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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入静，只有父亲书桌上的灯还亮着，

我隔着蚊帐就着微光偷偷地翻动书页—小时

候的这一情景生动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我爱

读书，书中展现的各种现实生活里见不到的世

界总是令我兴奋不已。我用父母的借书证从大

学图书馆借过书，为了带书回家的特权蹭进省

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当过服务员，而小伙伴们一

起玩耍的时侯包藏了更多与书的遭遇。我读了

许多中外著名童话、各国民间故事以及《铁木

耳和他的伙伴》之类的儿童文学，包括大人中

一度流行的苏联反间谍小说。走在上学路上有

时我也看书，一会儿浓荫笼罩，一会儿阳光扎

眼，一点不懂得顾惜自己的眼睛。直到小小年

纪看不清码头上的招牌，父母才发现我已经近

视了。

如果书籍可以看作时代的写照，那么我

的初中正值《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

城》、《苦菜花》、《三家巷》的时代，而

《林海雪原》以其精彩纷呈的情节、血性十足

的角色和晶莹芳菲的情感耸起了一座清峻超拔

的高峰。我也读过《说唐》、《说岳全传》、

《三侠五义》之类的古代通俗文学读物。我记

不清所有这些书来自何处，总归是同学之间借

来借去吧，尤其好朋友中有郭东湘那样手不虚

卷、喜爱作诗填词的“小老夫子”，不能不说

是一幸事。我开始抄读书笔记，那些草草装订

的纸头和古旧粗陋的本册无言地透露出少年新

中国的贫困与艰辛。

我的高中是在《静静的顿河》、《踏

平东海万顷浪》、《我们播种爱情》、《金

色的群山》和《三国演义》、《西游记》、

《水浒》的伴随下度过的。如果不是谢清

源、王仲兴这样酷爱读书的同学，我会错过

○ 余昌民

一路读来

许多好书，至少我对书的倾心要推迟好几

年。《多浪河边》使我的脉搏和天山戈壁儿

女的脉搏一起跳动；前苏联小说《红肩章》

则让我与主人公一道经历苏沃洛夫军校那足

以使每一个男孩子心迷神醉的严格教育，一

道品尝爱情初萌的美妙与芬芳。

清华图书馆那古老肃穆的气氛和醉人的

书香是令我永远怀念的。在那里我读了如《马

克思的青年时代》、《教育诗》、《安娜·卡

列尼娜》、《白痴》、《欧叶妮·格朗台》以

及欧·亨利的故事和美学理论，那是雍容有序

的阅读，倾向于追求内在的修炼。狂暴的“文

革”把生活劈成了两段，社会来不及惊愕便堕

入苦难之中，书的来源从图书馆转到了民间，

读书的心态由悠然变成了急切，读书的目的露

骨地表现为狂热的求知与空虚精神的寄托。在

书的广博与格调方面我与谢方、叶良蔚、季元

冰几位同学相互沾溉，获益良多。五年半期间

我读了大约150部著作，从巴尔扎克、莫泊桑、

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

到哥德、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别林斯

基，从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左拉到雨果、狄

更斯、杰克·伦敦、伏尼契、罗曼·罗兰，从

柯南道尔、儒勒·凡尔纳到泰戈尔、显克微

支、车尔尼雪夫斯基、巴乌斯托夫斯基……每

当翻开大学时代的读书笔记，再见初初成型的

字迹和线条准确的插图，我觉得面对的就是一

部心灵求索的阅读史。

我在百花萧杀的“文革”中期参加工作，

书不贵，但是几乎没书可买。我对科普书籍抱

有持久的兴趣，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

天》把环境保护意识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的

心里。艾芜的《南行记》及其续集是武冶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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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图书室残留的垃圾，书中的中缅边地

风情编织了我对西南的最初的梦境。

《病夫治国》教给我国家、领袖、人民

权利的启蒙的意识（我不解当时何以能

够出版）。我不由得不喜欢加拿大作家

兼画家西顿的《狼王洛波》和《春田

狐》，这是儿童的乐土，成人的童话，

关于芸芸生物的生动教科书。

“文革”劫火过后，我到处搜罗

在微甜的儿时和屈辱的苦中读过又再版

的老书，就像挤进集中营寻觅生死未卜

的故友。经济特区的帷幕拉开了，我阅

读的目光投向社会科学，如《毛泽东和

他的反对者》、《我的中国世界》（赛

珍珠）、《伟人的困惑》、《曹操大

传》、《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对认识

正在展开的缤纷世界不无裨益；《2000

大趋势》、《权力的变移》、《数字化

生存》传来了世界发展的清晰的足音。

我也读过“香港第一健笔”林行止、经

济学家张五常的专著与随笔，品尝到别

一番的滋味；《人性的弱点》、《人生

大学问》（最棒的公关教材）、《总统

的妙语》、《中国人》启发了我了解自

己和沟通别人；《福布斯传奇》《上帝

的指纹》、《苏东坡传》、《独自叩

门》……哪一类信息、哪一份营养又是

多余的呢？

从“知天命”那时开始，我的读

书趣味经由文化散文、书话转向了传统

文化，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也许是最

后一次转变了，因为多年浪游的心灵好

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家。

读者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们完成

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进，为您提

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本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文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题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清华学堂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校)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请将问卷填好后寄回编辑部，或传真至010-62797336，也可登

陆清华校友网www.tsinghua.org.cn的《水木清华》栏目参与问

卷调查。

更 正

上期“清华学堂”栏目第92页：

1. 物理系院士名录补充备注：物理系培养类院士与任教类院士不做重复统计，

已计入培养类不再计入任教类。两表格人数合计为84人。

2. 物理系院士名录内容补充：李政道，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

3. 物理系院士名录更正：培养类院士中的“徐叙”应为“徐叙瑢”，是我国发

光学的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