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习惯把“读书”和“教育”
并列为同一件事，读书不仅是一种文化
知识的学习，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熏陶
和传承。自古以来，读书人就有一份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一份传道授业解
惑的责任。

目前全国艺术类院校招生火爆，我们
在招生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不少好苗子，但
也普遍感到学生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创作
作品比较肤浅，缺少深刻内涵。我认为，
重要原因是有的同学文史哲根基薄弱，教
学没能及时回应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绳
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

传媒学生是文化建设的新生力量、战
略储备。同学们的文化素养、创作水平，
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大学教育要“坚
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
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20年，我
们率先在全国进行艺考改革，全部实行文
史哲科目考试，就是要树立一个风向标，
倡导和鼓励同学们抓住传统文化中文史哲
这个“牛鼻子”，把“读书学圣贤”作为
天下“第一等事”，在孔子的仁、孟子的
义、老子的智慧、庄子的辩证中把自己放
进去，思考自己该怎么做。锤炼理性和智
慧，强化人本、人格、人文精神。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用优秀传统文化强基铸魂，站
稳脚跟，建构我们内在的思想、修为和
精神。

传媒学生正处在知识大迁移、传媒形
态大变革、传播力量大爆发时代。教育部
明确提出新文科建设，同学们要以此为契
机，在“通”字上下功夫、做文章，打破
专业的局限和条条框框，强化跨学科的阅
读和学习，创新和重构我们的读书模式与
知识形态，实现知识的跨界重组。打通传
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任督二脉”，在文
史哲和人文科学上实现融通，在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上实现融通，在人文社会科学
和医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上实
现融通。“用传媒的力量守护人的价值、
用人的价值引导传媒的力量”。

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美丽而宁静，无
论是春天教室窗外清雅高洁的玉兰花，还
是金秋时节大路两旁满目金黄的银杏叶；
无论是夏天博学楼前触手可及的绿荫，
还是冬天钢琴湖晶莹剔透的镜面。在美
如诗画的中国传媒大学校园，同学们尽
可以好书为伴。钢琴湖畔、明德楼前，
书声琅琅；核桃林里、银杏树下，俊采
飞扬。书卷和着青春的气息在美丽的校
园里交融升华。

从 2019 年起，中国传媒大学创设了
春季和秋季读书周。学校拿出固定的时
间，成立专门的机构，提出具体安排，要
求各学院推荐阅读书目，学生每人撰写读
书报告。倡导和鼓励同学们在读书中树立
四种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系统集成的
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文字表达的能
力。全校师生开展了“得到读书奖学金”

“书香人文阅读”“云上伴读”等活动。中
国传媒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无数次调整与
推进，正是要给大家创造一个美好的读书
环境。

建设“书香校园”是中传人长久以来
的梦想，中传知行书店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正式开业。“知行”，不仅是希望同学们

“知天下，行未来”，更是希望同学们了解
知易行难，践行“知行合一”的朴素哲
理。希望中传知行书店和新华尔雅书屋能
够秉承“知行”真意，依托中国传媒大学
的学科优势和新华书店总店资源的加持，
在权威、专业、精品上下功夫，多提供精
品专业书，多组织思想文化交流，多支持
专业学术实践活动。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希望同学们
通过阅读切实提高道德修养和人文素养，
包含“忠诚、自信、包容、竞先”文化基
因的新中传精神广泛传播，嵌入中传人的
精神家园。回望所来的未知，汲取往圣的
智慧，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每一个不
曾阅读的日子，都是对大学的辜负”。

不负韶华好读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廖祥忠

图书被码成中
国传媒大学的校标
形状，这成为中传
知行书店的一处阅
读风景。

中传知行书店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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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 中华书局
《中国哲学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

中华书局
《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增订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解读中国经济》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中信出版集团
《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
活中的策略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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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师说师说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又到了，我很乐意
与青年朋友交流读书心得。读书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我以为读书能够益智、养性、
励志、怡情、美德……对于今天这个时代
的人来说，与书为伴，其乐无穷。早在
2009年5月，习近平同志就曾经对中青年
干部们讲：“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
书的好处很多，如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
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性情、培养和提
升思维能力等等。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
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治心养性，一
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我期盼
让读书丰富我们的心灵！

读书是丰富内心、提升品格的“捷
径”。我们的人生是需要经营的，让我们
的人生丰富多彩的主要方法就是读书。阅
读古人为我们留下的灿烂文化遗产和精神
财富，阅读当今世界各国创造的先进文化
和科学成果，阅读不同种族和民族创造的
优秀文化和独特魅力，都使我们比我们的
前人和同时代其他人更为聪明智慧、丰富
自信，都使我们更有可能塑造和形成自己
的高雅追求、高尚品格、宽广胸怀。读书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我、丰富内心、规划
未来，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参与社
会、改造社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是很好的读书榜样，他在延安农村插队
时，坚持不放弃读书，上山放羊时身上揣
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读书；锄地
休息间歇，也拿出书来读。他回忆说：

“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
时能够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
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
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他在许多场合
谈起年轻时读过的世界名著，都是信手拈
来。正是这种刻苦学习精神，使他能够为
党、国家和人民做这么多的工作。

读书是保持宁静、增强定力的“捷
径”。读书是我们改善和调整心灵状态、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我们生
活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喧嚣的外部世
界和急速变化的环境都在侵蚀着我们本来
就不很强大的思维和定力。每一个人都宛
如一个个旋转着停不下来的陀螺。我们身
边不少人都不同程度患上了“物欲症”。

“物欲症”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
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
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个人债务沉重，
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美国民意调查专家
理查德·哈伍德在1995 年就指出：“在美
国，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现在正在变得越
来越物质主义，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热衷
于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自私。”我国改革
开放已经40多年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
大提高了，但是仍到处可以看到一批批的

“物欲症”患者。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积极
寻找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是不是也
需要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不是
也需要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读

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加
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坚定追求全面发
展的定力。

读书是知识更新、勇于创新的“捷径”。
大学生应当是带动全民阅读的先锋队和生
力军。倡导全民阅读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形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具有十分重要和十分
深远的意义。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
族，是没有希望的，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
和气质，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
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曾
对人生不同阶段的读书提出了不同的要
求，他说：“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接
受力强，应该抓紧读一些对自己终身成长
具有关键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的好书。”
今天我们面临着时代步伐的突飞猛进、世
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和史无前例的知识爆
炸，更加需要我们认真读书，不断丰富
自我、更新知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
有着很好的阅读传统，人们崇尚的高尚
家风就是“耕读传家”，通过阅读知书达
礼，通过阅读开启智慧，通过阅读传承
文明，造就了我国人民“读书即生活”
的优良传统。

由衷期待大学生朋友养成终身读书的
爱好与习惯，让读书成为青年一代的生活
方式！让我们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
诲：“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
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读书丰富我们的心灵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贺耀敏

2月初，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内，一位
戴着口罩、手捧着书、安静阅读的“读书哥”
走红网络，在那艰难的时日里感动了无数
人。作为武汉大学毕业的博士，他自述平
时就很喜欢读书。他的这份镇定与从容，
给人们增添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深远，必将
给全世界的人们留下深刻的集体记忆。一
晃到了4月，国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同学们也准备回归校园。在世界读书日来
临之际，我想跟大学生们谈谈关于读书的
话题。

在美丽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内，我曾经与青年大学生们分享过阅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体会。总书
记青年时期在艰苦岁月中的奋斗和磨砺，
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带一箱子
书下乡，在繁重劳动的间隙抓紧看书学习，
到处找书借书来阅读的事迹，深深地打动
了我和在场的大学生。

为什么读书？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
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
滋养浩然之气。”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
试着用自己的语言对总书记的这段话谈一
下自己的体会。

读书保持思想活力。宋代大文豪苏轼
有句诗“腹有诗书气自华”。意思是只要饱
读诗书，学有所成，气质才华自然横溢，高
雅光彩。英国著名学者培根也说过：读史
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真正的读书人，
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有灵性而充满活力的。

读书得到智慧启发。西汉时期经学家
刘向有句名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
愚。这就是说，读书可以启发心智，做一个
有智慧的人。西方的古希腊，人们把阿波
罗封为文艺神兼医药神。意思是说，文艺
和医药是亲戚，文艺某种程度上就是药，读
读文艺书，等于吃良药。

读书滋养浩然之气。法国作家雨果在
他的代表作《悲惨世界》里面写下一句名
言：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曾国藩也说
过“读书即是立德”，读书是立德修身的重
要途径。他还有一句名言“百战归来再读
书”，学校附属医院百余位医护人员从湖北
战“疫”凯旋后集中休整，学校图书馆第一
时间送上书籍，用实际行动作了经典诠释。

当今社会，资讯异常发达，书的种类不

计其数。关于大学生读什么书和怎么读书
的问题，也就是总书记说的“读好书、善读
书”的事情，交给图书馆和校园书店这样的
专业机构最合适不过。

非常幸运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藏书非常丰富，馆内设施完善，布置温馨
舒适，还拥有一家精致的校园书店——悦
读中医书吧。它是最早建立的大学校园书
店之一，也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和全国高
校联合创办的一家有特色的校园书店。

“从药王山拾级而下，抚摸阳光下盛开
的朱槿，俯身与脚边的辛夷聊上两句，抬头
瞻仰医圣仲景像和岭南名医壁，伴着图书
馆人亲手调制的中药香囊的清香，穿过图
书馆古色古香的走廊，便可揭开悦读中医
书吧藏在深闺中的面纱。”从同学们美妙的

文字，可以读出他们的喜爱之情。
服务、开放、共享是融入图书馆人和书

吧骨子里的想法。悦读中医书吧秉持着助
力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师生教学科研、营造
良好文化氛围的理念宗旨，搭建起读者与
出版社、图书馆、书商、作者间的互动空间，
共享中医药最新文化成果。

在为广大师生、中医药爱好者筑起触
碰学科前沿动态之桥的同时，书吧也在主
动拥抱新科技，迈向智慧书店，基于射频
识别RFID技术，悦读中医书吧正在实现
智能化升级改造，不仅仅是这所全国“双
一流”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文化
景观中的一抹亮色，也将在传播先进文
化、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促
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方面发挥举足轻重
的作用。

很多同学并不知道，设立世界读书日
的建议是由西班牙提出的，其灵感源自西
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节。美丽的
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
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回赠给乔治的礼
物是一本书。从此，书成为勇气与智慧的
象征。

如今，世界疫情还在肆虐，西班牙亦
处于疫情的漩涡之中。在以往的世界读书
日期间，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居民有赠送玫
瑰和图书给亲友的习俗。希望全世界因为
社交限制不能出门的人们，能够从阅读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全世界
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读书给予我们勇气与智慧
□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张建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
里的悦读中医书吧为
同学们提供了舒适的
阅读氛围。

广州中医药大学
供图

《平凡的世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理解媒介》

译林出版社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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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青春之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译林出版社
《翟双庆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采药去——在博物王国遇见中药》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

花城出版社
《中医千年抗疫史及新冠肺炎研
究与思考》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
奇缘》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帝内针》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推荐书目

明德书店人大店面积约6000平方米，
装修风格简约朴素，它已成为人大师生的
精神家园。 明德书店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