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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学生增加知识储备、提升自我修养的关键时期。而读书

是大学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

关系到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社会生存能力的提升。

经过对我校在校学生读书情况调查，我们发现，有70%以上的大

学生认为应博览群书，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有23%的大学生认为应阅

读专业性能强的书籍，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还有7%的大学生认

为只需要读有价值、有意义的书籍。众所周知，当今社会需要的是

“十字型”人才。因此，当代大学生需要阅读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提高

自己的专业素养，保证专业成绩良好。专业性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

将自身局限于专业中也是不可取的。大学生还应该阅读自己感兴趣

的书籍，结合兴趣爱好，发挥自身优势，增强才干，拓展视野。同时，

学校应积极提倡阅读，让大学生置身于浓郁的读书氛围中，增强其

阅读参与感。如此，我们才能开阔眼界，增长才干，丰富内涵，提高综

合素养，从而达到社会对“十字型”人才的需要。

当今时代，“快节奏”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杠杆阅读术》

中有一个结论：阅读完一本书后，我们从书里吸收到的内容，最多不

会超过20%。因此，高效阅读成为大学生的必要选择。那么，如何进行

有效阅读呢？

第一，合理安排阅读时间并日复一日地坚持，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如鲁迅所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

的。”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选择最适合阅读的时段，形成自己的阅

读规律。

第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排除一切干扰，并且尽可能让大脑

在读书的时候保持紧张思考。离开你的舒适区，选择一个能让自己

保持专注的阅读环境，减少干扰，如附近不要放置电子产品、食物

等，但可以选择性地播放纯音乐，在仪式感之下，开始你的阅读。

第三，根据《如何阅读一本书》（[美] 莫提默·J. 艾德勒、查尔斯·

范多伦著）所述，在阅读目的上，进行“主动”阅读，即在阅读的过程

中，与作者进行沟通，努力理解作者的思路。在阅读层次上，首先，进

行基础阅读，即认识字词，明白句意。其次，进行检视阅读，即粗读。

快速浏览书名、目录、作者介绍、核心章节、后记等，可以帮助你了解

书籍主题、整体架构、关键词目、重点章节、逻辑线索。遇到难以理解

的书，不在细节处停下。再者，进行分析阅读，把书变成自己的。根据

一本书的特质，熟练运用不同的阅读技巧，如带着问题阅读、选择快

读或慢读、圈点勾画、在空白处记录想法等。了解整本书谈的是什么

问题，理解作者是如何讨论清楚这个问题的，批判思考并客观评价

此书，注意尊重知识与个人观点的不同。最后，进行主题阅读，即把

同一个主题下的多本书进行对比分析。

第四，阅读需要输出与反馈，而构建阅读笔记不失为一个好方

式。阅读笔记需在专注的状态下制作，具体方法有以下3个步骤：第

一步，收集关键词，按照“一元化”原则，结合文字、画图、拍照等方

式，把笔记和资料存放进去，并标注好日期、书名、作者名等信息；第

二步，整理并完善笔记，必须有完整的时间、标题、脉络，有利于你明

晰结构；第三步，将笔记内容建立联系，融会贯通，使其体系化、主题

化，其中，主题是核心与重点。另外，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制作思维导

图，写书评，与别人分享等。

最后，养成定期回顾阅读笔记的习惯，形成规律。构建阅读笔记

的终极目标是应用，需将笔记中的思考化作实践。

其实无论多忙碌，总要花一些时间来让自己沉浸在书中，让自

己充实，从而体会到别样的乐趣。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让自己不仅

成为行动上的巨人，同时也是思想上的强者。书籍是一剂良药，多读

书，读好书，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渊本报实习记者 李夏芸 张子茹 郭惠芳冤

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一代对于阅读的定位也与以往不

同。对于大学生来说，读书不再只是致知，更是一种美学体

验。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们迎来了一个信息严重爆炸，

亦信息严重过滤的时代。大学生作为社会预备人才，对知识

的渴求度高，却缺乏对信息的有效分辨力，他们搭乘网络快

车，享受着更新潮的阅读体验，也容易翻覆在信息洪流的阴

沟中。为深入了解大学生阅读情况，本报记者通过线上调查

问卷的方式，对我校在校大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以我校全体在校学生为对象，囊括四个年级

的学生，其中以每一级学生为调查单位，通过抽样调查的方

式进行抽取样本，自2019年11月21日起至11月25日开展为期

5日的大学生阅读情况调查问卷的活动。该问卷共发放99

份，收回有效问卷99份，有效率为100%。同时，此次报道以收

集到的调查问卷相关问题回答为参考，基本做到据实而论。

根据回收统计的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有41%的大

学生每日阅读时间为0.5至1小时，39%的大学生每日阅读时

间为0.5小时以下，20%的大学生每日阅读时间超过1小时，

大部分的大学生阅读时间为0.5至1小时。导致大学生阅读时

间缩短的原因之一是不断发展的电子网络技术，大学生阅

读的时间容易因浏览网络上海量信息而减少。据统计，

51.52%的学生在阅读时选择精读但不做批注和摘录，26.26%

的学生粗略浏览一遍后搁置一边，选择一边阅读一边进行

批注和摘录及细细品味的学生与在阅读完成后进行总结的

学生占比相同，均为11.11%。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生对

于阅读过程的不重视。据调查结果显示，有74%的大学生没

有经常阅读的习惯，65.57%的学生没有制定阅读计划，可

见，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阅读意识欠缺。

如今，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也是信息爆炸与碎片化的

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静下心来阅读是一件不甚容易

的事情。我们步入大学之后，脱离了高中时期“沉浸题海”的

疲倦，没有了“高考”这座大山的重压，但这并不能代表我们

就能够松懈。在本次调查中，有86.89%的同学认为“学业繁

重，课程安排多”会影响阅读时间，而选择影响阅读因素为

“社团活动多”及“娱乐选择多”的同学则分别占比63.93%、

45.90%。大学生的阅读常因时间的难以调控而受到干扰，外

部因素固然难以避免，但大学生个人对于阅读的态度才是

重中之重。在本次调查中，有65.57%的学生没有制定阅读计

划，21.31%的学生有制定但未能坚持，仅有13.11%的学生制

定计划并每天坚持。由此可见大部分大学生的阅读缺乏一

定的规划，只是将阅读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

除内外部因素之外，如何阅读也是影响阅读的因素。在

网络信息技术不甚发达的从前，人们阅读的方式主要是通

过纸质书籍，现在涌现了诸如Kindle的电子阅读设备及其他

一些线上阅读软件。但线上阅读也有一定的缺点，在网络上

阅读，读者容易分散注意力。在本次调查中，55%的人认为纸

质阅读更有效，0.5%的人认为两种阅读方式效果差别不大，

44.5%的人认为电子阅读更有效。事实上工具本身并无对

错，重要的是它能否符合我们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

方式会使得阅读更具效率。

古书上曾提到: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而今日社会也

提倡“建设书香社会，推进全民阅读”。面对这从古至今对于

阅读的推崇，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积极响应号召，坚

持阅读，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勇做“弄潮儿”。众所周知，阅

读不仅可以提升个人修养，也可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精神

需求。通过本次调查，结合数据分析，许多大学生认为阅读

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精神内涵，从而在生活实

践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这也正印证了《辞海》所言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进行阅读积累，把其运用到实际

中是走向成功的基石。美国著名投资商沃伦·巴菲特正是通

过每天不间断的阅读，总结了各种投资经验，并付诸实践，

最终获得了成功。由此可见，阅读何其有益又何其重要。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了解到大学生阅读习惯的不足，同

时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次阅读调查，发现自己阅读存在的

误区，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阅读方式。当今时代，信息

化、智能化迅速发展，我们对待知识生产力的要求与需要也

日益提高且日益迫切。作为当代大学生，从阅读中获取知识

不仅是我们的本分，更是我们提高自身能力素养的必然选

择。身处大学，我们拥有着良好的学习环境，浓厚的学习氛

围，身边围绕着渴求知识、努力奋进的师长同学们，我们还

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学习、勤奋阅读呢？

(本报实习记者 刘紫欣 侯伶 吴鸿辉 李闽湘 詹琳琳

林剑锋)

读完《三体Ⅲ·死神永生》，我对宇宙产生了无限的幻

想，想知道宇宙是否真的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各个文

明沟通的障碍，在“猜疑链”中互相伤害，让宇宙陷入了毁灭

的循环之中。它的作者刘慈欣凭借此书于2017年6月25日获

轨迹奖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他是一名科幻作家同时也是

高级工程师，书迷们亲切地称他为“刘电工”、“大刘”。

大刘擅长写故事，《三体Ⅲ·死神永生》一书中有三个故

事，一个大故事，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讲述了罗马帝

国最后灭亡的过程，拜占庭帝国对于自身的防御建设十分

有信心，但一味地自信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则是傲慢的体现。

拜占庭最坚固的城墙在敌军强力的火炮面前显得不堪一

击，拜占庭的末代皇帝不得不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拥

有魔法的妓女身上，但又害怕被这个“魔法师”背叛，最终还

是将其刺死，最后君士坦丁堡不可避免地陷落了。大故事与

拜占庭帝国灭亡的故事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在故事的构

架上，地球文明在得到“可以让飞船达到光速”的“魔法”后，

却害怕这种“魔法”导致太阳系提前遭受外星文明的打击，

而禁止了对该“魔法”的研究，结果太阳系也不可避免地走

向了灭亡。在故事的寓意上，两个文明在梦境般的生活中麻

痹了自我，失去了对自身水平的正确判断，科学水平落后于

其他文明，而走向了衰亡。正如此书中所说的：“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第二个小故事则像是大故事的另一个美好结局，它是

整本书中的点睛之笔，为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最

让我感到赞叹的是其中多种隐喻的巧妙设计。这些隐喻并

非天马行空的想象，它们多数基于严谨的科学理论之上。

比如将“光速飞船采用空间曲率驱动”的情报隐藏于“肥皂

船中”，一艘处于太空中的飞船，如果能够利用某种方式把

它后面的一部分空间烫平，减小其曲率，那么飞船就会被

前方曲率更大的空间拉过去，这就是“曲率驱动”。这一概

念由一位墨西哥的物理学家在1994首次提出；故事中“保

护公主的伞”则隐喻“光速”，根据“光速”具有“恒定的速

度，不随参照系变化”的特点推断出来；人们从这些隐喻得

到“通过降低光速来发表安全申明”的重要战略情报。地球

文明从这个故事里解读了许多宝贵的情报，却没有像“无

故事王国”那么幸运，小故事中“无故事王国”恢复了往日

的平静，公主则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地球文明却没能逃

过外星文明的打击，最终整个太阳系由三维跌落到二维，

仅有两人侥幸逃脱。残酷的现实让我明白过来，基础科学

的发展对于一个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哈伊·哈桑曾说：“科幻小说可

能在哲学上是天真的，在道德上是简单的，在美学上是有些

主观的，或粗糙的，但是就它最好的方面而言，它似乎触及

了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解放出我们人类这具机器中

深藏的某些幻想。”也许大刘写这些故事的意义就在于此：

警醒我们不要有傲慢的心态，同时希望我们尽情地发挥自

己的想象，描绘一幅别具一格的“宇宙图”，激起我们对科学

的兴趣，并扎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

(电子信息科学学院18级物联网工程1班 林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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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作者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

告诉他：余秋雨！他的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全国，成为

国人的文化启蒙书。直至如今，先生的文字仍深受万千青少

年的喜爱，他的作品对一代人有着强大的文化启蒙作用。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9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化

正席卷全国大地。国人经历无数次动荡后初初安定下来，解

决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断层问题迫在眉睫，而余秋雨先生的

出现恰好满足了国人的精神需求。他的文风天真又浪漫，语

言典雅却易懂，逻辑清晰而畅达。

余秋雨先生的文字虽平和隽秀，但先生的一生却坎坷

颠簸。出生于战争年代的他，在动荡中艰难求学，后考入上

海戏剧学院。文革中父亲含冤被捕，叔父被迫害致死，家破

人亡的他由于坚持编写《世界戏剧学》被打成右派。为避免

遭受迫害，他逃回家乡浙江，在一座封闭的山中藏书阁钻研

中国古代文学，直至文革结束才返回上海。此时重建当代文

化的浪潮兴起，他迅速投身于学术创作中，多番被授予奖

项，提拔职位。90年代时，他放弃升职，毅然投身于祖国西北

深处，誓要走遍祖国大好河山。

余先生的语言特色可用“大俗大雅”概括。在文章中他

总是多用修辞，语言华美却不浮于表面，读来总是意蕴悠

长，唇齿留香。尽管余先生文化底蕴浓厚，但他的作品读来

却并不晦涩，反而通俗易懂，极适合青少年群体进行阅读；

他的话也总能直击人心，先生将人生经历与思考感悟融合，

借作品表达出与中华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的三观，不断反

思，不断向前，于无声处带领读者反思文化现状。他在《文化

苦旅》中就曾以简洁的话语说道：“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

一种无奈”。这就是余先生的语言魅力。

在现今，余秋雨先生无疑是华语作家中的佼佼者。他所

著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

均位居全球华文书籍排行榜前列。余秋雨先生以其历史韵

味深厚的文字向我们述说着文化遗迹的灿烂与辉煌。其独

领风骚的历史散文中透露出中国人的坚忍美德及中国文化

的深沉厚重，这种文风极大地影响了一代年轻作家。余秋雨

先生在其名作《文化苦旅》中多角度描写中国灿烂的文化遗

迹，以极具立体感的文字表现出历史的纵深发展，既彰显出

宽大远景般的开阔气势，又表现出特写镜头般的细腻笔触。

读者可以从先生的文字中发掘出历史文化的细腻之处，真

正体会历史的深沉厚重。阅读先生的作品，令人不禁感叹：

历史竟可如此诗意化地表现，如此充满韵味！

对于青少年而言，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通俗易懂又不乏

深厚意蕴，读来不费力却也能浸润些许文化韵味。许多青少

年在拜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后都会对祖国山川涌起向往

之情。所谓文化作品，应当起到的作用，不外乎令读者产生

启迪，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余秋雨先生凭借着历史散文做

到了这点，着实令人感佩！

渊本报实习记者 蔡奕 吴静茹 谢晴冤

啜饮书之精粹，追寻诗和远方

东野圭吾作为近几年亚洲最为热销的日本推理小说家之一，他

的小说风格多变，引人入胜。同时东野圭吾的生平也如同他的小说

情节一般跌宕起伏。

1985年《放学后》横空出世，东野圭吾获得乱步奖，从而名声大

噪。但他的人生并未因此而辉煌，相反，最为黑暗的十年开始了。十

年间，他精心创作的数本本格推理流小说无一成功，使其一度沦为

推理小说界的透明人。直到《名侦探的守则》出世，人们才想起这位

曾获得乱步奖的“天才”作家。在经历了十年几近透明的生涯后，东

野圭吾决定突破本格推理的框架，在自己的推理小说中加入更多的

元素。于是在199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第一部“东野流”推理小说《宿

命》，这使他终于迈入了畅销作家的行列。

或许你会认为东野圭吾的人生终于要迎来了转机，但是并非如

此。随着“无冕之王”《白夜行》的发表，东野圭吾第一次入围日本大

众文学最高奖项直木奖。他迎来了写作生涯的一道大关———包括

《白夜行》在内五本精心创作的“东野流”小说全部入围直木奖，但也

都是陪跑之作，这一度让他心灰意冷。即便是曾获得日本推理作家

协会大奖的作品《秘密》也没让东野圭吾在直木奖上取得突破。直到

2006年东野圭吾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回归本格推理，创作

出脍炙人口的《嫌疑人X的献身》。十几年前本格推理让东野圭吾陷

入了人生最黑暗的十年，但十几年后却也是本格推理将他带上巅

峰。《嫌疑人X的献身》终于让他获得直木奖，至此东野圭吾成为了日

本小说家史上罕见的“三冠王”。

谈及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推理过程可谓层层深入、别具匠心，

细致的文笔将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丰富饱满，但

给读者留下深刻思考的更在于小说背后反映的人性的幽微与阴暗

面。他以辛辣直白的笔触抽丝剥茧般展开谜题真相，残忍揭露了冰

山一角下人性的复杂。东野圭吾的成名作《放学后》，密室谜题设计

出众，多角度直击日本社会问题。在描写上，东野圭吾一针见血地剖

析了少年时期的那一份微妙敏感的情感，挖掘出少女在青春期过度

维护脆弱自尊的病态。而通览全篇后，更让人惊叹的在于他凭借自

身对人性强大的洞悉力，揭露了青少年畸形的人生观、价值观，令人

深感东野圭吾对青少年的心思揣摩之深，在看似平常的校园中却能

抓住那份暗流涌动的情感之复杂所在。也许源于东野圭吾对生活细

致的观察与思考，才能将人性的丑陋和美好把握得相当透彻，让我

们对社会与人性阴暗面感到讶异齿冷时又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

感动容。

回归到东野圭吾作品本身的特色，通常所想到的就是：紧凑的

节奏、复杂的布局、迭起的高潮。作为一名新本格派推理小说家，东

野圭吾常常运用“小场景、多细节”来表现故事。而其作品最大的看

点通常在于情节的反转与首尾的呼应，使读者跟随着故事进程的起

伏而起伏，迫切地想知道后续的发展。正因东野圭吾将推理与人性

相结合，并深入探讨，才能将其塑造的笔下世界变得更为“和谐”与

“精彩绝伦”。

无论是在写作道路上不断摸索从而找准方向，还是从未在一次

次的失败中放弃。东野圭吾都用充满磨难的人生书写辉煌，在诉说

人性的恶意与救赎中，逐渐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推理风格。

(本报实习记者 冯玉婷 庄歆玥 宋毅)

从《文化苦旅》说开去

故事的意义
要要要读叶三体芋窑死神永生曳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