位图景。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不仅规模宏
大，创作了一百篇来自不同现实背景的
孩子的故事，而且构思巧妙、独特，在题
材上多元化，在写法上也不拘泥于小说
体裁。作者采取“梦幻现实主义”的写
法，根据其“梦”的主题与孩子的角度，
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发散思维，引
入了散文和诗的写作意境，在文字上也

部分采取梦幻和意识流的风格，去探寻
孩子对现实事物在梦境中的映像，以及
梦境发展的脉络和延伸模式，凝聚了作
者对于孩子思维的深刻理解。可以说，
这些故事是在小说的基础上，用散文与
诗歌等多种语言风格写成的纪实文学，
是“梦”与“现实”交织的童话故事。

童年，是每个人最珍贵的天然礼
物。《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以其为出发
点，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将当今孩子
的现实境况与梦联系在一起，以梦反映现
实，记录现实，以梦描绘童话，创造童话。
这使得本书在保有童话故事固有的梦幻
风格的同时，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
意义。 《文汇报》2016.10.24 文/董宏猷

《冬天的故事》是莎翁生命中倒数
第二部剧作。与“悲剧大师”之誉略显相
悖的是，故事选择大团圆的喜剧式结
尾。当初誓将妻子和“情人”赶走的西西
里亚王列昂特斯，在经过 16 年的漫长忏
悔后，终与妻子还有女儿实现了大团圆。

对名人作品的改编，向来是作家的
一大挑战。作为莎翁死忠铁粉的温特
森选择改写了此部作品。温特森秉承
了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变换并不多，
西西里亚王列昂特斯在这里只是变成
了地位同样显赫的大富豪，甚至连牧羊
人的身份也“懒”得替换。温特森所做
的，就是小心翼翼将这个故事移植到今
天现实生活的舞台。这并非投机取巧，
而是让故事能够更好地与时代接轨。

考虑到时代语境差异，《冬天的故

事》里无处不在的宗教力量，在《时间之
间》中被温特森巧妙地置换为注重实证
效果的科技力量。出于对妻子咪咪和
好友赛诺关系的高度不信任，列奥特地
在家里甚至卧室安装了多个高清摄像
头，就是为了暗中捕捉妻子不忠的铁
证。但密布的摄像头始终无法给他提
供有力的证据。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
控制自己早已火星四溅的嫉妒情绪，总
是不停地恶意猜测甚至是臆想咪咪与
赛诺的关系，以致最后作出要杀死好友
赛诺并拒绝承认亲生女儿的疯狂之举。

无论是莎翁笔下的列昂特斯，还
是温特森笔下的列奥，他们的嫉妒之
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既因人
性中本来的恶，也与他们的身份环境
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奥虽不能如列昂

特斯那样一言九鼎，但只要他愿意，强
大的社会资源操控能力依然可以助其
轻松达成常人难以企及的目标。因为
地位过于显赫，能够对他们道德观念
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变得稀少，即便
有，他们固执的思维里也根本容不下
任何相左的意见。

真正值得惊叹的是，当温特森以今
天的口吻重述 400 年前莎翁的这个故
事时，读来居然没觉得有跨越历史的鸿
沟感。这个故事就像发生在今天的我
们身边，毫不突兀。这样的感受不仅仅
因为温特森非凡的讲故事能力，还因为
400 年来虽然社会物质高度富足，但嫉
妒的人性弱点并没有得到深入彻底的
改造。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10.8文/陈凤霞

你需要像电脑一样升级

《穷查理宝典》，彼得·考夫曼编，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 ；《穷理查年鉴》,本杰明·富
兰克林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以梦反映现实 以梦描绘童话

《时间之间》：400年来我们仍然没能摘掉面具？

扎迪·史密斯曾以处女作《白牙》引起英
国文坛注意，被誉为“新千年第一部伟大小
说”，而她的第三部小说《美》一经推出便进
入布克奖决选名单，更为她赢得柑橘奖。

《美》围绕着两个同样来自学术界却秉
持截然相反价值观的家庭展开，小说通过贝
尔西家和基普斯家之间发生在大洋两岸的
一系列文化战争与情感纠葛，联结起从家庭
生活、政治立场到个人、学术与政治领域的
诸多方面激烈的观念碰撞，试图阐释爱与美
的意义，以及生活可能对其产生的种种影
响，随着贝尔西一家的解体，折射出我们这
个不安定时代的惶惑，直指家庭的核心。

小说大胆、喧闹的情节铺垫，完美设置
的或诙谐或尖刻的对白，对学术界的荒诞现
状入木三分的刻画，无一不体现出扎迪·史
密斯对宏大的、福斯特式主题的绝妙把控：
友谊、婚姻、社会冲突、艺术性论战。就某种
程度而言，这是一次借由布鲁姆斯伯里式的
写作媒介赋予现代生活尊严与意义的尝试。

光明网2016.10.15 文/顾学文

阐释爱与美的意义

《美》，[英]扎迪·史密斯著，翠丽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

袁珂60年如一日，埋头钻研神话，把散落
在群籍中的吉光片羽遴选出来，将中国古代神
话十分丰富而零散的资料熔铸成了一个具有
系统的整体，创建了中国神话学宏观架构，为
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50年，他的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
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
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的学术声
望。之后，袁珂先后撰写了《古神话选释》

《神话论文集》《袁珂神话论集》《山海经校
注》《巴蜀神话》(合著)等 20 多部著作及 800
余万字的论文。800 万字的著作，其中不少
的作品被译成了日、俄、英、德、法、西班牙、
韩等多种语言，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弘扬华
夏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神话传说：从盘古到秦始皇》是袁
珂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因专业
系统且通俗易懂，出版 30 年来，受到了国内
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
韩等多种语言。1983 年，在旧版《中国神话
传说》基础上历经两次重要增补修订而成
的新版《中国神话传说》一书，内容已达原
来的 4 倍，字数达 60 余万。

《深圳晚报》2016.10.24文/谭宇宏

《中国神话传说》：

填 海 追 日 的 研 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