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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是什么？
书：我是化为物质的精神。
我：你的源头在哪里？
书：我来自一个个人。当他们感到自己在时

间长河中如同沧海一粟，试图留下一些自己的印
记时，我便诞生了。

我：这么说，你存在在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
书：从兽骨、竹片、帛绢、纸张到如今无处不在

的电子设备，在中国我已经有三千年历史。
我：这么久，有什么感受？
书：朝朝代代何其不同，却又何其相似。原因

在于人类一直不停地在寻求改变和进化，却又不
停地被自己的弱点羁绊住。人们试图通过我还原
历史原貌，可是我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从来不是
一个固定的模样，甚至从来没有满足过任何人的
期许。因为人类有太多的精神活动与意识形态，
他们盘根错节的交织在一起，演变为科学、艺术、
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的体系。所以我实际上是
一个“网络”，你通过一个点，不断地探究下去，就
能够窥见一个世界。

我：听了你的话，真是改变了我对
“书”的认识，感觉您真伟大。可是生活
中有趣的事情太多，我看很多人都没有
静下心来与您为友啊？

书：那是因为他们活在外在的世界
中。

我：他们活在外在的世界，我们不是
都是这样吗？

书：不是的，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
为他们还有内在的精神世界。我们所看
到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实体世界是外在
的。它有土地、天空、各式建筑甚至有翱
翔太空的航天器，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却还有一个世界。

我：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书：从你四岁时开始萌发，因你所受

的家庭和社会教育，而逐渐形成的你对
于你自己和世界的看法。这个世界存在

于每个人的心中。
我：那你刚才说很多人活在外在世

界？
书：对，我们具备形成、完备自己心

灵世界的天赋与灵性，但是我们如果不
去呵护它、关心它，特别是没有通过和我
做朋友去巩固并且拓展这种禀赋，而把
注意力完全投到外部世界，我们的心灵
世界就可能像花儿一样枯萎，直到小到
不能再小。

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
精神世界很强大的人有什么特征？

书：你看看他或者她的眼睛，有那种
由内而外的光芒的，就是内在精神世界
饱满的人。而没有内在精神世界的人，
他们的眼睛只会散发出贪欲、恐惧、麻
木，因为他们活在条件反射当中，他们的
情绪和思考时时刻刻都因外界而生。

我：我似乎明白一些了。
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忍受

孤独。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是本能。我们如果去观察依
靠群体生存的动物，就会发现离群的个体往往会很快失去
生机甚至死亡。

我：这不正是在说要融入群体的重要性吗？
书：是的，可是这是生存的策略。真相是在集体中的个

体基本会失去自己的灵性。我见证了这个世界近三千年的
变迁，最近的变化让我触目惊心，随着社交网络的发达，我
们实际上又回到了原始的“群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隶属
于某个“部落”，并且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经营这个部落，并在
这个部落中寻找安全感。但真实情况是，越是这样，我们似
乎越发空虚，越找不到真实的自己了。

我：安全感？找不到真实的自己？
书：我们总是本能地想要隶属于某个大的群体、本能地

想要和别人一样，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现代社交网
络的便利性加剧了这一趋势，因为人们可以分分秒秒和自
己的“部落”呆在一起。

我：结果是？
书：人们没有时间真正地独处，各种实时通讯工具和社

交网络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注意力，我们的时间开始碎片
化。即使是原来能静下心来独处和读书的人，也要面临与
这种本能的对抗。当然，这个“本能”就是指人类追求“社会
性”和“安全感”的本能。

我：您对这种“安全感”持什么态度？

书：没有态度，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因为三千年来，
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从来都是
少数人、少数国家。这群被称为精英的人们是我最好的挚
友，他们通晓古今，决定做一些别人所不能的事情，于是，新
的历史便产生了。朝代的更迭、现代科学技术、哪怕是我们
今天社会赖以运行的诸多制度，都是源于一个个“人”的想
法。

我：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书：不是外在的与众不同，而是经由我，他首先洞悉了

这个世界的真相，然后形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他或
者她离开“安全的部落”，与孤独相伴，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
了“与众不同”的想法。最后，他们的想法外化，于是有了我
们今天见到的世界。明白了吗？

我：对常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所
看到的身边这些外在的东西，很多都是先在人的内心生长，
然后才在外在显现的。如果你再追根溯源，你会发现很多
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的发源地，原来就是在剑桥、
牛津那摆满了书的房间和一些简陋的工厂作坊里。

我：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读书，不去“孤独”地经历我们的
内在世界的成长，我们是做不出这些来的？

书：你很聪明，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做这个，也就是选择
被动地活在这个世界，选择过完一生不给这个世界丝毫的
影响；反之，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么，读书，
是很最要的一步。

我：似乎您已经回答了我心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了。

书：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读书到底有什么作
用？

我：正是，可是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就已经带有对您
的不尊重了。

书：我从来不会责怪任何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
做自己想做的，可是他需要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样的
机会。

我：机会？
书：对，与书为伴的机会，从而带给他或者她全新

地看世界的机会。
我：什么样的世界？
书：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在其畅销书

《少有人走的路中》曾描绘过一个相似的世界。他在乘
飞机飞行时，站在通道尽头舒展一下身子，这时有人问
起他，学习了解心理学有什么作用，或者一个人洞悉掌
控自己的心理有何感觉。他说到：“就是现在的感觉”。

我：站着的感觉？
书：不是，乘着飞机飞在云端之上的感觉。你有这

样的感觉吗？当飞机飞入平流层，俯瞰机身下的云海，
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在云海之下的烦恼、迷惑抑或短暂
的狂喜多么不值一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平
静。读书也是这样，当你读的书足够多，当你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心灵世界，你就会拥有这样一个视角，于是你
会发现自己变从容了。

我：这种感觉我有过，而且刚才您说这段话时我似
乎明白了很重要的道理，但一下说不出来。

书：书几乎决定了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当我
们不读书时，我们几乎看不到真实的世界，我们被他人
设置的虚假“背景”迷惑着，这有点像电影《楚门的世
界》中的情形，我们的情绪和所思所想都由他人给我们
设置的“背景”决定，“我们”实际上活在条件反射之
中。非常惋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百分之八十的
人都是如此，他们过得浑浑噩噩！

我：我真希望很多人能明白这一点！
书：是啊，不过这个世界坚持自己愚见的人太多，

我们需要慢慢改变。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吧，当我们
读的书、经历的事情增多，我们会看破他人给我们设置
的“背景”，看到一个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世界。

我：自以为？
书：对，因为当我们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时，我

们特别容易被某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左右，我们会
迷恋上某些观点。于是我们会成为“消极避世者”、“抱
怨者”、充满各种目的的“改革家”，这个世界的纷争大
多因此而起。

我：原来是这样啊，那么我对站得最高的那个人的
境界真是充满了向往和好奇啊。

书：能明白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本身就是一种颖
悟。站得最高的人所达到的境界，就是斯科特�派克所
指出的“身在云端”的感觉。中国有一位堪称哲学家的
文学家，曾写下的一首词也道出了这种境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所写的，真好！
书：是的，这首词基本达到了让我们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美妙境界。

我：读书的好处真多啊，我一定要丢掉一些让自
己分心的事情，专心读读好书。

书：不能为了得到好处读书，而要为自己读书。
我：为自己？
书：对，为自己也是为别人。或者说，先为自己，

再为别人。因为我们要先改变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身边的世界。与书相伴，你将从此看到一个不同的
世界。看到巴黎圣母院，你会心潮澎湃，因为你明白
一个伟大的故事以此为背景；看到金灿灿的黄金，你
会被深深地震撼，因为你明白它源自宇宙大爆炸，是
来自让我们无法想象的遥远时空；看到一个印度泰
米尔族孩子的眼睛，你会看到这个民族的过去甚至
未来……

我：就是说，不读书，我们永远只停留在表面，那
些拍张照片就走的游客，就是这种情形吧。很多人
都没有看到更为丰富的东西，错过太多了。

书：对，我再重复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
自己想做的，可是他需要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样的
机会。

我：我明白这个机会是什么了。
书：嗯，这个机会是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真

正活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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