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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JIANG EVENING NEWS

萧山生活

今年4月23日，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这个特殊的日子所触动，重新拿起许久未碰的书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只是下意识地进行阅读，保持着一种生活的习惯。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关注读书、反思读书的日子里，我们希望正在看报纸的你，今

天能够坐下来安静地读上一本书。

世界读书日：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
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王晨晨 整理王晨晨 整理

读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读书作为学

习方式，一种是作为生活方式。作为学习方

式的读书，留下了太多遗憾，读书只是为了解

知识，为了升学求职；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是

为生命而阅读，那是要入心入脑，用心灵来阅

读。看书能让人滋养，现在的家长对待孩子

应该言传身教。

家住北干街道的王女士在杭州某广告公

司负责文案工作，她说，从怀孕那刻开始，就

一直在给儿子胎教。“别的孩子哭闹起来总是

没完没了，我们家儿子你只要在旁边给他绘

声绘色说上一段小故事，他就能安静下来。”

一转眼，王女士的儿子如今已经上小学

三年级了。“为了让儿子一直保持浓厚的读书

兴趣，我们改掉了玩手机的习惯，约定每晚陪

孩子一起读书。我们相信，身教重于言传，家

长首先自己要喜爱阅读，懂得阅读的方法，了

解孩子所读的书籍，这样才能指导孩子阅读，

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带动孩子爱上阅

读。自从儿子养成每晚睡前看书的习惯，他

一直在坚持。他睡觉前如果不读一会书，会

觉得少做了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

晚，让孩子赶紧睡觉，但是他不肯，哪怕只看

一小会，然后才倒下去睡觉。”

全家都在一起,读书是最好的理由

推荐书目《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作者：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推荐理由:《人类简史》跳出了人类中心

主义的圈子，从更广的视野,阐述了人类从

一个普通物种的智人，

通过认知革命、农业革

命和科学革命，一步步

走到今天无与伦比的

统治地位。它让我们

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

我们人类自己，审视我

们的地球。

北京大学校长 林建华

因为读书，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

总有归宿。今天，为大家整理了知名大

学校长、央视主播的推荐书单，如果你仍

慨叹庸庸碌碌、去日苦多，不妨从中挑一

本开始读起，养成阅读的习惯。

世界读书日，我们读书吧
推荐书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推荐理由：以精炼的篇幅扼要地回顾并

评点了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清等重要

朝代的制度设置与利

弊得失,体现作者对历

史的“温情与敬意”,以

及他的独特理解,为读

者融会贯通地了解中

国古代政治制度及其

理念,提供了纲要性的

参考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推荐书目：《谢谢你离开我》

作者：张小娴

推荐理由：生活当中有很多常常被人们

所忽视的细节，但在张小娴笔下，呈现出一个

内心非常丰富的世界。看完这本书，相信你

会会心地一笑，因为能找到似曾相识的场景

和感悟。读完这本书，我的最大心得就是，得

与失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平和一

些，豁达一些，得到的也

许就会更多。此外，推

荐美学大师朱光潜的

《大美人生》，不管我们

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处在哪个领域，都应该

接触和学习一些美学，

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留

给闲情雅致。

新闻联播主播 欧阳夏丹

推荐书目：《世界是平的》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推荐理由：这本书是一个记者以他的角度所

描写的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最关键的一点，他

运用了经济学的角度和

手法，描写了我们当今所

处的这样一个既多元、互

相依存，但同时又是那样

的格格不入，甚至互相仇

视的世界。这本书对了

解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

格局是大有益处的。

《环球视线》主持人 水均益

推荐书目：《杨牧诗选》

作者：杨牧

推荐理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中文的另

外一种可能，生活不只是眼前，还有诗与远方。读

读诗，活得有点诗意。

静下心，就从现在开

始，就从一本好书开始，

每天跟心灵对话。与书

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

人生最好的奖赏。读书

意味着你还有追求，还在

奋斗，为自己加油！

《新闻1+1》主持人 白岩松

如今，报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没有

什么吸引力了，“关注几个公众号就能知道的

新闻，何必非要去买张报纸呢”？但对79岁高

龄的何老来说，每天阅读《钱江晚报》，三十年

如一年，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用他的话说，“每天看了报纸心理才踏实”。

“人老了，但不能跟社会脱节。”何老说，

退休之后自己很少出门，但这些年，他每天都

通过看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和社会上发生的

奇闻趣事，报纸成了自己获取外界信息的主

要渠道。

何老的孙子小何今年已经大学毕业，小

时候，何老经常读报给小何听，小何也爱跟着

看报。现如今，网络发达，手机也能代替报纸

了，小何每天抱着手机刷个不停。“现在年轻人

都不爱看报，但他回来，我还会跟以前那样读

新闻给他听，我希望年轻人能多看报纸，多关

心时事。

除了读报，何老也爱看书。因为字小眼

花，他每次都要拿着放大镜看，虽然不方便，

但何老总是乐此不疲。“每晚我都要求自己读

书至少两小时，捧书夜读仿佛回到了年轻时

代，闻着书墨香时给我带来的是安全感，一天

的疲惫也消了。”

高龄老人爱读报，舍不得那一纸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