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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照见自我：一场通往精神自由的修行

□ 陈永华

一段时间以来，“读书是最好的投资”这样的话

语不绝于耳，指出了阅读的重要性。但当我们深入

思考阅读的本质时，会发现它远不只是一种投资行

为，更是一场通往精神自由的修行。特别是在教育

日益功利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阅读的价值无疑是

必要的。

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而产生的现代教育

体系以批量培养人才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但由于过分强调工具性价值，教育精神向度的逐渐

缺失也是不争的事实。教师习惯于用“好好学习，

将来才可以有所成就”这样的话语来激励学生，却

忽视了教育最根本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同样，

虽然“读书是最好的投资”这类观点有一个好的出

发点，但它将读书简化为谋生的手段，过分强调投

资的回报率，容易使教育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现

实中，良好的教育确实能够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和

物质生活条件。但这种收益应该被视为受教育过

程中形成的自然结果，而非教育的终极目标。真正

的教育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边际收益。这种收益

虽然难以量化，却能够带来更深远的改变。

投资与修行，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投资强调回报，追求效率，注重实用性；修行则是一

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强调内在体验，追求精神升华。

将读书简单地定义为投资，容易被功利主义裹挟，

使阅读沦为一种工具性行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正

在剥夺孩子们感受知识之美、体验思考之乐的

机会。

读书作为一场修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与自

我对话的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能够暂

时摆脱世俗的喧嚣，直面内心的困惑与迷茫。每

一本好书都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人们内心最真

实的渴望与恐惧。通过阅读，我们不断审视自我、

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精神的成长与蜕变。这

比单纯的技能获取更为重要。物质收益可能逐渐

贬值，但精神修行的边际收益却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不断增值。

在这场修行中，我们经历着三重境界的跃迁：

最初是被动接受知识的积累阶段，继而进入主动思

考的质疑阶段，最终达到融会贯通的顿悟阶段。通

过阅读，我们打破思维的藩篱，突破认知的边界，获

得思想的解放。这种自由不是放纵，而是建立在深

刻理解的基础上的自主选择能力。它让我们在面

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能够用清醒的头脑进行独立

的判断。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需要用

教育推动阅读返璞归真，将阅读从功利主义的桎梏

中解放出来，让学生如修行者般虔诚地对待每一次

阅读，在书香中寻找生命的真谛，实现精神的超越

与升华。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独立思考

能力和精神自由的新一代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人

类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读书是最好的投资”这类

观点会被很多人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表达。但值得

深思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太多离理性越来越近，而

离初心却越来越远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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