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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草长莺飞，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来临。春光作伴好读书。在春
光明媚的日子里，读书学习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这个
春天，人们对包括读书学习在内的许多事情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读书能改变
什么？读书对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第 25个“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军人修养”
专版策划推出一组讨论读书功用与意义的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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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境遇中，总会有人表现得
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就是人们常
说的气质。读书人的气质就是这样，
越是困苦交加的时候，就越显得超凡
脱俗。有事例为证。1940 年 10 月 22
日，英国突然遭受空袭，位于伦敦的荷
兰屋图书馆几乎被炸成废墟。在墙壁
倾颓、砖石满地的废墟里，3名男子不
感到恐惧、不害怕危险，继续在尚未倒
塌的书架前翻捡书籍。他们因读书而
心安，因读书而镇定。

读书能改变气质，这是早有定论
的。曾国藩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
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人的气质是人的形象中的一部分，通

常情况下，不会自己改变。但是，经过
后天的读书学习，虽不能直接改变骨
髓和肉体的形态，却完全可以改变自
己的精神状态。有位作家也讲过一段
话：“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
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
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
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
文字中。”这里所说的容颜，自然是指
人的精神、内在的气质。

读书改变气质，是一个潜移默化、
水到渠成的过程。读书的主要目的是
获取知识，并且用知识改变生活、增强
工作能力。当你在读书过程中拓展了

视野，在读书过程中提升了品位，你的
内心就会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更加强
大，你的人生就会随着视野的开阔而
更加精彩。知性、自信、稳重，这些隐
性的特征渐渐会通过你的谈吐举止表
现出来，从而形成魅力独特的气质。
所以有人说：“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
资；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军人虽是“武者”，但同样需要用
读书滋养气质。从生活上讲，网络时
代日新月异，不读书跟不上时代发展
要求，生活技能就可能“瘸腿”；从军
事上讲，建设现代化军队，需要有大
批知识型官兵参与其中，无论是网络
指挥、智能作战，还是研究现代战争

制胜机理，都需要有知识的人才队
伍；从责任上讲，军人多读好书、多读
兵书，可以锻造血性胆魄，可以培养
必胜信心，可以强化责任担当，可以
涵养胸中韬略，人民军队打胜仗，一
刻也离不开先进文化、英雄精神的塑
造与熏陶。爱读书的军人拥有睿智、
果敢、英勇等气质，而这些恰恰是战
胜强敌所必需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
远。毛泽东同志说：“饭可以一日不
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
读。”他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
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
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
苦煞人。”从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可以看出，人类面临的未知和挑战还
有很多，而迎接未知要依靠读书学
习。新的征途上，面对信息化条件下
练兵备战的任务、打赢未来战争的目
标，作为革命军人，必须多读书、多学
习，在知识的武装下改变气质、强大自
己、不辱使命。

读书改变气质
■莫小语

前段时间，武汉方舱医院里一位患
者躺在病床上读书的照片，被人们竞相
转发，大家既感叹这位患者的淡定，更
感慨书籍的魅力。其实在居家防疫的
这些日子里，许多人又回到了纸质阅读
的年代，嗅到了久违的书香，感悟到有
书相伴的人生真好。

读书不仅可以改变人的气质，也
能够改变人的一生。自古以来，中国
人把读书定义为最高尚的行为、最正
确的选择。“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
愚”。读一本好书，就像是与一位挚友
侃侃而谈，在跳动的文字里，我们会感
受到那些文学大家的激情与洒脱，会
体味到那些哲学家、思想家的睿智和

超然，会欣赏到那些战略家、军事家的
眼光和胆识；我们还能领悟到历史的
云烟、人间的冷暖、世事的变迁，超越
时空，听古人娓娓道来，与今人凝视交
流，和伟人促膝长谈，让书香浸润人
生、滋养心灵。

新冠肺炎疫情的汹汹来袭，让人
们有了更多居家时光。独处时的“宅
读”，可以使焦虑的心理得以平复，使
人更加懂得珍爱生命，珍惜生活，尊重
自然，关爱他人。当捧读马尔克斯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那句“哪里有
恐惧，哪里就有爱”给我们以温暖，仁
爱、悲悯、慈善、关切这些人类的种种
美德和精神品质，成为我们共克时艰、

战胜病魔的力量。当捧读阿尔贝·加
缪的《鼠疫》，从书中所记述的一大批
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中感悟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
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学会
与自然和谐相处。当捧读《中国抗疫
简史》，可以让我们洞悉数千年来中华
民族防疫抗疫的历史，懂得疾病总是
同我们相生相伴，而每一次战胜疾病
的过程，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强
健了我们的体魄和精神，使中华民族
几千年屹立不倒，深为做一个中国人
而自豪。

有人说，读书的本质是读心。清
朝学者阎若璩，在 15岁那年的一个冬

夜，因“读书有所碍，愤悱不肯寐”，深
思良久，“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
这是心的顿悟；彭德怀读完《欧阳海之
歌》，在书页上写道：“小海，你 7岁随母
讨米，我 7岁带弟也讨米……你我同根
生，走上一条路。”这是心的回应。一
个懂得享受读书的人，往往会营造出
最惬意的阅读意境，让自己走进书中，
在与作者交流、与书中人物交流、与自
己心灵交流中，产生情感共鸣，开启心
灵之窗，汲取精神养分，最终获取阅读
的真正价值。

博尔赫斯说：“望远镜是视力的
延伸，电话是语言的延伸，犁耙和刀
剑是手臂的延伸，而书则完全不同，
它是人类记忆和想象的延伸。”随着
疫情阴霾的渐渐散去，我们的生活开
始回归常态，而常态之中阅读是不能
缺席的。因为有书香伴随的人生，才
是美好的、丰盈的、充满希望的。阅
读不仅延长我们的记忆和想象，还延
展着我们的生命，连接着昨天、今天
与明天。

读书延展生命
■向贤彪

人间四月天，正当读书时。匡衡凿
壁偷光、苏秦引锥刺股、车胤囊萤夜读、
孙康映雪读书、孙敬悬梁苦读……溯往
思今，无不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事有
所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
有所得。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读书都是
取得进步的必要途径。清朝学者姚文
田说“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英国
哲学家培根说“读书给人以乐趣，给人
以光彩，给人以才干”。读历史，可看成
败、鉴是非、知兴替；读哲学，可知平衡、
思进退、顺潮流；读文学，可开胸襟、增
才智、雅情操；读伦理，可懂荣辱、明义
礼、辨善恶；读军事，可晓谋略、悟机理、
得镜鉴。高品质的阅读，总能让人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得到启
迪，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保持活
力，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中滋
养正气。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有句名言：
“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
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然而，现
实情况让人喜忧参半：不少官兵工作
训练之余抱书啃读，能力素质日益见
长，工作表现日趋过硬。但也有一些
官兵休息时间热衷于上网聊天、玩游
戏、刷视频，心浮气躁不愿学，浅尝辄
止不深学，思想懒惰不勤学，借口事
多没空学。殊不知，勤于读书会使人
增学识、有力量、促进步；而怠于读书
则会思想僵化、知识老化、能力退

化。置身于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
保质期越来越短，思想的折旧率越来
越快，能力的迭代率越来越高，最大
的需求是学习需求，最强的本领是学
习本领。广大官兵只有把读书学习
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才能保持不可撼动的
政治定力、精湛过硬的素质本领、向
上向善的道德修养。

会读书，书如甘草；不会读，则书
如干草。读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需
要把握规律、讲究方法。“延安五老”之
一的谢觉哉曾作《攻书》一诗，蕴涵了
其读书的心得：“读书如垦地，斩棘铲
不平。读书如攻城，坑道要打通。剩
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

不使逃再生。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
英。如斯读书者，方可为之攻。”他把
读书视为“垦地”“攻城”，把书本上难
懂的地方比作敌人的堡垒，并下定决
心要攻下来。这种“垦地”“攻城”的读
书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读书
学习就是要善用这种理性的判断、梳
理、总结、凝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把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把孤立的知识
关联化，方能在善读书中提高思想水
平、实现自我超越。

学习力就是发展力、竞争力、战斗
力。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读书学
习避免走虚落空，离不开边读边思、思
而再读、读思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养成
良好的思考习惯，钻进去学、深进去悟，
不装潢门面、不浅尝辄止，把读书得到
的知识、积累的收获向实践转化、与岗
位需求对接，使读书学习的过程成为认
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提升修
养、强化能力的过程，成为谋划工作、创
新发展的过程，做到学以铸魂、学以立
德、学用相长，在读书学习中夯实事业
发展之基。

读书成就事业
■樊伟伟

●干事创业有一腔热血是必
要的，但沉着冷静的思考更是必
需的

《鬼谷子》有语：“即欲捭之贵周，

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

相追”，告诉我们做事情贵在周密而

有计划。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同

一件事，不同的人做会有不同效果，

甚至相差很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有的人事前善于冷静思考，过程

中积极努力寻找最佳解决方法，做到

了“谋定而后动”；有的人却忙于动

手、急于先行，走一步看一步，遇到困

难阻碍仓促应对，这样既降低了效

率，又影响了结果。

谋定而后动，意思是做事前要多思

考、多筹划，做好行动的充足准备。对

于一件事情，所采取的做法是否可行？

可能会产生哪些副作用、不利影响？预

期效果大概会怎样？这些都是需要提

前思考和预判的，以免因一时冲动、考

虑不周而造成不良后果，影响大局。

善于对弈之人，大都有把控全局

的思维，想要取胜，不仅要考虑自己接

下来几步棋的走法，也要预判对手接

下来的布局和走势，这样才能有应对、

有胜算。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周密的计

划、科学的方法是成事之要，尽可能避

免漏洞、防止差错，方有成事希望。面

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有的人可能会说，

机遇不可多得，容不得驻足思考、盘算

计划，不然很可能会与它擦肩而过。当

机立断固然不错，但与“谋定而后动”并

不矛盾。做事提前筹划考量，做到胸有

成竹，机遇来临时才可能有准备，否则，

即便一时抓住了机会，也可能因为准备

不足得而复失。再者，事前充足准备，

细致筹划，或许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可

以去把握。事前花些时间做足准备，看

似慢了半拍，实则增加了成功的把握，

往往会事半功倍。就像老话说的那样，

“磨刀不误砍柴工”，磨刀的工夫其实节

省了砍柴的时间，提高了做事效率。

“心存制约，遇事三思，留有余

地”。遇事冲动的人，常会因为鲁莽行

事而招致更多麻烦。干事创业有一腔

热血是必要的，但沉着冷静的思考更是

必需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并

不是每条路都是捷径、都是坦途。在强

军兴军征程中，那些有利于战斗力提升

的“快车道”，都是那些满腔热血、做足

准备、思虑周全的官兵在实践中一步步

摸索出来的。

（作者单位：69245部队）

做事当“谋定而后动”
■曹 斌

●课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
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
取得教育实效的有效手段和接受教
育的主要途径

近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听到
一些问题的反馈。有的受教育者说，
当下一些教育不因时、不抓人、不走
心；有的教育者说，当下开展教育抓活
思想难、创新难、接地气难。综合看，
问题主要聚焦于课堂。

课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取得教
育实效的有效手段和接受教育的主要
途径。《礼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
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中的
“塾、庠、序、学”，即古时候学校的名
称。可见，课堂教育古已有之，是传统
的育人手段。我们党也十分重视通过
各类“课堂”培育人才，早在延安时期，
就致力于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创
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延
安大学等，成为全党进行系统学习和
开展教育的重要阵地，培养了大批素
质过硬的干部骨干。“敬教劝学，建国
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历
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代、在哪个国
家，课堂教育都是备受重视的培育人
才主渠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
性作用。

课堂教育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重
形式更应重内容。课堂教育不仅能影
响一个人的一时一段，实际上也会深
刻影响人的一生。当今时代，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介质已发生
质的改变，对传统课堂教育的信息传
递模式、思维理念、组织形式等带来挑
战，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聚
焦到使教育课堂更加多元化、教育手
段更加多样化、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
彩上来。但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我们
更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处理好“变”与
“不变”的关系。求“变”的同时，对通
过课堂获取知识、接受教育的初心不
能变，无论技术怎么改进，“内容为王”
不能丢。我们不能一边喊“教育不抓
不行”、一边又认为“教育虚空无用”，
更不能仅追求形式的新颖、手段的先
进，而不注重完善课堂施教内容。

课堂教育依旧是当下教育的主渠
道，必须牢牢抓住用好。首先应强化阵
地意识。军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课
堂就是“思想阵地”，教育者必须强化斗
争意识、阵地意识，先解决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带头做到政治强、思维新、视野
广、自律严、人格正，科学确立目标引
领，不能让“三尺讲台”有杂音。其次应
确立开放理念。课堂看似是封闭的，实
则是高度开放的领域，开放融合是时代
大势所趋。必须善于吐故纳新、借力搭
车、取长补短，切实把该讲的讲到位、该
用的用起来，盘活各种教育资源，增强
课堂教育的时代感和感召力。还需要
秉持问题导向。课堂教育既要循着问
题去，也要注重解答问题，多采取启发
式、探究式、互动式、注入式等教学模
式，把事实与道理一条条讲清楚，着力
改变“旧、散、虚、缺、浅”的状况，让课堂
真正成为增长见识、解决问题、使人受
益的平台阵地。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站稳守好课堂主阵地
■傅淑明

●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
安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
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
不枯、智不竭

在北京砖塔胡同东口一个院落

内，有这样一副对联：无事可静坐，闲

情且读书。徘徊院中，细嗅陈迹，感慨

随之而来。值此第 25个“世界读书

日”到来之际，我们不妨自问：自己多

久没有腾出时间静心读过书了？

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想必是当

下一些人的托辞。诚然，“忙”是一种

客观存在，特别是在部队，当前正处于

爬坡过坎期，新旧动能交替转换，新情

况新问题大量涌现，战备训练节奏加

快，这倒逼大家不得不提高工作落实

的速度和效率。但是否真正实现加

速，不单表现在劳动时间的增量，更取

决于思想智慧的含量。古人云：“人心

多从动处失真。若一念不生，澄然静

坐，云兴而悠然共逝……何地无真境，

何物无真机。”静，是稳固心神的定力

和气度，是精神成长的良田沃土，更是

心灵汲取营养的必经之路。“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

人如若内心长时间空虚浮躁，是不可

能有真知灼见的。所以，对于党员干

部来说，多用些时间静心读书、潜心思

考，大有裨益，如此也才能胸有良策、

腹有良谋。

这份真，是永葆初心本真。“治天

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对于

党员干部来说，静心读书不是附庸风

雅，而是追求内心的一份平和与淡

然、坚守与笃定。静心读书蕴含的能

量，如同竹笋向下扎根一样，越潜心

向下内心的定力越强。反观我们身

边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根子就在于平时荒废了读

书学习、潜心思考，进而导致思想抛

锚、心智紊乱，使人生的前行方向偏

离正确轨道。我们倡导静心读书，既

需要党员干部自觉稳心定神认真读

书，更要通过读书让自己的心静下

来，进而在自省自悟自惕中清除思想

上的杂草、把好自己的方向，练就“金

刚不坏之身”，摆脱各种低级趣味、抵

御各种诱惑，真正在时代的洪流和纷

繁复杂的环境中强固立身做人之本、

夯实为政谋事之基，确保本色不改、

初心永固。

安得静心有洞天，常洗心者不染

尘。哲人有言：“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

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

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党员干部

静心读书时，用一只眼睛观察纸面表

象，另一只眼睛洞察本质、探寻规律，

内心自然就有底气；用一只眼睛攻读

万卷，另一只眼睛审视自我、剖析自

我，自能收获沉稳练达的气质。海伦·

凯勒说：“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着

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

广阔的海洋。”静心读书的过程，本质

上就是精神疆域的自我拓展，胸怀境

界的自我修炼。作为党员干部，自觉

做到力戒浮躁，持之以恒冲刷灵魂，使

静心读书的过程成为改造主观世界、

提纯灵魂、锤炼品格、加强党性修养的

过程，才能摆脱事务主义的羁绊，实现

“心静极而智慧生”。

党员干部加强读书学习，根本目

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水平。今日世界，一日千里，

不学无从适应，不思无以应对。静心

读书并不仅是党员干部个人的事，也

是事关强军事业发展的大事、要事。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

特意到喧闹的地方读书，目的就是锻

炼意志，让自己能够胸怀静气，心绪不

受外界干扰。越是众声喧哗越要保持

定力，越是乱云飞渡越要潜心求真。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应多用一些

时间静心读书、安心思考，主动加快知

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

候才不枯、智不竭。如此才能增强工

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避免陷

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

境，锻造出真本领，磨砺出真水平，迈

向扎实务实的真境界。

（作者单位：32134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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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