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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在竹简上刻的字当成了经，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日

中天，有诗、文为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

读读，书里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读读读

，书中自有千钟粟。”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

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

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对书的痴迷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以为只要书上说的都是

对的，书是真理的代名词，也是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代名

词，以至于“两耳不闻窗口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程

度。大凡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不受以上议论影响的，至今人

们依然把高考当作科举来对待，似乎只有读书是改变命运的

唯一出路。 笔者当然也不例外，也是经历过十年寒窗苦，才

跳出农门的。也曾抱着对书深信不疑的态度来读，读着读着

才发现，原来所谓的圣贤书只不过是识字人的游戏，书中展

现的世界未必是现实的世界，书中所说的事未必真实的事。

再看现代人写的书，多看几本才知道，原来写书论文不过是

小孩子玩的积木游戏。于是对读书就越来越谨慎了，也有了

自己的读书标准。 1、社会阅历或专业、职业经历低于二十

年的人写的书或文章不读； 2、书名或文章标题没有创意的

不读； 3、超过五百页的书不读（工具书除外）； 4、文字不

优美的不读； 5、读不懂的书不读； 正如听音乐一样，乐曲



不优美的不听、演奏或唱得不好的不听一样，如此可读的书

也就越来越少了。文以载道，书和文章是用来传播道理的，

世界上哪有那么复杂的道理，需要一千句一万句都说不清楚

的，写书就像唱歌一样，一张嘴就能打动人，这样的书才值

得欣赏与品味。 从前年开始，一不小心写了本书出来，因为

纯粹是随意之作，只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体会和感受写了出

来，所以根本也没有什么引经据典，更没有什么名家大作的

参考，也没什么深奥的道理，一切就像小河淌水一样。也正

是因为这样，成为了行业里的畅销图书。 但是，我自己心里

很明白，即使如此我才把我知道的做律师的道理讲出百分之

十来，还有百分之二十有待于面对面的交流，还有更多的部

分则需要手把手的教，才可能让别人真正有所感悟。我的书

充其量还只是到了写得好、说得好，还远没有到达让人做得

好的程度。当然无论干哪行，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还得靠

自己。 就书而已，再伟大的著作写的都不过是作者感受到的

世界的一部分，每一个人感受的世界正如世界上的树叶一样

，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人能用自己的感受代表越多

人的感受，引领越多人的感受，他就越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

人物。 能感受不同的人的感受，感受不同的人的世界，这才

是学习之本，读书仅仅是感受别人的感受、感受别人的世界

的一种方式，而且是间接的，直接的感受往往来自自己亲身

的经历，所以也就有了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 

所以读书如果不能读到作者的经历和产生那些文字的土壤，

那样的书不读也罢，任何文字和文字背后的思想、道理都有

自己独特的土壤，离开那块土壤就会成为天上的云，失去其

存在的依据。读书人最荒唐的事，就往往用一种道理、一种



观点去打压、消灭另一种道理和观点，这样就会失去学习别

人的感受、感受别人的世界的机会，容易把自己知道的世界

当成了世界的全部，显然，这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如果，

坚持这么做，就会走到极端与荒诞。 另外，读书还有一个最

大的困惑，每一个人的感受从思考到文字、从文字到文章都

有一个穿衣打扮的过程，而且读书人往往习惯于包装过度或

者说构思过度，以为赋予每一个细节越多的内涵，就越有价

值，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正因为如此，读书最辛苦的事

就是要剥去那些包装、伪装以及额外强加进去的内涵，否则

从书中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这也就是一个人为什

么会读书越多越糊涂的原因，也就是李敖先生说的“中书毒

太深”。 所以，一个善学的人，绝对不会放弃向书本学习机

会，尤其是读好书的机会，更不放弃面对面地交流与学习，

更注重到产生那些文字的环境、土壤中去感受作者的世界，

只要能读到作者思考的路径，同时也多了一份自己亲身的经

历和感受，这样的学习也就算大功告成了。 读书人首先是人

，对同样的人、对同样的事记读过的书的人与没有读过书的

人的感受未必不一样，但是表达方式却往往会不一样，读书

人只不过是把普通的人感受用读书人方式表达出来而已。所

以读书，形式的优美固然值得欣赏，但切忌被形式上的优美

迷住了眼睛，看不到读书人世界的本来。 中国人从来都看好

读书、爱好读书，而且越来越多的加入到爱读书的行列，但

是如果不能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于人。”（《孟子&#8226.滕文公上》）的窠臼中

解脱出来，如果读书仅仅是为了治于人、食于人，那么读书

会越读越痛苦，如果仅仅是为了谋生而读书，也会越读越没



苦涩；一个人只有读书读到让自己的生命放出明亮而温暖的

光芒，这个时候读书才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享受。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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