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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阅读的第一要义是喜欢

编辑江亚萍 版式阮进 校对刘洁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记者：能不能结合《康震诗词课：苏东坡 12 讲》

谈谈自己在不同时期的阅读各有何侧重？或者谈

谈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书籍？

康震：我阅读东坡是有阶段性的，比如在大学

本科的时候，我关注的重点是，他怎么就能够写出

这么多脍炙人口、老少皆宜，不同阶层的人都很喜

欢、都能共情的作品？他只是写了自己的一段经

历，写了自己一个时期的一段心境，但是为什么能

唤起不同阶层、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共

情？我那个时候年轻，只是觉得很羡慕，他为什么

有这样的生花妙笔，他为什么能够拥有这样一种极

为特殊的才华？年轻时写些散文、诗歌，希望也能

得到别人的共鸣和共情，所以很自然地把这种情感

移植到对苏东坡作品的羡慕和渴望上，希望有朝一

日也能写出这些东西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后来做博士的时候，研究成了非常重要的工

作，那个时候就非常关注一个问题：东坡参加科举

考试排名非常靠前，做官又能够担任吏部尚书、礼

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这样高的位置，乃至做到翰林学

士，可是被贬谪的时候贬谪到黄州、惠州、儋州，一

次比一次贬得更加偏远，生活的境地一次比一次惨

淡，但是在他的人生中没有看到他出现人格分裂，

也没有看到他有不能忍受的极度悲伤或者愤怒、狂

悖，至少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淡泊、旷达、正直甚至

自我解嘲。所以当时就觉得是不是由于他对朝廷

的忠诚、对君王的忠诚、对儒家的忠诚所至？是不

是和他在黄州接触到佛教的相关教义，跟很多僧人

打交道有关，在佛教经典某种感悟下，使他能够暂

时从现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还是说他在道家的

思想中也汲取了重要的源泉？我在思考：为什么他

的人生能够这样？

到了现阶段，我工作了很多年，教了很多学

生，也积累了很多的人生经验，既不会像上大学时

那样单一地想去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经典

的优秀作品，也不再只是以探究的心态看待他，而

更多地是从成长的角度追问：为什么苏东坡能够

成为这

样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一种

健康、积极地面对困难，始终保持一种恬淡心态的

人生态度？

东坡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他却始终说，一

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是从他的家

庭教育，还是后来跟他弟弟之间的关系，还有他跟

苏门里的四学士六君子的关系，以及他跟朋友们的

关系，他对这个世界始终充满了信心，始终充满着

善意，用他的话说：“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

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换句话

说，这个世界是因你的感觉而美好或者丑恶，当然

美好和丑恶是有标准来辨别的，但是你的人生如果

要美好、要愉快，首先在内心里对这个世界的价值

判断和基本认知，要像东坡先生这样始终是乐观

的，始终是积极的，始终相信希望的一天终究能够

到来。到这个阶段，我对东坡的阅读开始有了一些

人生的感悟，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讲这些是东坡更大

的价值，东坡当然是研究对象，也是我们的学习对

象，但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人生方向一个特别重

要的文化参照，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路应该怎么

走，我觉得这很重要。

记者：不同时期的阅读必然有不同的思考，能

否谈谈您的读书方法？

康震：阅读这件事情，第一要义是要喜欢，天底

下最重要的动能就是喜欢。我大概从五六岁开始

就特别喜欢阅读，那个时候是看小人儿书，家里好

多书，看不懂的就问妈妈或者爸爸。我读书读得特

别杂，觉得有意思的书就看，看不懂也看。我记得

上中学的时候就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小册子，

根本看不懂，也似懂非懂地看，虽然没看懂，看过也

觉得似乎自己变高级了。我觉得在专业的基础上，

读书一定要广泛涉猎。前提是喜欢，所有的书只要

喜欢就能读进去，读进去就会有获得，拓展阅读面

积，什么都了解一点。读书是获取知识最重要的手

段。我们现在老爱刷抖音、看小红书等等，这些知

识都是片断，但读书，只要你把一本书大致翻阅一

遍，书上的知识相对是体系化的，这样就能帮助你

形成比较严密的、闭环的知识体系，这对于世界观

的形成和价值判断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反复读，当然这也有个前提：你喜欢这

样做。我读书特别喜欢反复看，假如说我看了林语

堂写的苏东坡传记，一个月之后，我把这本书的某

几章又看一遍，过几天之后再看一遍，我喜欢反复、

重复地看自己喜欢的文章或书，特别有一些段落，

会读很多遍；看电影也是这样，反复看当然就能记

得住。

记者：看得最多的书是什么？

康震：我读得最多的，一个是人物传记，一个

是理论方面的书，还有一些小说。当然读得最多

的还是古代文学、文献专业方面的书。比

方说关于唐宋诗人的作品，关于

相关的历史文献，关于

唐宋诗人的

年谱，肯定是要反复去看。我现在说的反复看，是

在我专业研究阅读之外的所谓杂书。那些杂书我

也喜欢反复看，比方说《美的历程》，比方说范文澜

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有《论语》《庄子》和《老

子》，都是翻过很多遍的。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

你三十多岁的时候看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而你到五十多岁再看，每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非

常神奇。所以反复看书其实不是重复，而是因为

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感觉，反复看的意义在于不

断地从生活返回这些经典，在重温经典当中获得

新的精神力量。

所以说重复阅读是有动力的，就是不断回头

去寻找你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比方说我也特别

喜欢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每一次看都有新的

领悟。

记者：作为霍松林先生的博士，他对您的读书

方面有引导吗？

康震：霍先生首先是一位大诗人，写了很多古

体诗、近体诗，无论是词还是律诗、绝句，各种诗体

他都非常擅长。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一生当

中创作了大量的古典诗词，以古典诗词的形式来抒

发当代情怀。同时他还是出色的书法家，经常用遒

劲而优美的书法来书写自己创作的一些诗词。而

他自己又是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在40年代考入

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得到很多前辈大学者

的教诲，后来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育工

作，培养了许多出色的学生。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他的诗词里边主基调是关心

时事、关心家国，也关心弟子、关心朋友。

第二，霍先生的传统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他的

古典文学研究总能抓住问题的核心点，又能纵横捭

阖，拓展开去。对于后代学人启发甚大。

第三，他在育人方面有一整套的理念，他并不

希望弟子都遵循他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而是鼓

励各有各的研究特点、研究个性，鼓励和而不同、各

有特色，各自都有自己的见地。

霍先生在宣传普及古典诗词方面也做了大量

工作。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普及既有非常深厚的

学养和扎实的基础，同时在创作方面充满了灵性和

诗性。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但是由

于个人的才情所限、知识所限，很难达到他的境界，

但是有这样一位导师，就是我们的标杆，确实让我

们心向往之。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故去的或者在世的学者

或作家，您想见到谁？

康震：我还是挺想见见李白的，因为我太喜欢

他了。他有那么多未解之谜，我想面对面地跟他问

清楚，这样也省得我们再去研究了，所有的研究都

不如问本人。而且我很想看看李白到底长什么样

子。他长得有多高？到底能喝多少酒？他的剑术

是不是很高超？他到底去过哪些名山大川？哪来

那么多钱到处走？我挺想知道这些事儿。苏东坡

很多事情是我们知道的，李白是充满了神秘色彩、

潇洒浪漫的诗人，谁不想见？

据《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