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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 云岩区少年宫教

师、云岩区阅读推广人、区朗

诵协会主席、《云岩二十四节

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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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

们常常以“有用” 与“无用” 来评

判事物的价值。倘若我们断言读书

无用，那是因为它无法直接转化为

物质财富或提升社会地位。 然而，

在李玲眼中，这恰恰是读书的独特

魅力所在。它或许不能带来眼前的

功利，却能赋予我们有趣的人生体

验。

同样充满趣味的， 还有种花、

品茶、摄影等活动。 种花，能从播

种、发芽，到生长开花，甚至结果的

完整过程， 感受生命的奇迹与喜

悦；品茶，则能从茶

叶生长、 炒制到在

杯中舒展的细

节中，品味

生 活 的

淡雅与

宁静；摄影，虽然需要携带繁重的

设备，跋涉遥远的路程，但当那一

刹那的美好被镜头定格时，所有的

辛劳都会化为无比的快乐与满足。

阅读亦是如此， 每一次翻开书页，

都仿佛是体验了花朵盛开、茶叶舒

展和美好定格。

读书有趣，是因为打开书的时

候，能体会爱与陪伴。 身为母亲的

李玲，对童书情有独钟，其中她最

为喜爱的便是那本《爱心树》。 这

本书讲述了一棵大树如何无私地

给予一个小男孩成长中所需要的

一切， 用博大而深沉的爱滋养着

他，却从未期待过任何回报。 从她

的孩子们幼儿时期，李玲便开始了

与他们的阅读之旅， 用书籍为纽

带，将爱与陪伴融入每一个温馨的

夜晚。 她相信，通过阅读，孩子们不

仅能汲取知识，更能感受到母爱的

温暖与陪伴的力量

如何让孩子们体会读书的趣

味？ 作为一名美术老师，在第 29个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李玲给孩子

们上了一堂阅读与美术结合的课。

在课堂上，李玲从封面、封底、扉页

介绍了书的结构，也讲述了藏书票

的历史和故事，同时还介绍了《小

王子》和《小蝌蚪找妈妈》等书籍。

在实践中， 她让孩子自由发挥，为

自己喜欢的书籍创作独一无二的

藏书票。 当孩子们把自己绘制的藏

书票贴在图书扉页上时， 设计、绘

制、读书这件事也变得更加有趣。

“阅读，就如同父母的悉心教

养、老师的谆谆教诲，慢慢改变着

我们的人生。”作为热爱阅读的人，

李玲体验着读书带来的无尽趣味。

在如今这个新媒介、新场景、新形式不断涌现的时代，读

书日提醒着忙忙碌碌的人们勿忘在大好年华与阅读相伴。

我们该如何读书？读哪些“有用”之书？读书的意义是什么？记

者带着这些疑问专访了诗人哑默和作家李玲。

诗人哑默，今年 82岁。回望已度过的时

光，他的人生轨迹仿佛是一部绚烂多彩的文

艺长卷。

少年时代， 他狂热地迷恋拉小提琴、绘

国画；步入青年，他沉浸在文学的海洋中，尤

其擅长用诗歌表达情感。 年近半百时，他深

入研究中国经典， 探寻其中的智慧与奥秘；

古稀之后，他又回到“诗” 的世界。 但这次，

他不仅仅是在纸上书写诗篇，更是在生活中

寻找诗意的踪迹，用诗意的眼光观察世界。

当被问及该如何阅读？哑默先生以其多

年的阅读积累和丰富的人生轨迹总结出一

条阅读路径。 他强调，阅读应遵循先精读后

泛读的顺序， 从而构建起一个金字塔形的

“智识结构网络” 。

首先，他推荐精读《论语》《老子》《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三部经典著作，深入品

味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髓。这三部书如同

智慧之源泉，能够滋养人们的心灵，为后续

的阅读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他建议阅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的《国学大师丛书》。 这套丛书汇聚了清末

民初时期涌现出的国学大师们的经典思想，

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交流碰撞的重

要窗口。 其中，他特别推崇蔡元培、胡适、梁

启超、辜鸿铭、陈寅恪等大师的评传，认为他

们的思想深邃而独特，值得大家深入学习和

领悟。

之后，哑默先生推荐阅读钱理群、陈平

原、王晓明等“新三级学人”的著作。这些学

者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入学、80 年代初毕

业，他们的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深入，为大家

提供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视

角。

哑默先生也提倡泛读国外的文学、哲

学、历史等书籍。 这些书籍能够帮助我们打

开眼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和

价值观念，从而丰富大家的内心世界。最后，

他鼓励大家广泛涉猎音乐、美术、影视等艺

术领域，获得心灵的滋养和启迪。

通过层层递进的阅读路径，哑默先生认

为能够逐步构建起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智识

结构网络， 从而形成一条属于个人的人文

“中轴” ，人生也可以走得稳妥一些。

《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

作者：王岳川

本书以独到的眼光、详实的资料，对本世纪西方哲性诗

学作了较为准确的总体把握， 深刻地揭示了以下各流派的

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生命哲学与哲性诗学、现象学还原与

本体论美学、分析心理学及其诗学模式、虚无境遇与存在诗

学、解释学哲学与文本透视、接受理论与多元意义召唤、权

力话语与解构策略、后现代危机中的哲性诗学、新历史视域

中的文化诗学、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文化研究与边

缘诗学精神。 适用于广大美学、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外婆的月亮田》

作者：肖勤

该书以儿童“小竹儿” 为叙述视角，描述了外公外婆

那一代人之间朴素、隐忍的亲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云贵地

区的仡佬族， 内容中既有对仡佬族繁衍生息美好风景的

展现， 也有对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 文化特色的描

摹；既有对世代相传的生存哲思的及时捕捉，也有对人生

至理深入浅出的阐释。 语言活泼优美，具有诗的韵律，是

一部有声音、有清香、有颜色，充满了温情、诗意的作品。

《中国思想史》

作者：葛兆光

葛兆光是少有的兼通文史哲研究的大家。他的学术历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悠长又充满着自我革新。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考古事业发展，出土简帛越来越多，这些新资料，

让葛兆光不得不重新打量古代思想世界，不能仅仅局限在传

世文献，以及根据传世文献叙述的传统思想史中。 著名历史

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曾评价该书是“以崭新的角度和层面

展示给人们的，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思想世界” 。

推荐书目

让阅读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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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默（1942 年—），原名伍

立宪，贵州省普定县人。 中国现

当代新诗先行者、作家、文化人

士。 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文化研

究工作，著有《哑默 世纪的守

灵人》文著十三卷。 在海内外发

表、出版著作有《乡野的礼物》、

《墙里化石》、《暗夜的举火

者》、《见证》、《梦中故园》等。

阅读的路径

先精读后泛读

哑默：

A

推荐书目

《一个人的安顺》

作者：戴明贤

该书通过作者当时少年的眼睛，写出其父辈、亲友、

乡邻散淡生动的小城生活及风俗人情， 写出这座莹白的

石头城，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浮世人生———传统夜郎

古国的淳朴民风，抗战涌入的“下江人” 带来的新鲜气

息，二者交织出时代的激荡和变化。这本书里的生活化的

气息让人觉得那个年代的那座石头城很有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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