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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阅鹿书院

钱报微信公众号升学宝

推出的小程序“阅鹿书院”，

深受学生家长欢迎。之前，

钱报报道了一名 5岁的杭州

男孩一个月读了 60 本书。

最近，我们又发现一枚“阅读

神童”——杭州高新实验学

校四年级学生来梓涵。

整个七月，小姑娘一共

看了45本书，总阅读量让许

多爱看书的成年人都望尘莫

及：约 376 万字。从“阅鹿

书院”打卡记录看得出来，她

读的书很杂，有人文、历史类

小说，也有哲学小故事，甚至

还有一些爱情故事。而且，

来梓涵的读后感观点颇为独

特，有种麻辣的味道。

“阅鹿书院”再现阅读神童，不仅阅读量大，观点还挺“麻辣”

没事业心，遇事总逃避，对爱情不忠贞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贾宝玉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

小小房间就是书的世界
暑假最爱的就是看书

今年暑假，当其他小伙伴抱着手机、平板

电脑不撒手的时候，来梓涵捧着的是书，每天

雷打不动的休闲活动就是看课外书。

在她家那间 6 平方米不到的书房里，两

面墙上摆满了书，左边放置了一张简易书桌，

一家三口可以坐在榻榻米上一起阅读。在这

样一个书的世界里，每次只要拿起书，小来就

会特别投入。平时无论功课多忙，她都抽出

1 个小时来看书，2019 年的阅读量已经远超

600万字。

“我们家目前的藏书有 2000 多本，每年

还会购买一些新书。现在，小来最喜欢的一

套书是《明朝那些事儿》，目前正在看第 3

遍。”妈妈说。

“上个月之所以能读完 45 本书，一是因

为我的阅读速度比较快，一本30万字左右的

书，一般 3 到 4 天就能看完。有些书我是第

二遍看，就更快了。还有就是部分书的篇幅

本身不长，一天可以看好几本。”来梓涵总结

说。

从小学一年级起，来梓涵开始独立阅读，

最喜欢人文、历史类的小说，以及篇幅短小精

悍的哲学故事。

“中国历史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怎么也

读不完、看不透，可以仔细品味，慢慢去破解历

史留下的一个个谜题。”小姑娘告诉钱报记者。

写读书笔记已成习惯
质疑贾宝玉“没事业心”

将自己喜欢的书翻来覆

去地读，梳理书中的每个情

节及人物，然后写下所思所

想，是来梓涵的阅读习惯。

比如，看完《红楼梦》，她对整

本书是这么评论的：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有爱情故事，有一个

家族的衰亡史，有对世态炎凉的讽刺，还有传

统的医学知识、烹饪小常识等。有些故事情节

十分有趣，比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

鲜，她作的打油诗也特别接地气。这个家族的

衰亡也有迹可循，那么多人不事生产，贾宝玉

作为这个家族的新生代，天天沉浸在胭脂水粉

里，每个人的生活看上去那么奢华高雅，却又

极其无聊。这样的家族怎么会不衰亡呢？

对书中的人物，小来也做过仔细研究，她

曾对贾宝玉提出过质疑。

某天吃完晚饭，她突然问爸妈：“为什么

这么多人喜欢贾宝玉呢？他既没有事业心，

遇事又总爱逃避，对爱情还不忠贞⋯⋯”

爸爸顿时就懵圈了。妈妈想了想回答：

“可是这个人物还是有闪光点的。他尊重女

性，敢于突破封建礼教，不是吗？”

来梓涵并没有轻易被妈妈的话说服：“我

觉得他就是一个不识民间疾苦的贵公子。后

来贾府败落了，他作为年轻一代，不想着挑大

梁反倒伤春悲秋，最后还干脆出家当和尚，一

点都不负责任。”

在家里，无论是餐厅还是书房，这样的

“读后研讨会”时不时会上演。

妈妈报料说，女儿还有个习惯，一旦遇到

自己特别感兴趣的小说或人物，就会在网上

查找相关资料和名家书评，进行深入研究。

“除了小说，她还爱看哲理类的书，每次发表

观点前都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想

反驳她的论点，还真不太容易。”

妈妈说不在乎孩子阅读量有多少
更在意是否独立思考

钱报记者惊讶于，小小年纪的来梓涵，经

常会发表一些关于爱情的观点。比如她认为

贾宝玉不专一，从二年级第一次读《红楼梦》

开始就不喜欢。

“爱情这件事，挺多书里都有写到，包括

一些经典名著。作为家长，我们也没有刻意

回避，所以女儿知道得不少。”来妈妈说。比

如下面这条读后感：

什么是爱情，这个话题对我来讲还有点

遥远。我看到过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梁山伯

与祝英台的爱情，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

情，这些爱情都是情节曲折，结局令人惋惜。

在现实生活中，我又经常看新闻上讲，今年结

婚率下降了多少，离婚率上升了多少⋯⋯这

样的爱情是爱情还是激情？我觉得关于爱情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

——《思考的魅力》系列之《什么是真正

的爱情》

女儿与众不同的读后感，让来妈妈哭笑

不得。但她坦言，这是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

结果。因为这位妈妈不在乎女儿看了多少本

书、有多少字的阅读量，她更在意的是女儿看

完书后是否能进行独立思考，对每本书是否

有独到的看法。

我们还意外发现，她还是一枚写作小达

人，早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入围过钱江晚报新

少年作文大赛总决赛。虽然最后没有获奖，

但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击败数以万计的初赛

参赛者入围决赛，本身就是很不错的成绩。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看

来的确是有道理的。

从小就受到哲学思辨的熏陶
涉猎过不少哲学书籍

钱报记者最佩服来同学的一点是，能将

各种小故事读出哲学意味来。她在“阅鹿书

院”上传的 40 多条书评中，近半都是如此。

比如下面这条：

看了这本书，我想衰老是不是真的意味

着走向死亡？什么是永生，我觉得其实就是对

生命的热爱，否则延长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们

的生命要有尊严又有意义，否则活到 1000 岁

或 2000 岁，还不如过得充实的活到三四十岁

的人。我希望我可以优雅地老去。皮肤和外

在可以变老，但内心可以依然保持年轻。

——《思考的魅力》系列之《我不想变老》

“我会带着女儿一起读《周易故事》。一

方面书里的字比较难认，另一方面，还涉及到

卜算、占卦等知识，如果没有家长引导，四年

级孩子很难理解。”来妈妈说，“我之前看过南

怀瑾的《易经杂说》等，这本《周易故事》所涉

及的都是易经入门知识，所以勉强能辅导孩

子读一读。”

这位有心的妈妈认为，小学中段的孩子

已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在这个阶段看些

哲学书，对孩子日后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有很大帮助。

“小来对历史类的书籍本身就比较感兴

趣，在她看过的中国历史故事中，孔子、孟子、

庄子、墨子、韩非子、董仲舒等历史人物，都和

中国哲学有关。而看西方世界史也是，多多

少少会接触一些西方哲学理论。所以我单独

又给她买了些哲学方面的书，再引导她系统

地去看。看着看着，她对哲学小故事就比较

感兴趣了，并逐渐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来妈妈说。

关注“升学宝”微信

公众号，点击底部

菜单“阅鹿书院”，

或者直接扫下方二

维码，微信登录小

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