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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我能为
社区干点什么？信息排查志愿服务是做什
么的？近日，全国首部《防疫志愿服务培
训教材》出版，并同步开放电子书渠道，
供全国防疫志愿者免费阅读。

面对突出其来的疫情，广大防疫志愿
者迫切需要专业的志愿服务知识，需要及
时有效的专业培训与智力支持。该教材由

团广州市委依托广州市团校、广州志愿者
学院编写而成，分为志愿服务通用知识、
防疫志愿者安全防护知识、防疫志愿服务
专业知识三部分。

全书以教材形式呈现，文字简洁，搭
配适当的图、文、表、数据、故事案例
等，简明易懂，让志愿者们能够游刃有余
地开展服务。截至3月16日，该教材的线上

阅读量为1 . 77万人次。
教材中特别涵盖了防疫志愿者礼仪规

范、志愿者参与抗击“非典”和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情况、防疫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概述、防疫志愿者法律素养等知识，确保
教材内容通识性和针对性兼备，有效满足
了防疫志愿者的培训需求。同时，教材还
专门介绍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志愿者防护指南、心理调适等自我防护知
识。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专家、广东省团校
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谭建光教授指出，
教材既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又延伸到其他公共卫生事件志愿服务需
要，易读、易学、易用。

本报讯 新华社北京3月 1 4日电 “您
好，您购买的图书已送达！”12日上午，家住北
京海淀的郭先生从美团外卖的骑手手中收到
了自己30分钟前下单购买的新书《原则》。

近日，涵芬楼、三联韬奋书店、中信书店、
北京图书大厦等72家实体书店入驻美团外卖
平台，开通外卖业务。一方面，有即时购买纸
质书需求的读者可以像点外卖一样一键下
单、快速收到新书；另一方面，在疫情中关门
歇业的实体书店也多了一个新的渠道。

据钟书阁书店北京融科店负责人介绍，3

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消费者郭先生通过“美
团外卖”App下单，购买了一本瑞·达利欧的
畅销书《原则》，售价98元人民币。店员将这
本书交给取货的美团骑手，骑手送到消费者
手中，整个过程不足30分钟。据了解，这是自
2月1日关闭线下门店以来，钟书阁书店北京
融科店售出的第一本图书。

受疫情影响，北京实体书店中大约8成处

于关闭状态。为了帮助文化企业复工复产、满
足读者在家阅读纸质书的消费需求，在北京
市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北京地区的钟书阁、建
投书局、三联韬奋书店等成为首批入驻“美团
外卖”的72家实体书店，得到美团平台给予的

“免费入场”、流量补贴、运营辅导等支持，使
实体书店能够通过“触网”，增加线上获客渠
道，拓宽盈利模式，加速线上转型的步伐。

目前，钟书阁书店北京融科店和建投书
局北京国贸店均已入驻美团外卖平台。据了
解，书店从提交申请资料到注册通过、开启线
上模式，耗时不超过一天。

“快递小哥不仅能解决快速用餐问题，也
可以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读者郭先生
说，许多书籍目前还没有电子书版本，如果有
临时查找资料的需要，遇上书店关门，没有任
何解决办法，如今图书的“外卖模式”解决了
这一难题。

听有声书，其实早有之。曾经的听书，是
广播连播的评书；如今的听书，花样繁多，借
助互联网与现代科技，音质更圆润，题材更
广泛，选择更自由，纸质书籍外，给人们多了
种读书的选择，读书进入了随时随地想读就
读、想听就听的新时代。

听评书，流行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收
音机出现时。那年代，收音机是乡村家庭最
昂贵最爱惜的“家用电器”。一家人为了购买
一台笨拙厚重、有时雨雪天信号还呲呲啦啦
的“大盒子”，得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攒余钱。
添置它，是农村家庭的一件大喜事。煤油灯
与白炽灯的岁月里，书籍报刊如粮食一般紧
俏，听收音机便是老百姓打发闲暇、获取外
面信息的重要来源与幸福时光。

印象中深刻的长篇评书，是抗日长剧
《夜幕下的哈尔滨》，每晚6点半准时播出。只
见其声，未见其人的演绎方式，让少年的我
格外在意播音、关注故事情节，以感受情绪
变化。浑厚的男中音，或舒缓娓娓道来，或快
捷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或停顿屏住呼吸，或

大吼一声心惊肉跳，磁铁般吸引着我，仿佛看见收音机背后说书人的一
招一式，惟妙惟俏地叙述着抗日的峥嵘岁月，英雄们的胆识与智慧，惊
险处呼吸急促，手心出汗；痛击时又让我拍手称快，手舞足蹈。曾有歌手
说，“夜晚下闭目听歌，能知音乐的灵魂，触动人心灵之最柔软处，而辨
识其良莠”。此话有同感，因为这声音，从那时起记住这个人。

后来陆续地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单田芳的武侠评书《三侠五义》、
刘兰芳的《穆桂英挂帅》等等，一个沙哑厚重，一个铿锵劲道，或气势磅
礴，或潺潺流水，仿佛唐宋年代的刀光剑影，近在眼前，历史传说与传统
文化伴我度过无数个青葱岁月，直到电视机的普及，收音机逐渐被遗
忘，一别听书即是三十载。

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听书”又以新的面孔重现在生活中，称之为
“有声书”。当纸质书籍让眼睛疲惫，释放视觉与双手，动用听觉感官，心
悄然打开，晨起时，听有声书籍APP，如“学习强国”，洗脸刷牙早餐中，
听精短美文，名家散文和中国古诗词，既不耽误时间，又获取知识营养，
滋养心灵，一天倍感清新。晚憩后，泡一盆热水脚，或斜躺闭目，让涓涓
细流之声打开疲惫的心扉，贴近朗读者的天籁心声，心之柔软之处，渐
渐释然，如若山涧溪流，涓涓流淌，祛除尘埃，远去喧嚣，涵养心地，回归
本真与自我。九点半听枕边经典，鸡毛蒜皮，锅碗瓢盆，晓解生活与人生
智慧。双休午后，一杯清茗，一缕清香，沐浴冬阳，听《红楼梦》有声全剧，
置身于有声的大世界，充电一个礼拜的精神食粮，第二天太阳又是新
的。

听书，不被跳跃画面所干扰，不被枝丫旁骛所走神，凝神专注于语
言的魅力与文字背后的涵义，可以帮助人纠正字词读音，识别冷僻之字
之意，提高朗读能力、艺术和人文素养。

小时候听书，听的是故事情节，感受的是热闹气氛。现在听书，听的
是文化意蕴，感悟的是生活与人生的真谛。然无论是流年听评书，还是
今听有声书籍APP，都是另一种读书休闲的好方式，是读纸质书籍外的
有益补充，徜徉有声海洋，精神愉悦，容颜与心灵不老。

读读书书故故事事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办公室
里，无论是在熙攘的公园里，还是
在嘈杂的街道上，总有不少的人
不停地对着手机或其他电子产
品，在进行着阅读。有人把这种
短、平、快的阅读方式称为微阅
读。这种阅读方式具有便捷、舒
适、直观的优势，不仅有文字，还
有图画、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支
持，与认认真真、正襟危坐捧一本
经典书籍来阅读，其趣味性是大
大增加了。所以，阅读经典的人已
经并不多见了。那么，我们还需不
需要阅读经典呢？回答当然是肯
定的，是必须的。

我们所说的经典，是指那些
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
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

书”。《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
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
典，两不相损。”唐刘知几《史通·
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
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
经典。”一部著作之所以称之为经
典，就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思想
价值、文化价值及艺术价值。我们
知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
游记》、《红楼梦》是中国的四大名
著，堪称经典，其中的故事、场景、
人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从古至今，
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四大名著虽
然难以统计，但用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却并不为过。

有人认为，杂学旁收的阅读
是一种很好的自学能力，但在知

识储备中如果没有经
典作为根基，任何杂
学旁收都有可能变成
邪僻的思想言行，当

我们具备了将知识转化为文化的
能力时，我们的杂学旁收才会成
就臻于至善的人生。有知识不一
定就有文化，而经典则是文化的
载体，精神的传承，既可垂宪万
世，亦可教化世人。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中华民族
传承千年的精神财富，被仅仅1万
余字的《论语》所全部记录，数千
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不但要诵
读，还要践行其中的“君子人格”。

经典作为源头活水，常理常
道，它的价值历久而弥新，是开启
智慧的金钥匙。在《周易》里我们
可领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

《诗经》里我们可了解到“世事洞
明皆学问”，在《离骚》里我们知道
了高洁的品行像一切香草幽兰，
在唐诗宋词里我们轻吟浅唱，满
脑沁香。阅读经典，就是一个精神
熏陶、品格提高、境界升华的过
程。

当代社会，信息繁杂，微阅读
风行，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却容
易滋生浮躁心、傲慢心，甚至会产
生无法摆脱的困惑和焦虑。何以
解惑？不妨多多阅读经典。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
支持按下时代的快捷键，并不反
对微阅读，只是希望在微阅读风
行的今天，切莫忘记阅读经典，更
要注重阅读经典。

漫漫 读读

我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
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
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
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
有四点：(1)精其选，(2)解其言，(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

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
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
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
阅的。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
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
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
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
念一年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
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
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
久就过去了。下面所说的就指值
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
的呢？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
正的评选家，这个评选家就是时

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现在我们所称为
“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
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
精读的书。

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
先要懂得它的文字。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
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只好在关外指手

画脚，那是不行的。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
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
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
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
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
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
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
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
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
为死读书了。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
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
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
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
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
外，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
道理，意是著书人的主观认识和判断。也就
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
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
合。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
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

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
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
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
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
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
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
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
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
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
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
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
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
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
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注：冯友兰(1895 . 12 . 04～ 1990 . 11 . 26)，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中国哲
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
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
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
影响深远，称誉为“现代新儒家”。

全国首部防疫志愿服务培训教材出版

72家北京实体书店开通“外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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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我的读书之道

作者：大米[英]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
《奶奶最懂得》由中国纪录片导演、美食专栏作家

陈晓卿倾情推荐，是英国年轻人大米的美食笔记。作者
大米是出生在英国、在中国长大的主持人、美食图书作
家。书中走进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
海南的乡村，探寻风土民情、发现特色美食，特别是大
米与当地村落 16位奶奶以美食互动的真情特别打动
人，更有奶奶们制作的传统美食和大米制作菜品的详
尽制作方法，引起人们对美食、对传统、对故乡、对亲
情、对慰藉人们内心情感的共鸣。

这是一本既好看又实用，而且有温度的饮食文化
类图书。

作者：冯娜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推荐理由：
本书涉及近四十种宋代词人视野提及最多的植

物，词人赋予它们情思和人格，在它们身上投射了宋人
强烈的生命意识。作者用优美的行文和审美情趣带领
我们徜徉在宋词的植物世界，就像乘舟穿过时间的甬
道，在浩瀚的海域，与千年前的人们经历着相通的悲喜
和宁静。那涌动的植物的光芒中有关于人世的体察，有
关于人心的探问，有关于宇宙的求索，还有对身边草
木、对万物的亲近与爱怜，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宋人优
雅、深沉的生命质地，更让我们读懂一个时代的心事。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推荐理由：
这套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就是在采

集工程的基础上面向儿童的一次再创作。丛书率先推
出8位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既有大众耳熟能详的竺可
桢、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也有许多人不那么熟悉的
何泽慧、吴征镒、刘东生、梁思礼。

这套丛书也填补了用绘本形式记录中国科学家成
长经历的空白，也擦亮了很多理应被关注却不太被关
注的科学之星。

荐荐 书书

《奶奶最懂得》

《唯有梅花似故人——— 宋词植物记》

《为大自然写日记》：绘本里的科技群星

名名 家家 与与 阅阅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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