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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 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书日”，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

共产党早在 1940 年就专门为干部读书学习设立了

一个节日——“五五”学习节，其最初的名字叫做

“干部学习节”，也是当时党内仅有的两个节日之

一（七一党的生日和五五学习节）。之所以选择 5

月 5 日，因为这一天是马克思的诞辰。马克思是共

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也是特别热爱学习

的人。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期间，阅读了大量

文献和资料，他在伦敦期间，每天在大英博物馆的

圆形阅览室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和资料。有人统计，

他读过的各类书籍和资料有 1500 多种，所摘记录

和整理的笔记有 100 余本。《资本论》的创作历时

40 年，三卷合计 230 万字。由此可见，以《资本论》

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一项艰巨、宏伟

的工程，而这项工程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基础之上的。

阅读的力量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

教育和干部读书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兴学习之风，打造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

代化建设能力的先行示范区干部队伍，深圳市委组织部向全市广大干部发出倡

议：将每年 5 月 5 日马克思诞辰日前后三天定为“深圳干部读书周”。2021 年

5 月 5 日下午，2021“深圳干部读书周”干部读书沙龙暨首场读书沙龙在深圳

书城举办。国务院参事、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总顾问王京生同志应邀作为首场读

书沙龙的主讲嘉宾，以“阅读的力量”为主题，与深圳党员干部、市民读者共

享阅读的快乐。本刊特约此文作为特稿刊发，以飨读者。

阅  读  的  力  量

王京生

摘  要：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都

与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有关。而阅读是学习最基本的途径，阅读增加人的幸福感，是创

新创意的最大源泉，也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可持续。深圳的快速崛起，其中一个不可

忽视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全民阅读。作为唯一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深圳打造了

全民阅读的“深圳样本”，移民的梦想、观念的引领、政府的倡导和高贵的坚持在其

中发挥了关键性、基础性的作用。做新时期的读书人，不仅是提升能力、提高品位的

需要，也是平衡身心的需要。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观察，阅读的力量就是文明的力量。

“城邦、冶炼术、文字”是文明起源的三大基本要素，而文字是文明社会最重要、最

基本的条件。对文明的理解始于对文明的阅读，亲近阅读就是亲近文明。

关键词：学习；阅读；文明

中图分类号：G2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1）03-0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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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

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

里程碑”。[1] 而这三件大事的发生，恰恰都与大

规模的学习运动有关。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 1915 年 9 月，陈独

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第

二卷第一号改为《新青年》）。《新青年》从宣传

“民主”和“科学”开始，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提

供了平台，极大地解放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

在当时自由主义、三民主义、托尔斯泰和平

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

门罗主义等等各种社会主张此消彼长，各种社会

思潮相互激荡的大背景下，《新青年》最终选择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并引领中国走上马克思

主义道路的，一部分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

要撰稿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

一部分是《新青年》的粉丝、追随者。《新青年》

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奠定

了思想基础，而且成为引领当时一代中国青年的

思想旗帜。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新

青年》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当我在师范学校

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

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

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2]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学

习、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延安时期的学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次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出现在延安时期，

当时党内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片面学习、生搬

硬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个别词句，

“想当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错误学习态度。

对此，毛泽东在 1941 年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

他引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来批评那些徒有虚名、不爱实

学的人。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

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

他认为学习应该持有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

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

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

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

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

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

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的延安整风运

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

动，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

理论上的成熟，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也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理

论建设和壮大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并指导中国

革命在 1949 年取得了伟大胜利。

（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又一次伟大

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学习运动。“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中国第一次主动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向

世界学习。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设立

经济特区时强调：“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

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通过改革开放这个窗口，我们不仅学习国外先进

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知识，更要把学习

到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加以消化，科学运用

到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窗子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

会跟进来。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向世界开放、向世界学习的过

程中，以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去其糟粕，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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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精髓”，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极大改变

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

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

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4]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也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劲动力。

二、阅读是学习最基本的途径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学习不能离开读书

这一基本途径。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关于阅读的意义，古今中外的论述很多，笔者认

为最重要的是三点：

（一）阅读增加人的幸福感

能读书、有书读、读好书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至圣先师孔子《论语》开篇即以“学”立论，“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横空出世，绝非偶然。孔

子本人也热爱读书，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莎士比亚说：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刘向（汉代）说：“书

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

让人滋养浩然之气。”[5] 读书增加人的智慧，提

升人的境界，使人快乐充实。它既可以增加人生

的厚度，也可以延伸生命的长度，拓展生活的广度。

（二）阅读是创新创意的最大源泉

创新创意有赖于大量的阅读。阅读力决定一

个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力。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阅读指数和创新指数高度重

合，两者成正比。比如，公认的世界创新能力最

强的是以色列，它是创新成果最多、转化率最高

的国家，同时也是全世界人均读书量最高的国家，

人均每年读书 64 本。[6] 以色列 880 万人口，却拥

有 3.8 万名科学家。截至目前，以色列拥有 4000 

多家科技创业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

仅次于美国。

2020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欧洲

国家占 7 个，瑞士连续八年名列第一，其中在高

收入经济体中，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占

了三席。[7] 国家创新能力与国民的阅读能力呈明

显的正相关关系。欧洲国家年人均读书量约为 16

本，北欧国家达到 24 本。由此可见，国民阅读率

是决定国家创新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的创新力主要集中于大的中心城市。由

此可见，一座城市要集聚创新资源，要保持可持

续发展，要不断地迸发出思想活力，就应当去看

这座城市有多少人坐在图书馆里，多少人买书和

研究问题。阅读激活城市的创新思维，拥有对阅

读的巨大渴求、对知识的巨大热情，一座城市积

累的丰富知识一定能转换成强大的创造力。

（三）阅读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可持续

我们谈可持续发展，常常提到环境保护、产

业升级、资源利用等，其实最重要的可持续在于

人的可持续，而人要依靠读书学习才能可持续发

展。只有坚持阅读，人类精神文明才能得以传承

和发展。

中华民族文明何以历久不衰并且日益壮大？

这与中华民族对学习的推崇有关。没有一个民族

像中华民族这么持久地重视读书。“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中国人一直把阅读当作和生命一

样重要的东西。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

书籍典藏汗牛充栋，勤学善学精神更是一脉相承。

从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到杜

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从“凿壁借光”

到“囊萤映雪”，对书本的热情、对阅读的推崇

以及读书之刻苦，从中可见一斑。[8]

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需要学习；一个民族

要提升自身素质，需要学习；一个民族要被其他

民族尊重，同样需要学习。阅读，是所有学习的

基础。强国自国民始，高文化素质的国民自教育始，

教育自读书始，热爱读书的民族必将自强于天下。[9]

三、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为什么是深圳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

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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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这是中国人民创造

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10] 深圳成功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深圳

的全民阅读。

深圳作为全国较早开展全民阅读的城市，自

2000 年起创设读书月，持之以恒打造中国全民阅

读的“深圳样本”，走上了一条书香馥郁、续航

持久的先行路。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

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以肯定和

嘉许深圳十几年来坚持不懈推动全民阅读所做的

努力。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

科娃女士在北京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

北京峰会和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时，亲手把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证书颁发给时任深圳

市长。

这是一份殊荣，是对一个只有 40 多年历史，

但却用 20 多年的时间坚持开展读书月、提倡阅读

活动的城市的一种肯定。博科娃女士曾经动情地

说过：“我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城市，没有

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像深圳那样，那么多家庭，那

么多孩子，聚集在书城尽享读书之乐，这快乐温

馨的场面，我永远都会记得。”

深圳成为唯一一个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为什么是深圳？

（一）移民的梦想

深圳作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与年轻

的移民城市，95％以上是移民。移民汇聚，像小

溪入河；移民涌动，像春潮破冰。一个吸引 1000

多万人前来创业发展的城市，如果没有一种博大

的胸怀，没有一种精神的感召，没有一种文化的

包容和凝聚，就不可能有如此旺盛的人气，也不

可能有这座城市所创造出来的中国甚至世界的奇

迹。深圳这座城市构成的主体是移民，他们每个

人都是文化的载体，汇集在一起就是宏伟的交响

诗篇。[11]

阅读成为移民实现梦想的主要途径。在深圳，

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因为阅读而改变命运的人。

广大市民普遍存在着对知识的巨大需求，自我学

习与自我提升成为化解生存与竞争压力的内在需

要。有一个数据是最好的证明：深圳人均购书量

已经连续 31 年位居全国第一！五湖四海怀揣梦想

的移民在艰辛的工作生活环境中不忘自己的梦想，

不忘勤奋读书，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一步步走

向通往成功的阶梯。每个人的梦想如何产生和实

现，阅读都是很重要的途径。[12]

（二）观念的引领

深圳提出，不仅仅要把读书看成是个人事业

成功的手段，更要把阅读提升到一个城市的价值

层面，来塑造这个城市的精神品格。“让城市因

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在

这个城市，读书人会获得尊崇。“世上几百年旧

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这

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最积德：第一就是劝人行善，

第二就是劝人读书。深圳就是致力于把这座城市

的阅读理想注入到市民心中，使得每一个市民在

和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养成一种崭新的以

读书为荣的文明习性。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深圳文化工作的两

大支柱之一。文化权利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

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

创造成果被保护的权利。而阅读，是其中最基础、

最广泛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权利。从首届读书

月开始，深圳就把阅读作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

基础加以推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时评选了“深圳十

大观念”，其中，“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

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两项与阅读相关的观

念高票入选。评选结果是由深圳市民投票产生的，

表明了市民对于倡导全民阅读的普遍认同。

（三）政府的倡导

2003 年，深圳在全国率先确立“文化立市”

发展战略，并提出建设“两城一都”作为城市特

色品牌。“两城一都”建设包括图书馆之城、钢

琴之城、设计之都，这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

球范围评选“图书馆之都”“设计之都”还早两年。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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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深圳图书馆入围市长质量奖，是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第一次入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事件，也是一个重大突破。以前谈到质量奖，主

要是谈某个企业、行业的产值和领先作用，一个

城市能够给予图书馆以市长质量奖来予以奖励，

体现了一种非凡的境界与眼光。

深 圳 持 续 积 极 建 设“ 图 书 馆 之 城”。 截 至

2020 年底，深圳共有公共图书馆（室）710 个，

与 302 个各类自助图书馆共同形成了覆盖全市所

有街区的公共图书馆网络体系，实现每 1.5 万人口

拥有一个图书馆服务点。

深圳大力推进“一区一书城，一街道一书吧”

战略布局。迄今建成 6 座面积超过 3 万平方米的

书城文化综合体，和 700 余家各类实体书店，每

年依托书城书吧开展超过 1 万场公益文化活动。

阅读与衣食住行一样，正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各种文化活动中，阅读发挥的是基础作用、

核心作用。在阅读空间的建设方面，政府从公共设

施、空间、硬件、软件、资金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给予了必要的保障。2013 年，全民阅读立法列入

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深圳紧随国家战略指导，积极

推动立法保障。2016 年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深圳成为首个运用特区立法权制

订全民阅读法规的城市，以条例形式要求市、区人

民政府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纳入文化事业发展规

划，并将全民阅读品牌活动法定化，规定每年 4 月

23 日为深圳未成年人读书日、每年 11 月为深圳读

书月，进一步把“市民阅读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

率先实现从公共服务到文化治理的嬗变。

凡此种种，引发主持人白岩松盛赞 :“深圳近

乎是全国阅读推广最好的城市 , 可以不加之一。” 

（四）高贵的坚持

从古至今，读书是一种散发着文化芬芳的文

人雅事，而在深圳，阅读不仅是众多市民的个人

乐趣、生活方式，亦成为一座城市高贵的坚持。

深圳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和文化奇迹，与

人们保持着对阅读的巨大渴求、对知识的巨大热

情息息相关。纵观深圳的发展史与阅读史，城市

因阅读而美好、因阅读而强大、因阅读而高贵。

深圳推动阅读二十余载，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关键

期注入了全民阅读的因子，犹如城市擘画蓝图的

点睛之笔。用阅读来平衡经济和文化发展，让城

市居民切实分享发展的红利；用阅读来提升城市

软实力，让城市建设者切身感受深圳文化的开放

性和优越性；用阅读激活城市强大的创造力，成

为城市发展永续不断的生命之源。[13]

推动全民阅读就是要坚持，有“死磕”的精神。

古人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读书也是这样。

深圳连续 21 年坚持举办读书月 , 累计开展公益阅

读文化活动 9000 余项，吸引逾 1.7 亿人次以各种

方式参与，被市民读者高票选为“市民喜爱的十

大文化品牌活动”和“深圳十大文化名片”，这

是一座城市对全民阅读的“高贵的坚持”。

这种“高贵的坚持”来源于我们可爱可敬的

市民，“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国际荣誉属

于热爱阅读的全体市民。在深圳随处可见的一幕

幕宁馨自在的阅读景象，让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未

来充满信心：深圳图书馆只要开馆，每天早晨都

有市民在排长队准备进馆学习；24 小时书吧的灯

自开业之日起，就从来没有熄灭过，“哪怕这座

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 这里的灯也会亮着”。有一张

照片颇具代表性：在书城阅读区围坐而读的一大

群人之中，有一位年轻的父亲手捧书本，聚精会

神地看书，而躺在他双膝间的，是熟睡的女儿。

对此，有人形象地评价：手里捧着未来，怀里抱

着希望。这些，构成了深圳最独特的人文景观。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曾评价，深圳是

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开展最早、效果最好、影响力

最大的代表性城市，书香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四、党政干部要做新时期的读书人

当前，人们接触信息、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

样化，但读书依然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尤其党

政干部要做新时期的读书人。

（一）为什么读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我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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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古人讲，‘修

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即是立德’，

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

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读书是提升能力的需要。爱因斯坦说，“我

们一切的力量都来源于文化，文化给了我们一切”。

文化从何而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阅读。通过阅

读，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深

圳人的平均年龄约为 32 岁，正是最富于求知精神

和学习欲望的年龄阶层，建设学习型城市，倡导

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是提升人才素养的重要手段。

读书是提高品位的需要。庄子曰：“夫子德

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苏轼说：“腹有诗

书气自华。”曾国藩说：“唯读书能改变气质。”

阅读经典、博览群书，能净化心灵，明理修身，提

高道德修养，提升文化水平与人的思想和智慧。个

人阅读能力和文明素养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善读书

必然博学、善思、卓尔不群，而一个灵魂高贵的人

必然也深谙阅读之道和阅读之美，有着高层次的文

化品位。[14]

读书是平衡身心的需要。党政干部的工作压

力也越来越大，阅读可以平衡身心，调节心绪。

于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

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

我庐别有春。”当你在晚上打开灯，能够安安静

静读一本书的时候，书当然是你获取知识的源泉，

更重要的是你在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

方式让你闻着书香，心里无限宁静。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武汉“方舱

医院”收治了一名患者，这名男子戴着口罩、半

卧在床，同时手捧厚重的“砖头书”——弗朗西

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

法国大革命》，聚精会神地阅读。在这种生与死

的关键时刻，阅读能够给人带来超越生死的力量。

（二）关于怎样读书的建议

首先，曾国藩认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

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

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

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

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15] 曾国藩的

“三有”是读书的要诀。第一，文人读书，要有

志向，大理学家朱熹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

第”就是一种志向。第二要有见识，而且不知足。

第三要有恒心，贵在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不是求学之道。

其次，既要广泛涉猎，更要精益求精。曾国

藩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需用猛火煮，然后用慢

火温”。读书就如同煮肉，先是大火焖，然后小

火慢慢煨。苏轼也有一句话，“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知”。真正的好书是作者一生的心血，

是人类宝贵的遗产，是大智慧。经典的东西要熟

读深思，不厌百回读。一个人如果读书从来不回头，

他永远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

第三，要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学习。“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是我们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

优良传统。现阶段，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提升行政能力的基础。

做新时期的读书人，就要不断营造阅读环境，

不断丰富阅读手段，不断弘扬阅读价值，让“以

读书为荣”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念，让“以读书为乐”

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以读书为用”成为我

们进步的阶梯。

五、阅读的力量是文明的力量

阅读的力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对于个

人，对于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

不一样的解读。若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观察，

我们会发现，阅读的力量就是文明的力量！

业界普遍认同的一个文明起源理论，把“城

邦、冶炼术、文字”作为文明起源的三大基本要素。

文明之前的时代，则被称为史前文化。城邦的出现，

意味着复杂的社会分工已经出现，这是人类进入

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冶炼术的出现，意味着人

类不仅仅依靠自然界的赋予，而且能够创造出自

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

阅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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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

大量积累并得以传承和发扬的时代，这是人类进

入文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重要、也是最

基本的条件。

文字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担负着记录和传承

的使命。世界上独立创造文字的民族并不多，绝

大部分民族的文字都是借用而来的，比如日本的

文字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有些民族虽然创造了文

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弃用了，比如玛

雅文字，现在已成为少数迄今为止尚未完全被破

译的古代文字之一。

文字是用来书写的，书写是用来阅读的。正

是因为有了文字和阅读，文明才能够一代一代传

承下来。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字和阅读习惯，

中华文明才能够才成为世界上最古老而唯一没有

被中断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的力量，

就是文明的力量。对文明的理解始于对文明的阅

读，而亲近阅读就是亲近文明。[16] 当我们高举阅

读的旗帜，除了丰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促进民

族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

们在弘扬伟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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