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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读好书百益无一害。 读书可以借给你巨

人的肩膀和睿智的眼睛，让别人的经历和思考灌输在你

的头脑中，从而增长智慧，提高辨识的能力。 但是，读什

么书至关重要。择好书读，如同在大海里，选择正确的航

向，又如在密林里，找到一条攀登巅峰的幽径。
有人说，读点哲学书，用来增长智慧，以提高决策能

力；也有人说，拿来童话读一读，让灵魂得到净化。 说到

这儿，需要了解一下但汉松的《以读攻读》。它会告诉你，
绝对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 读书不要预设一个目的，那

样会极大地限制你的阅读空间。并且，读书如果走捷径，
图方便，那样就肃杀了思考能力，影响了思想的扬帆。

然而，我发现，当下“网络文学”和有声朗读成了一

种时尚。并且被众多读者所推崇。这些快餐式阅读，让人

们误以为读书是很容易的事。 这种阅读资源的丰富多

彩，阅读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养成了人们慵懒的阅读习

惯不说，对数字版和电子书相当依赖，从而把传统阅读

推向了悬崖绝壁。 这种发展，是以割舍的疼痛为代价换

取的，疼痛的结果可想而知。
青年学者但汉松，在文学评论随笔集《以读攻读》中

谈到，阅读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一场战争！从这个标题可

以看出，这基本代表了这本书以及但汉松自己的文学阅

读观：阅读是一场战斗，而读者就像

一个战士。他认为，阅读绝非一时一

地，一蹴而就之事，它延宕在毕生的

岁月里。
针对现在的年轻人痴迷网络文

学， 但汉松说：“我这么长时间做的

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把读者从所谓

的网络文学拉回我们的经典文学

中！ ”这话听得令人心魂震荡。 这是

一种选择，选择经典文学，也是捍卫

经典文学。
经典文学的作者， 大多都是具

有人类精神的探究者， 他们懂得生

活的意义，洞见历史的局限，又明白

文学的伟大， 他们以毕生的精力进

行创作， 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会是为

自己， 而是为了能够跨越时代的断

崖，绝处逢生，且常读常新。 想必这

正是我们需要选择阅读经典的原因

吧。
阅读经典，那种脍炙人口，所享受的是旷日持久的

练功与修行，是道路漫长、充满发现的探索奇旅。

《以读攻读》 收录了但汉松十年来的三十篇文学评

论与随笔，发轫于作者的读，最终复归于读者的读。 重

量、影色、书人、短读，从英美文学到电影戏剧，再到当代

中国小说，精妙细致的评点剖析，尽显思维的棱角与锋

芒。 在将私人阅读激发的成就感展露得淋漓尽致的同

时，本书也邀约读者亲自投身一场挑战十足又深藏智性

的“以读攻读”。 让读者感受到，阅读，绝非一时一地、一

蹴而就之事，它延宕在毕生的岁月里。
读《以读攻读》，几乎感同身受———发现作者“时而

像医生，把小说和作家曝光在通亮的手术灯下，让读者

看清每根血管和最小的骨头；有时又像遥远部落里的巫

者，召唤出蛰伏在文本最深处的幽灵。 这是一份剂量精

确的理智与情感的药方，得到治愈的将是我们昏睡已久

的高贵的感官”。
通过阅读《以读攻读》能了解当代中美文学的代表

人物和文化背景， 掌握文学理论和解读方法的入门途

径， 并领略温和中正里透出洞见和野趣的随笔笔法，更

能收获一个无用之用。
最重要的是，《以读攻读》告诉读者，阅读是延宕在

“经典文学”
急需时代来捍卫
———品读《以读攻读》有感

□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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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岁月里的练功和修行，百战不殆，百练不厌，从而让

人们懂得经典价值所在。
有一句话说 ，“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

特”， 这句话评价的是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经典之

作。这句话很好地阐述了何谓经典，经典就是百看不厌，
内涵丰富的作品，它能令不同人在不同时期得到不一样

的收获与思考。 经典是经得起时间的历练，能让人剖析

一字一句的奥妙的典例。因此，我们要尊重经典，让经典

焕发更大的活力，让文学芬芳更加源远流长！

尊重经典文学，因为它是人类踏破满院草静，冲击

世界高台的阶梯。 经典文学更有助于我们知古论今，百

战不殆。 经典文学犹如药也，善读可以治愚。
尊重经典文学有助于我们在这个不再是以体力致

富的年代开阔胸襟，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并收获成功。 所

以，经典不可不读，经典文学不可轻视。经典文学是人类

瑰丽的文化遗产， 尊重经典文学就是尊重先祖历史，归

还文学世界一片洁净的蓝天！
因此，捍卫经典已经迫在眉睫！ ■

清晨的行走，不经意的仰望，灰

砖青瓦的屋顶上乍然跳出一大片细

碎的小花朵，殷红殷红的。我认得那

株是海棠花，茎叶低低，花朵挤挤挨

挨。恍惚觉得，那些轻轻摇摇的花朵

充满了丰富的生气， 纵然没有良好

的生存环境， 它们依然认认真真开

得如火如荼， 那些曾经四处飘零的

孤苦，反而使之焕发出生命的喜悦。
一位友人曾赞叹， 海棠应是最

有灵魂的花朵， 你瞧世间繁花拼着

命绽放芬芳，可它偏不，一朵花敢于

没有香味，这是需要勇气的。没来由

地想起英国诗人王尔德风靡全球的

名言———这世上漂亮的脸蛋很多，
有趣的灵魂却很少。

有位作家朋友创作多年，拥有名声和地位，之后他

开始热衷参加各种应酬活动， 写作的初心也逐渐改变，
再难写出好东西。 苦恼之时，他去山间小住，日日种田

食蔬，看夕阳西下，心思变得简洁，灵感也随之重返。 他

因此说：“有趣的灵魂之所以少有，因为它需要我们静心

修炼而得。 ”
金庸笔下的老顽童被困桃花岛， 可他玩心不死，没

人陪他玩，他就左手打右手，独创一套绝世神功。现实版

的老顽童黄永玉，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却不领情，当场

一拉脸：“毕加索、吴道子才算大师，我算什么大师？如今

真是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我琢磨着这句话甚是有

趣， 它给出了一个道理：“有趣的灵魂与沽名钓誉者无

缘，它是于声名如日中天自持遗世独立的一颗素心。 ”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花未眠》中写道：“如果说一

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得自语道，要活下去。 ”
川端康成看见一朵海棠花的美，打心里感到喜悦，纵使

心中对人世有无限的悲情， 纵使身处深切的痛楚中，也

能被一朵很美的花照亮自己。人从灰暗痛楚的心境到喜

悦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假如我们不仅为花朵的美

丽而喜悦，也为他人的美好而心喜，有趣的灵魂就修炼

而得。
在电视剧《封神演义》中，纣王问姜子牙：“如我这般

能否求仙修道？ ”姜子牙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那要问

大王，舍不舍得这樽中美酒，舍不舍得身边佳人，舍不舍

得君王威势，舍不舍得锦绣江山。”纣王听完连说舍不得

而作罢。
是的，对权力地位与物欲的不舍正在阻碍我们成为

有趣的灵魂
是修炼所得

□陈 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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