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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 么 是“ 无 用 之 书 ”？
您觉得，读这些书有什么作用？

梁小民：现代人讲求功利，
比如，拜佛许愿时求的是功利
的东西。片面认为读书上大学
就能改变命运也是一种功利的
做法。过去想从书中得到颜如
玉，现在则想从中得到白富美，
都是功利心取代了兴趣。只有
在兴趣的引导下，读书才能持
久。

所谓“无用之用”，就是说
这些书并不发挥即时的效用，
但 它 们 对 人 们 社 交 能 力 的 培
养、性情的陶冶、对知识面的扩
充，乃至对德行修养的提升，都
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达成的，这
才成其为“大用”。

问：您说读书能够提高人
的社交能力，您身边有这样的
事例吗？

梁小民：我在美国康奈尔
大学学习期间，一位同学给了
我很深刻的印象。他整天去听
其他专业的课程，一问之下，得
知他父亲初到台湾经商时非常
不顺利，后来有一个外国人到
他办公室商谈，无意间发现墙
上挂着一幅莫奈油画仿作，于
是两人就印象画派的话题聊得
格外投机。最后，原本不抱希
望的商谈意外地取得了成功。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共同的知
识和爱好往往是成为朋友的基
础，而这些来自于广泛而无目
的的阅读。因此我说读书能够
锻炼与人交往的技巧，提高人
的社交能力。

问：您平时按照什么标准
来选书、荐书？

梁小民：其实选书是一件
特别困难的事，我也经常碰到

“烂书”。
在选书的时候，先不说它

好坏，而是说适不适合你。就
像我经常举的例子，《源氏物
语》，你说它是不是经典，它当
然是，可是我看了 3 次，都看不
下 去 。 还 有《卡 尔 马 佐 夫 兄
弟》，我也看不下去，因为它实
在太阴暗了。所以说，选一本
好书主要还是看两点，一个是
社会评价，二是看你喜不喜欢。

问：您平时读书做读书笔
记吗，有没有做读书笔记的方
法可以分享一下？

梁小民：我写读书笔记，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摘录一些
重要的话，以后写作可能会用
到。再一个是写自己的感受，
也就是你看书的时候，书中的
一句话激发了你的想法，那么
就在读书笔记里把这个想法记
录下来，如果过了这个时候再
去想，可能就想不起来了。

对话背景：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日前携新书《无用才读
书》现身北京大学，开展了一次题为“无用之用：梁小民的读书
经”的“北大博雅讲坛”专题讲座，分享他的读书经历和感悟。

对话人：经济学家梁小民
采访者：牛海荃 胡梓媛

多读“无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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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节开幕

文化动态

本报讯 第 三 届 海 峡 读
者节暨全国夏季馆配会日前
在福建省福州海峡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会上展出图书品
种逾 15 万种，设立闽版图书
专区、台湾图书专区、少儿图
书专区等，引进台湾地区出
版的图书 3000 多种。

本届海峡读者节由福建
省 全 民 阅 读 工 作 组 委 会 指
导，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主办，福建新
华发行集团、北京人天集团
承办。展会邀请全国约 500
家出版社和 200 多家图书公
司参展，供千余家图书馆和
各实体书店等进行图书现场
采购和样品采购。

读者节将持续至 5 月 20
日，在福建省内新华书店和
其他书店设立分会场，举办
丰富的读书活动。活动强化
两岸文化特色，一方面，邀请
子鱼、林玮等台湾知名儿童
文学作家、诗人与读者零距
离互动，突出海峡两岸书香
文化交融特色；另一方面，将
开展福建省新华书店“闽”文
化和地方文化专柜活动，着
力弘扬闽南文化、客家文化、
妈祖文化、朱子文化、船政文
化、红色文化、畲族文化等地
方 特 色 文 化 ，推 进 其 传 播
传承。

读者节期间，主办方还
将推出中小学校园“书香校
园行”公益阅读讲座系列活
动及“致敬名家·朗读经典”
朗读比赛等。

繁星

对话

◆唐斐婷

很久以前读过这样一段话：
“作家是磨镜人，每一部作品都是
一面镜子。好的磨镜人把镜子磨
得晶莹剔透，纤毫不染，随着四时
阴晴，光影变幻，岁月迁移，心迹
哀乐。读者揽镜自照，总会看到
不同的事物，探测到不同的生命
深度。透过阅读，竟能与作者进
行一段永无止尽的对话。”

读书是揽镜自照、探测他人
生命的深度，也是与作者的对话。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通
过新媒体这个扩音器，关于读书
的呼声似乎从未如此激昂。这是
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读书也被
裹挟其中，在这个名正言顺的节
日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读书，是最低成本的社交》
《读书自救》《股神巴菲特：我们为
什么要读书和终生学习？》《不会
读书，比不读书更有害》……微信
公号里，各类提倡读书、教人读书
的文章层出不穷。

线下的各类活动也一年比一
年丰富。国家图书馆、三联书店、
单向街，读书类活动一扫前些年
的暗淡憋屈，开始扬眉吐气地成
为众人追逐的时尚。

也许，当社会的时尚从对金
钱、颜值的追逐渐渐转向读书时，
我们应当倍感欣慰。这意味着人
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以及自己
所处的时代。

事实上，当下的时代从不缺
乏关于成功学、鸡汤类的文字。

不 只 是 在 读 书 日 ，
在 新 媒 体 的 江 湖 里 也
可见一斑。率先红火起来的“十
点读书”、“为你读诗”日日煲好鸡
汤，人们每天按时服送即可；甚
至，这些公号还可以在某些场合
成为一些人用来装点门面的“救
命稻草”。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焦虑、迷惘，成为许多人的标签。
我们身处汹涌前行的社会大潮
中，不由自主地走向未知的远方；
我们奋力想抓住些什么，让未来
的日子不那么茫然。

读书，显然成为一个合适的
精神出口。读书日，自然也成为
值得标榜的重要节日。

从某个角度来看，社会以读
书为时尚，应当是一件鼓舞人心
的事。

但细究起来，读书应该是一
种时尚吗？真正的读书，需要这
么多借助外力的呼喊或督促吗？

我曾有过一段非常纯粹的读
书时光。在一个静默的时空里，
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也无需旁人
督促，我每天沉浸在书中的山川、
荒原、河流、飞鸟、繁花。一页页
翻过那些凝固在泛黄书页中的时
间与空间，仿佛自己已跋山涉水、
走过许多岁月与人生。

而 在 那 些 他 人 生 命 的 照 见
中，我也日渐明白其中更深一层
的意义：阅读是藏身之所。阅读，
更是孤独者的狂欢。

在这样的藏身之所里，
呼喊和喧嚣都是多余的，这
应是独属于读者与作者的时
光。 在那些安静沉默的日子

里，我时常感到一种周
身血脉的涌动、与人
相 见 的 欢 愉 ，以 及
对世界无限的窥探

好奇之心。有时候，
我甚至隐隐觉得自己可

以攫住一些世间的真相。
《白鹿原》里说，凡人与

圣人差别在于一张纸，凡人
投胎转世时带着前世死去时
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揭

去 纸 的 ；凡 人 永 远 也 看 不
透眼前的事，而圣人却对
纷纭世事看如观火；凡人
只有在经过圣人揭去蒙脸

纸点拨后才能看清，而后却
又变得浑然一全和瞎黑了。

读书，或许可以为我等凡人
揭下那层蒙脸纸，让眼前的世界
逐渐变得光亮。那一点光亮，也
正是许多阅读者毕生迷恋追逐的
全部意义。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需要呐
喊呼号的读书日，也许正在彰显
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还缺乏真
正理解读书真谛的大多数。在当
下这个人声鼎沸的时代里，拥有
一段毫无打扰的读书时光，成为
一个无须旁人提醒的阅读者，仍
然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

与热热闹闹的读书日相比，
属于个体的真正阅读更应是一种
年深日久的塑造。在一本书的世
界里，读者与作者彼此相对静坐，
共同探索一段属于彼此又各自不
同的时光。

数字化的浪潮如狂风暴雨般
席卷我们，但在读书的呐喊声日
渐响亮的今天，或许，我们应该冷
静地在这个纷繁的读书日里看见
不止于呐喊和装饰的意义。

读 书 应 当 是 时 尚 吗 ？ 我 以
为，读书更应当是一种日常。

或许，作为大多数人的社会，
读书日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宣誓，
那么，作为个体的我们，如何抓住
这个契机，把阅读的意义融入日
常，才是更具深远意义的事吧。
这也应是每一个阅读者真正的
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