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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共产党人生命的重要组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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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展、国内改革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有针对性的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讲，各
级领导干部理论水平的高低，战略运筹能力如何，决定着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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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仅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经典，各种学问和各种流派也都有。中国士子常说，先秦以后无

文学，或是说，书不读秦汉以降。当然，这很有偏颇。但也从另外一面说明，读经过时间筛选的各种

经典的重要。我们要拓宽知识面，了解相关学问和流派，也必须去读相关的经典。 

  第二，要读精品。有的书一文不值，有的书则价值千金。在各种信息以几何倍数增长的今天，慧

眼识精品就显得愈加重要。读一本好书获得正确的知识就犹如经受一次精神洗礼、智慧滋养，能够满

足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提高各方面能力。某领导同志曾在聊天时说，现在坏书不少，装帧精

美的书不少，但好书不多。他主张有关机构和人士，应该给全党全社会，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出不

同的书单，以供大家参考着读。我认为，这一建议很有道理。当然，类似于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孰

好孰坏，有时可能会见仁见智，但这没关系，书，只要有代表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就都值得读。 

  第三，读点平时没读过的其他类的书。人需要摄取多种不同的物质营养，这样才能活得健康，人

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不同的书，犹如各种不同的精神营养，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就提倡“越界读

书”。他曾说过：“物理学方面的书我看得很少，杂七杂八的书倒看得多些。”这就是敢于“把手伸到别

人口袋里翻找东西吃”的精神。只有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并加深领会灵活运用，才能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紧密结合起来。 

  最后，要探寻和掌握各种学习方法。比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提出“提要钩玄”法，先弄清文

中要义，后生发开去；清初学者陆世仪提出“走马观花”法，先“观其大意”，选出合适书籍后再精读，

等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常采用“交替学习”法，即学习研究一个学科有了视力和大脑的疲劳

时，便及时更换另一个学科。著名作家老舍则提倡“快速浏览选择记忆”法，即读得很快，捡最主要的

记。为加深对选择记忆法的印象，我们还可以举一个爱因斯坦的例证。有记者曾向爱因斯坦咨询物理

学上一个常识性数据，没想到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事后，爱因斯坦诚恳地对人解释说：“我确实不

记得那个数字”，“我没有必要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只要在百科全书里面一翻就能翻到的数字，我从

来不去记它。”其实，人的大脑如同容器一般，里面装的杂物多了，更有用的东西便无法装放。当

然，学习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摸索形成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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