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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它的大致内容，不必细看’ 有的书篇幅浩

繁，但有用的部分不多，只要用笔记本简略择录就可

备用’ 有的书情节引人入胜，像《 天方夜谈》、《 西游

记》和武侠小说一类读物，可以当作“ 成年人的童

话”，闲时看来消遣；阅读时可以“ 一目十行”，很快

翻过去，只要了解大致情节，不必也不宜过于认真’
基础性的书则必须精读，不能贪快，而要细细品尝、

反覆思考；必要时可以多读几遍，务求逐步领悟书中

内容的精神实质，掌握和牢记其基本要领；对一时不

能完全理解的地方，也要先作为疑问存放在脑海里，

不时加以思索；经验证明，遇到适当的机会，在考虑

别的问题时，往往能联想到原来存放在脑海里的疑

问，突然得到启发、触类旁通，进入疑云尽释、豁然开

朗的境界’ 宋代学者张载治学“ 贵疑”，我想也是因

为脑子里有了“ 疑问”，可以促使人们多多思考，形

成比较正确的观点，更能“悟”出事物内含真理的缘

故’ 只有下这样细嚼慢咽的功夫，才能好好消化基础

性的书，真正收到“ 运用自如”和“ 举一反三”的效

果’
和作者进行思想、感情的沟通，是深刻理解作品

的前提’ 读经典的文学作品，只有认真领会作者的心

意、了解写作的背景、投入自己的感情，反复吟诵，才

能欣赏到它的叙事之妙、言情之挚、行文之美、立意

之深’ 不管是读司马迁所写《 史记》中的一些名篇，

还是读朱自清写的《背影》一文，读者都会有这样的

感觉’ 读理论性的书籍，应当注意书中有哪些新鲜的

内容和观点，和自己原来知道的比较，有什么不同？

是否可靠？经过一番思考和分辨的工夫，才能加深

理解，融会贯通，使新的、正确的理论知识形成自己

脑海中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可以随时加以运用’
为了研究特定问题而读书，不妨根据所研究问

题的性质，查一查有关工具书或请教专家，先拟定一

个“调研提纲”，根据它来收集资料’ 对资料初步翻

阅后，确定重点要读的部分’ 读的时候更要注意分

析，勤于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 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出自己对所研究

问题的见解’ 有了自己的见解，还要到实践中去检

验，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不然就

要再分析原因、找出症结，重新加以研究’ 在实践中

检验和修正自己的认识，实际上是在读自然或社会

这本“大书”，而调研资料，只不过是在读写成文字

的“小书”，为读“大书”做准备’ 读“小书”必须和读

“大书”相结合，才能得到真知’ 这一点是我离开学

校后从事多年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切身感受’ 我想，这

也是所有认真读书的人千万不可忽略的’

说莲实———仿古长廊楹联引!

黄! 祖! 洽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

!! 该文写于 #$$$ 年 (# 月，是为九江第一中学而作’ 九江第一中学

为再现“濂溪书院”的景色，重修莲池，并在池旁建仿古长廊’ 主

持这事的老师向校友们广征楹联’ 我虽不擅文学，仍据本文的意

思拟一联，由华夏学长书就，合作应征，也不管它是否工整了’ 这

联就是：“作人当如花之君子；求学要下实的工夫’ ”

! ! 北宋学者周敦颐作“ 爱莲说”，盛赞莲“ 出污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风格，许之为

“花之君子”’ 千年之后，读者仍心向往之’ 我以为，

莲花的高洁，得莲实淡泊、宁静、不忘济世的品质而

益彰’ 不然，即使有濂溪先生的名篇加以颂扬，莲这

种植物恐怕也不会如此受人钟爱，广为栽种，以至于

今日呢！

对于有花植物，花和实本来代表着生长的两个

自然阶段，有着创因和成果的关系’“ 华（ 花）而不

实”，被借用来讽刺那些披着光彩照人的外表、却没

有实际内涵的无用之徒和害人骗子’ 可是，由花到

实，着实要费一番生长发育和积累的工夫：花中雌蕊

受粉成孕之后，植株必须得到阳光照耀、雨露滋润，

通过自己的根系从土壤、水分中充分吸收养料，借助

于绿叶的光合作用，将营养要素变成自己雏果的组

成部分；这过程中还要经受种种磨练：战胜狂风暴雨

的摧残，克服病、虫害的侵蚀，不断顽强地成长；经过

日积月累的工夫，最后才能结出美味可口的果实’
“朝花夕实”，不过代表有些人美好的愿望，不符合

一般的自然节律’
不同植物结出不同的果实’ 它们都能给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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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维生素和其它营养，发挥健身、美容的作用，

充实和美化人民的生活! 然而，和各种果实比较起

来，我觉得莲实独有许多优点，不仅使它显得特别可

敬、可爱，而且似乎能给我们求学的人许多启发! 首

先，别的果实多半挂在枝头，用它们美丽的颜色吸引

着人们的注意，显得有几分张扬；而莲实从它初成实

的时候开始，就默默地隐在花芯，藏身在由花托膨大

而形成的浅黄色小莲蓬中；就是等到莲蓬长大变绿

后，莲实（ 莲子）们也依然让莲蓬的粗糙组织包裹

着，不急于向人们表露，更谈不上夸耀自己! 其次，别

的果实没成熟时，味道酸涩，难以食用；而莲实在它

尚未完全成熟时，已能贡献出自己的嫩稚身躯，作为

人们解暑消夏的佳品；当您顶着炎热的骄阳赶路，感

到心烦口燥的时候，如果能在路旁的凉亭中或树阴

下暂时息歇，享用一个绿色莲蓬中那初熟尚嫩的莲

实，您不禁会感到香生齿颊，暑意顿消，增添了继续

前进的勇气! 至于成熟的莲子，更是著名的健身食

物! 难得的是：莲实既可煮作点心充饥，又能用作药

膳疗疾，有补脾、养心、固精的功效；当您出行到小

城，寄宿在小店，晚上对着昏暗的灯光筹划着明日的

行程时，随着街上小贩传来的一声“ 冰糖莲子！”，您

跑去买上一碗，捧在手中缓缓啜食，会给您带来多少

温馨和力量！莲实之芯虽苦，却苦得让人恬静；药物

学家认为，它富含多种生物碱，是清热、泻火的优良

中药! 莲实的生命力特强，藏地下多年而不失萌发的

机能，有古莲子萌芽实验的成功为证!
问莲实为什么有这些可敬、可爱的优点？我想，

除了来自遗传的秉赋，它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植株发

达的根系（包括藕和藕节）深深植根于大地，借助宽

大的荷叶充分接受阳光雨露的抚育，以及它自己淳

朴、务实、广吸营养、善于消化、长期潜心积累的工

夫，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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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岁末来贺卡，附言以信天主、得复活为

劝，因以四言及五言韵语答之! ）

久未通讯，时在念中! " "
家中备课，忽得佳音! " "
宣讲天主，志在救人! " "
谆谆寄语，足见爱心! " "
爱心本非假，复活何必真!
天地间万物，同源亦同根!
形态虽各异，本原实相同!
原子与量子，或聚或离分!
本来无常住，终究归大统!

注：和音（女），)$ 世纪 *$ 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 余

曾指导其毕业论文，并曾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及北京师

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共同工作过! 和音后去美国，先与

人合作从事核结构理论研究工作，后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现主要从事传教工作!

《 抒怀 》（五古，)$$$ 年 % 月）

人生诚苦短，沟坎复何多!
八九不如意，困厄逐逝波!
忧患与生俱，璞玉赖琢磨!
浪涛何惊骇，矢志苦航过!
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
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
雏燕离巢去，良材异国挪!
相依唯老伴，同唱白头歌!
桑榆虽云晚，心旷不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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