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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而
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特别喜
欢看这些语录、格言集锦，常被其中蕴含
的道理所折服。 不仅平时谈话、写作可以
信手拈来，而且读起来效率非常高，短时
间就能获得很多信息。

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看太多的语
录也有副作用。因为每个语句不是孤立存
在的，它的前后有上下文，它对上下文起
到了一个联系的作用，同时上下文也对它
起到了一个解释的作用，所以，要想获得
真正的知识，一定要结合上下文。 而“语
录”式信息就违反了这条原则，它如碎片
一般，完全脱离了整体，脱离了语境，很容
易给读者造成误解。

去年有一句很火的话，王健林讲“先
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
一个亿。”这句话的解读当时有很多，比如
有人觉得富人的境界就是不一样，小目标
就是一个亿，普通人的小目标可能就只是
涨工资、拿奖金，由此可见社会的贫富差
距多么大， 这样一想就感慨社会不公平。
但其实根本没那么复杂，因为原话还有上

下文，王健林是建议立志要当首富或
大老板的新人先从挣一个亿开始，然
后再去慢慢制定更宏伟的目标。

再如，子曰“丧欲速贫，死欲速
朽”， 曾参将孔子的意思理解为失去
了职位希望快一点贫穷，死了希望快一点
腐烂。 后来还是子游还原了语境，说孔子
是看见有人造石椁，三年还没造好，觉得
这样奢侈，死了不如早些腐烂；看见有人
行贿，孔子觉得丧失职位不如快一点贫穷
为好。 由此可见，“碎片化”阅读造成的断
章取义危害不小。

“碎片化”阅读在便于利用零碎时间
来阅读信息的同时，也大量挤占了人们深
阅读的时间；还容易使人形成一种惰性依
赖，习惯于通过搜索、提问或者交互来获
得知识碎片，不容易形成深度的、批判性
的、理性化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它对人们
的知识体系、 思维方式以及理性思考能
力、 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构成挑
战。

知识和信息不能混为一谈，信息是海
量而免费的， 但毫无目标的获取信息，就

无法将信息转化为知识。要想得到真正的
知识，应当进行系统地学习。 因为在系统
的知识探求中，我们会产生疑问，会不断
思考， 从而进一步去探索更多未知的东
西，通过多角度看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
见解，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

“碎片化”阅读已经背离了阅读本身
的含义。 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常务副
馆长詹福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

“当阅读成为‘悦’读，就变得没意义了。这
个时代的特征是阅读和实用相联系。读书
是为得到精神的交流和共鸣，而不是为谋
取现实利益。 ”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知识里，不能浅尝
辄止，要远离“碎片化”阅读，多进行系统
合理的学习，培养系统分析和理解问题的
能力，才能完善对知识的感知训练，整体
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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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
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
乎。 ”

学习首当其冲便是读书。 不仅要读新书
读好书，而且读过的书还要时常去温习它，这
样才不容易忘记， 也有助于在旧知识中有所
新得，这样做不也很高兴吗？ 冰心说:“成功的
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美丽，当初它的芽
儿浸透了奋斗的汗水，洒满了牺牲的细雨。 ”
著名学者钱钟书亦是， 别人只知他写下名作
《围城》，哪里又知道他最勤就是读书呢！

钱钟书， 人如其名一生都钟爱读书，用
学富五车来形容他真是一点都不为过。 刚
考入清华园的时候，他就立下“横扫清华图
书馆”的志愿，从此便开始整天泡在图书馆
里读书。 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友人们形

容钱钟书是照相机式的读书，过目不忘。 他
的著作《围城》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其辛辣
幽默的语言讽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虚
伪与迂腐，让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发笑，既
是嘲笑书中的人物， 也是笑话自己或身边
类似的人。 钱钟书的博学多才让清华的教
授都自叹不如， 可是罗马也不是一日建成
的。 虽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著名国学
大师， 从小就耳濡目染， 但若没有钱钟书

“横扫图书馆”的苦功，恐怕也只能是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呀！

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勤奋。勤奋是才能的
基石， 而才能是勤奋的动力， 二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只有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才会
产生巨大的能量。 著名发明大王爱迪生为
了寻找适合的材料做灯丝， 仅靠灵感是远

远不够的，付出更多的是汗水。 他实验了成
千上万次才找到钨丝。 所谓“失败乃成功之
母”， 其实每次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了一
步。 成功者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只有失败
者才会自怨自艾、一蹶不振。 这，就是勤奋
学习与否的差距。

然而，王安石的《伤仲永》里的那个孩子
从小就是“神童”，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满世
界的赞誉， 那是不是意味着天才是不需要学
习呢？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仲永父亲的贪婪与
无知， 使得仲永只顾流连于名门望族而不思
学习，最终酿成“泯然众人矣”的悲剧。 这样看
来， 即使是天才也需要后天的努力学习才能
成功，否则也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罢了。

学习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作为万千高
三学子中的一员，既非仲永之神才，也无爱迪

生的灵感、钱钟书过目不忘的记忆。 要想学有
所成，那就只能以勤补拙了。 错了的题目，做
一次不会，那就找书上的习题多做几遍；不懂
的知识点，听一遍不够，那就问同学和老师多
听几遍。“人一我十，人十我千”，题目总是有
限的，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我坚信笨鸟先飞
的道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包含许许多多知识与做人的道理。 记得
小时候听过“毛毛虫过河”的故事，一条丑陋
的毛毛虫想看到河对岸美丽的风景， 要经过
重重磨难，化茧成蝶才可以做得到。 我也是如
此，要想进入理想学府继续进修，就需要孜孜
不倦地学习，毕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
涯苦作舟”啊！

指导老师：邹阳

今天是我 18 岁的生日，是我的成人
礼。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我的心情也和今
天的天气一样明朗。

18岁，意味着独立自主。 此后，我可
以独自面对生活，面对社会，我终于可以
放飞梦想，搏击长空，遨游大海，像风一
样地生活。

18岁，意味着责任担当。 这份责任，
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国家现代
化、民族伟大振兴、社会文明进步，我义
无反顾，责无旁贷；这份责任，也是对家
庭、亲友、他人的责任，言行举止要利人
利己，不损人利己、损人损己，这是基本
原则。 我同时知道，18岁，必须不断追求
成才成功。 因为，没有成才成功，就不可
能独立自主；没有成才成功，我也很难履
行好责任担当，回报国家与社会。

18 岁，应自强不息。 美国著名民权
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如果你不能
飞，那就跑；如果跑不动，那就走；实在走

不了， 那就爬。 无论做什
么，你都要勇往直前。 ”《周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 自强不息，亦是

逆袭的重要法宝。“苦心人，天不负，卧薪
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正是自强不息，
成就了勾践的逆袭。“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朱熹的话告诉我们，顺境中也不应
停下前进的脚步。因此，无论顺境还是逆
境，我们都应自强不息。

18 岁，要专心专注。 世界歌坛超级
巨星卢卡诺·帕瓦罗蒂在告诉别人他的
成功秘诀时， 每次都提到自己问父亲的
一句话。师范院校毕业之际，痴迷音乐并
有相当素养的帕瓦罗蒂问父亲：“我是当
教师呢，还是做歌唱家？ ”其父回答：“如
果你想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 你可能会
从椅子中间掉下去。 生活要求你只能选
一把椅子坐上去”。帕瓦罗蒂选了一把椅
子———做歌唱家。经过 14年专心专注的
努力， 帕瓦罗蒂终于登上大都会歌剧院
的舞台。 人的成长就是一个选择与专注
的过程。 每个人在人生中都可能面临各
种机遇、诱惑、挑战、挫折。 每当此时，我

们都要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 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事情，专心专注地做下去。

18 岁，要持之以恒。 作家格拉德威
尔在《异类》一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
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1 万小时
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
的必要条件。 ”他将此称为“一万小时定
律”。这个法则应验在我们熟知的很多著
名人士身上。 画家达·芬奇，当初从师学
艺就是从练习画一只只鸡蛋开始的。 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换着不同角度、
不同光线， 从最简单最枯燥的重复中到
达了最高深的艺术境界， 这才有了世界
名画《蒙娜丽莎》。做一件事情，只有持之
以恒地坚持下去， 才能从中产生对事物
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获得与众不同的感
悟和洞察， 这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
重要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即便机会到
了面前，也很难把握。 所以，平庸与卓越
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天赋，而在于长期的
坚持、持续的投入。

18 岁，我来了；18 岁，我将重整行装
再出发！

中华文化是什么？ 被问到这个问
题，你会先想到什么呢？ 是憨态可掬的
熊猫，还是千变万化的京剧脸谱？ 是一
道道令人惊异的传统技艺，还是万里长
城、冰天雪地的壮美景观？其实，这些都
不过是中华文化的冰山一角。中华文化
就好比一本厚重而精彩的书， 翻不尽，
也阅不完。
中华文化———为世界增添一抹色彩

近日，在伦敦举行的巡游中，再次
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可
爱的“国宝”熊猫，精致的京剧脸谱，悠
扬动听的《茉莉花》……这些都是中国
递给世界的一张张名片。 其实，中华文
化早已不是首次走向世界，它的存在让

世界文化这片夜空更加绚烂。 相信你不会忘记 2001
年 AEPC 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齐穿汉服的留影， 也一
定还记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展现
的“和”字。 2018年 2月 25日，在 2018年平昌冬奥会
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届冬奥会主办国，在闭幕式上
送上的 8 分钟形象展示表演，讲述的中国故事，展现
的中国文化，更是让世界惊艳。

如果把世界文化比作一幅画， 那么中华文化一
定是画卷中特别绚丽的一笔。

中华文化———壮丽的奇观美景
中国地大物博，除了人文奇景，自然风光也是美

不胜收。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勾
画出了清丽怡人的婉约之景， 也造就让人震撼称奇
的壮美之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江堤柳丝长，竹篙
轻点，小船入画廊……江南美景令人沉醉不知归路，
流连忘返。北方的美，豪放率性，厚重大气。冰天雪地
的雪乡风光，耐旱的金色胡杨林，神秘的长白山……
别有一番风味。 在中国，不仅有“乱花渐欲迷人眼”，
也有“北风卷地百草折”，你既可感受到这个世界的
温柔婉约，也可以体会到这个世界的豪放壮美。

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的技艺与精神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灿烂辉煌， 想要记录下

来，也就不得不依靠一样东西了，没错，就是书。 可这
么久远的历史，留下的古书也可谓浩如烟海，也难免
会有损坏的问题。 而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高慧云
们”的任务了。“折、补、订、压……”一道道看上去简
单轻松的工作， 谁知施行起来会有多么的繁杂。 但
是，正因为这样的工艺，才留下了如此悠久的中华文
化。 这不仅是一种代代传承的技艺，更是一种代代传
承的精神。 沉浸于修书之中，宠辱不惊，达到物与我
皆为一体的境界。 修书也许不仅仅只是修书， 而是
“修心”。

中国太大太
大，中华文化也太
多太多。原谅我无
法向你一一道来，
还是请你自己来
翻阅这本内涵深
厚的书，来探寻这
个世界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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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专注与坚持
———我的 18岁感言

长沙市明德中学 K397班 谢宜辰

警惕“碎片化”阅读带来的危害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五）班 谢欣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