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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社会】

“最是书香能致远”
———全民阅读推广名师徐雁的文学名著阅读观

●何雨琪　（南京大学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在２０１８年中国全民阅读年会组委会所表彰的“全民阅读十佳推广人”中，徐雁教授是唯一一位来自
高等学校的教授。多年来他以读书、评书、著书、编书和教书为主要生活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地传播书香理

念，推广阅读方法。他所倡导的“深入阅读文学名著内涵、深入思考作品人物言行、深入汲取作家人生智慧”

的人文阅读理念，对播撒读书种子、推动全民阅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梳理了徐雁教授文学名著阅

读观的形成过程，从阅读的价值、阅读的选择、阅读的方法以及“大阅读观”四个维度解读其内涵，并指出了其

文学名著阅读观推广和传播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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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文学名著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人类文化和
思想的精华。阅读文学名著能滋养人的心灵，在人

的品德培养和人格塑造上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当

前，受网络文化和功利主义裹挟，大众更多趋向“功

利阅读”“时新阅读”“浅阅读”，社会上甚至出现了

文学阅读和经典阅读被边缘化的担忧。因此，在全

民阅读背景下，急需重新激活文学经典的阅读价值，

引导大众的阅读选择。

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徐雁，其本职工作

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图书馆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他长期从

事中国图书文化史、阅读文化学及全民阅读推广的

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文学名著阅读观，对于“为什么读文学名著”“如何

选择文学名著”和“怎么读文学名著”这三个关键问

题，有其阅读文化学视角的独到心得和感悟，他所阐

发的“大阅读观”，有助于读者深阅读、深思考和深

汲取中外文学经典的文化养分，从而知书善读，学以

致用。

业内外不乏对徐雁教授各种著作的评介，或是

对其有关阅读推广讲座的内容报道，却鲜有在学理

上研究和探讨其阅读观和阅读方法的文章。有鉴于

此，本文以徐教授的文学名著阅读观为切入点，从文

学名著的阅读价值、阅读选择、阅读方法及“大阅读

观”四个维度入手进行解读，并梳理其文学名著阅

读观推广和传播的三个主要途径。

１　徐雁文学名著阅读观的形成
１９６３年夏，徐雁出生在江苏省吴县一个普通的

耕读之家。小学、初中阶段，不幸遭遇“文革浩劫”

的十年“书荒”岁月。所幸在有见识的师长们的引

导和鼓励下，得以养成读书的爱好。１９８０年考入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后，他在专业上获得了图书馆学、

目录学及中国书籍史等课程的知识积累，又在课业

之余的杂读博览中，接受了唐《晦庵书话》、黄裳

《榆下说书》，以及《书林》杂志等的有益影响，形成

了对中国历代藏书家和书籍文化史的学术爱好。

１９８４年毕业后，徐雁先后在国家教育部机关、
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室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

作，２００２年夏转任专业教师。在承担教学工作的同
时，徐雁教授笔耕不辍，迄今已经出版学术随笔文集

２０多部。徐教授所撰之书，其书名中往往蕴含有一
个“书”字或“读书”的涵义，见证着他与书为伴、以

书会友及以书辅仁的阅读生涯［１］。为教学、科研之

需，徐教授经常逛书店、书摊，后来又常在孔夫子旧

书网上淘书，近四十年来，家中藏书积累至万余册。

可见作为爱书人的徐教授，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始

终保持着其对阅读的热爱和对书文化研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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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融合成为其主要的生活内容。

徐雁教授多年来在所浸淫的书文化体验和研究

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社

会化生存和与时代俱进步，都有着人生战略上的意

义。２０余年来，徐教授走出书斋，走向全国各地，开
展名著导读和阅读推广方面的讲座，在一个更为宽

广的平台上，向社会传播了“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

书而贵”“人生唯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等积

极的阅读理念。至今，他仍在为任重而道远的全民

阅读推广事业孜孜耕耘。

２　徐雁的文学名著阅读观
徐雁教授的文学名著阅读观，为读者解答了在

开卷阅读过程中须直面的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

读文学名著”，即阅读的价值；二是“读什么文学名

著”，即阅读的选择；三是“怎么读文学名著”，即阅

读的方法；四是如何将“读书”与“阅世”相结合，即

所谓“大阅读观”。

２．１　文学名著阅读的价值
徐雁教授认为，阅读是一个人认识世界、认识社

会乃至认识人类自身的过程，“它是丰富和充实百

年人生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知识传承和文化延续

的基本手段”。他进一步指出，读书尤其要读文学

名著。“中外文学名著就是一种经过了时间和空间

双重考验的优质精神产品”［２］。读文学名著，就是

与古今中外的智者贤人倾心交谈，就是用前人创造

的最丰盛的精神食粮来滋养自己。徐教授认为，阅

读文学名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阅读文学名著足以助力人生成长。文学

作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的典

型，宣扬了普世至要的仁义礼智、宽容博爱乃至人间

稀缺的仗义行侠、拯困救厄，可以引导和提升人的精

神，到一个能够通过自我心理疏导而归于真、善、美

的家园［３］。读者沉浸在文学作品的世界中，受到书

中人物的感染和启发，进而认识并反思自己的精神

世界，有助于个人的人格完善和健康成长。同时，阅

读文学名著还可以培养孩子们爱读书、爱学习的习

性，为人生插上“书香的翅膀”，实现在成人的过程

中成长、在成长的进程中成才的目标［４］。

其次，文学名著具有“阅读疗愈”的功效。徐教

授认同高尔基提出的“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认为

“文学的终极关怀，乃是在于对世道人心发生影响”。

他将阅读文学好书比作服用“十全大补丸”，不仅可

以调平性情、引导心理、抚慰精神，还可以疗俗救庸、

救赎心灵、甚至重塑人生［５］。

再次，阅读文学名著可以推动“书香社会”建

设。“书香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学佳作、文学名著和

文学经典被无数读者的手指翻阅出无限芬芳的知识

世界”［６］。在文学名著的启蒙和熏陶下，人们从小

就养成“悦读勤学”的习性，进而成长为读书求知的

终身学习者，最终将组合和酝酿成整个社会的书香

雅气［７］。

２．２　文学名著阅读的选择
徐雁教授认为，面对浩如烟海的旧文献和层出

不穷的新书刊，读者应具有鉴书慧眼与品书慧心，在

阅读时有所选择，进而提升自己的“阅读力”和“阅

读率”。他提出选择读物的价值准则有二：一是积

极弘扬“真”（真实、真诚）、“善”（善意、善举）、“美”

（美丽、美好）、“和”（和解、和平）、“健”（健康
!

健

美）；二是经过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双重检验［８］。

这样的名著佳作才称得上是适宜大众阅读的健康有

益的“精神食粮”。

徐教授创意地将一个人理想的读书台阶分作少

儿时期和青壮年两个阶段，以所处年龄阶层为依据

推荐合乎人生特征和需求的文学名著。

首先，在童年、少年时期应多读古今文学佳作，

因为文学作品与儿童的好奇心、感悟力和想象力最

为接近［４］，并依据学龄时段以及自身的文化基础和

社会阅历阅读适宜的文学名著。徐教授推荐的一些

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现

当代文学名著如《子夜》《雷雨》《家》《围城》《繁星》

《朝花夕拾》《骆驼祥子》《城南旧事》等，外国文学

名著如《鲁滨孙漂流记》《堂·吉诃德》《巴黎圣母

院》《老人与海》《格列佛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童年》等［２］。

其次，在青壮年时期需多读中外人物传记，去设

身处地地体会职业、事业与志业的不易，进而把握人

生真谛、启迪成长路径、导航现世人生［９］。传记如

《五柳先生传》《四十自述》《风雨平生———萧乾口述

自传》《牛棚杂忆》《我的一个世纪》《汪洋中的一条

船》及《平鑫涛自传：逆流而上》等，都是他倾力推荐

的佳作［１０］。

徐教授还十分重视书目的参考作用。他从针对

性、可读性、通行性、著录项目和逻辑顺序、导读功能

这五个方面总结了推荐书目的研制特点［１１］，并研究

和发布了切实可用的推荐书目，以指导广大读者的

阅读选择。例如，徐教授带领其研究生弟子遴选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阅读年度排行榜”［１２］“提升‘女生悟
性’的３８种中国知识女性自传类读物书目”“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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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读写能力的中国文学必读书目”“一个培育‘读

书种子’的中外少儿读物书目”等。此外，徐教授注

重收集和整理具有推荐、导读作用的书目，其编著的

《全民阅读参考读本》的第四单元即为《推荐书目》，

为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权威的书目资料。

２．３　文学名著阅读的方法
徐雁教授在阅读文化学文集———《阅读的人文

与人文的阅读》一书中，分享了他所认同的基本读

书方法。

第一，“目录明，方可读书”。推荐书目、影响书

目、畅销书目等都是有效的检索手段和指导工具，可

以帮助人们在茫茫书海中找到阅读方向［１１］。

第二，重视“深阅读”和“深思考”。所谓“深阅

读”，贵在体验情境、获得学识、汲取智慧，只有深阅

读，才能产生“深思考”［６］。“深思考”就是在有了一

定知识积累和学识储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社会

阅历和生活经验进行刨根究底式的求索性思考［１３］。

而“浅阅读”往往得到的只是“一知”和“半解”。著

名作家王蒙曾发表其担忧道：“当阅读变得过分轻

松、方便时……阅读会不会变为表层浏览、浅层思

维，人们看似夸夸其谈、无所不知，事实上却缺乏深

入的、系统的、一贯的思考。”［１４］徐教授也认为，人们

要警惕自己不要沉溺于“浅阅读”之中，而要善于从

“浅阅读”“轻阅读”“泛阅读”走向“深阅读”和“深

思考”，才能真正获取知识、造就学识、增长见识［１５］。

第三，“精读一本，亲近万卷”。经典性的文学

名著，仅读一两遍是不够的，其中蕴藏的人生哲理需

要细细品味、反复思考。徐教授认同“一本书主义”

的精细阅读观，认为名著和经典需要在不同的人生

时段多读几遍，才能深入地挖掘到作者在字里行间

所要表述的智慧，获得知识上的教益和思想上的启

迪；以之为人生的基干，会让人触类旁通，读了还想

读，去亲近更多的好书和佳作［１６］。

第四，“磨刀不误砍柴工”，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阅读方法。徐教授通过借鉴和整合古今中外人物的

阅读经验，推荐了四种其认为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

一是刨根问底的“悬疑解疑式读书法”，指在阅读之

初或阅读期间预设疑问，使阅读成为一个不断求疑、

解疑的过程，可以有效锻炼个人的思维能力；二是追

求博学广闻的“结网式读书法”，即从一本书出发，

追寻该书作者的其他作品或同类主题的相关作品，

扩大和加深阅读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形成自己的知

识结构和学识体系；三是由博返约的“提要钩玄式

读书法”，指通读篇籍之后，自己提炼和概括其中的

要领和精义，进而将书中知识消化并转化成为自己

的真知和启悟；四是以出新和创见为旨归的“采矿

炼铜式读书法”，即通过博览群书，广泛汲取知识精

华，获得多元化的思想启迪，逐渐熔铸属于自己的见

解，达到创意、创造和创新的高境界［１７］。

２．４　“大阅读观”的底蕴
读书与阅世，是获取知识的两条重要途径。关

于二者的关系，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认为，

“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

相需，不可废一”［１８］。徐雁教授十分倡导通过游学、

旅行的方式，来增加社会阅历，把握时代脉搏。他提

出了一种以叶圣陶“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教育

理念为中心的“大阅读观”，即坚持“读有字书，识无

字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阅览室，万物皆

书卷”和“从无字句处读书，与有肝胆人共事”四项

原则，将“读有字书，悟无字理”与“读无字书，悟有

字理”这两种阅读与思考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徐教授认为，阅读包含“读有字书”和“读无字

书”两个概念，一个人不仅要懂得“读有字书，悟无

字理”，从名著中汲取人生智慧，还要学会“读无字

书，识有字理”，以天地万物为“阅览室”，并把个人

的阅历实践，同自然山川、社会生活的知识与书本知

识加以贯通、融合［１９］。因为书本所记录的只是人类

知识的一部分，而且往往是过去的知识；只有“读无

字书，识有字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让一

个人的知识及时更新、见识与日俱增、见解与时

俱进［１９］。

总之，通过深阅读和深思考，“读有字书，悟无

字理”，再在“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理念的引导

下，通过“从无字句处读书”，将读书与阅世有机结

合，并将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让书中所得与人

生实践达到一种“知行合一”的思想境界，从而增长

自身的“知识、学识、见识”，提升自己的“智商、情

商、胆商”，最终确立自己为人处世的正确价值观。

３　徐雁文学名著阅读观的三个主要推广和传播
方式

作为一位有才有学的全民阅读推广人，知行合

一的“书香中国”建设的促进者，徐雁教授积极通过

教书育人、开展阅读讲座、著书编书等途径推广和传

播其人文阅读观，发挥了劝读导学、传递书香的作

用，在广大读者心中撒下“读书种子”。

３．１　讲授“阅读文化学”和“阅读疗愈与文艺名著
审美导论”课程

作为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信息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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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教师，徐教授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开设了

“阅读文化学”“阅读疗愈与文艺名著审美导论”等

课程，为南大学子送上阅读盛宴。

“阅读文化学”课程以阅读情意和阅读方法为

知识核心，倡导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和图书馆阅读

推广的“三位一体”观。徐教授通过专题教学及课

堂内外的主题作业、分享交流，传授其阅读文化理

念、阅读方法以及较常用的阅读推广技能。学生们

在经典阅读、书评写作、文案策划、课堂讨论等环节

中提高了自己的阅读、写作、表达和思考能力，更加

真切地感受到了阅读的魅力。

“阅读疗愈与文艺名著审美导论”课程将“书目

疗法”原理、“疗愈系读物”与文学鉴赏及审美理论

相结合，向听课者解说并推广“阅读疗愈”的理念和

方法。在课堂上，徐教授并非只是解读推介具有一

定“疗愈功能”的读物，而且还以当代大学生的具体

情绪问题为依据，鼓励学生们到书林中去寻觅有关

读物，然后经自己阅读接受后在课堂上进行分享。

这门课程的开设，使听课学生认识到了阅读的自助

疗愈功效，并引导其通过阅读自行分析和调节心理

问题，使之成为一门生动有趣的阅读推广兼心理健

康课程。

３．２　开展中外名著导读和阅读推广讲座
２０余年来，徐教授应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团体、

图书馆、学校，年会和论坛等的邀请，面向公务员、学

生、图书馆读者、企业员工和新市民等不同群体作了

各种关于名著导读和阅读推广的专题讲座。讲座内

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主题：一是有关“读书与人生”，

如“最是书香能致远”“在文学书香里成人与成长”；

二是有关中外经典阅读，如“信息社会中的人文经

典阅读”“花香何如书香远———经典阅读与文化传

承”；三是有关儿童和家庭导读，如“有一种家风是

书香”“书能香家何须花”；四是有关学生阅读和“书

香校园”建设，如“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转型、

读物选择与学业提升”。

其中，“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

追求”是徐教授全民阅读推广的品牌讲座。在讲座

中，他结合自己多年的阅读经验，向读者传授阅读方

法、分享学习心得、推荐优质读物、宣扬书香理念。

“读一流书，做一流人”，选择好书最好的途径就是

阅读经典，并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在文学书香里成人

与成长。徐教授通过名人名著的故事，深入浅出地

阐述了“人贵有读书求知之志”“腹有诗书气自华”

等华夏书文化理念，并呼吁大家在生活中做到多读

书、读好书，让名著佳作中的知识养分来丰富自己的

精神世界。徐教授的讲座谈古论今，兼具知识性和

趣味性，深受听众好评。

３．３　撰著和出版阅读文化和阅读推广类读物
徐教授笔耕甚勤，著述丰硕。按内容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诸类：书话、书评文集，如《秋禾书话》《开

卷余怀》《书房文影》《雁斋书灯录》及《旧书陈香》

等，反映了其读书心得、阅读生活和书卷情怀；中国

典籍文化史研究论著，如《故纸犹香》《沧桑书城》

《苍茫书城》《江淮雁斋读书志》《藏书与读书》《中

国旧书业百年》《中国图书文化简史》及《中国古代

物质文化史·书籍》；阅读文化学文集，如《到书海

看潮》《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展现了其阅读

观和阅读推广观；文艺性行旅随笔记，如《雁斋书事

录》《秋禾行旅记》《越踪集》，以及学术人物随笔

《转益集》等，都是其践行“大阅读观”的文字记录。

徐教授策划主编的《全民阅读推广手册》（与陈

亮、江少莉联名主编，海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全
民阅读参考读本》（与陈亮联名主编，海天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全民阅读知识导航》（与李海燕联名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中国阅读大辞
典》（与王余光联名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版）共同组成了“全民阅读推广四书”，促进了古今

中外阅读理论知识和阅读实践经验的传播［２０］。

为了增益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优良读物资

源，徐教授还联络同人，创意选题并策划主编了《全

民阅读书香文丛》（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版）和《校园书香阅读文库》（郑州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其中《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由其与宋旅黄、王宗义两位先生联名主编，连续五年

问世了５辑、３０种。该丛书内容丰富，３０位作者在
各自的书中，讲述了自己读书、淘书、藏书、写书的逸

事趣闻、心得体会［１２］。《校园书香阅读文库》１２种
由其与崔波、赵普光两位教授联名主编，旨在引导莘

莘学子走进书中的缤纷世界［１２］。

４　结语
冰心曾说过，“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２１］。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网络发达的时代，人们容易沉

迷于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快餐文学等，徐雁教授倡

导“深入阅读文学名著内涵、深入思考作品人物言

行、深入汲取作家人生智慧”的阅读理念，对广大读

者起到了警醒和引导的作用。他在其课堂、讲座和

著作中反复强调文学阅读和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并

坚信：“凭借着笔与墨、版与铅的传统人文积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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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读学者和阅读推广工作者一定能够积极凝聚智

慧，努力开发创意，建设好这个在现在和未来，书香

依然传家、文雅必将继世的‘数字化时代’。”［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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