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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书话》

内容概要

俗话说，文如其人。读了《学灯书话》六十多篇文章，读者不难窥见书的作者管志华先生，是位好读
书之人、好思考这人、好笔耕之人。不要小看这“三好”，是一个人情趣、品格、识见的体现。在现
今“人格物化、人性钱化、人品锈化”的风气熏习下，够得上这“三好”的已经不多了。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这一名句，即概括了做学问的学
、问、思、辨、行的全过程，也体现了人格品德修养、知行合一的基本准则。
    本书是由新闻工作者写的书评、散文集。作者在阅读古今中外图书时，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发颇有
时代气息的情怀，剖析当今社会的种种值得思考的问题，往往透出精辟的见解。作者还回忆了与不少
作家的交往，使书品与人品相映照，显得书评更为生动和亲切。作者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又从事行万
里路的记者生涯，因此本书也收入一些有关文化、科技方面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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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书话》

作者简介

管志华，（又名管子华），男，汉族，江苏无锡人。1951年11月出生，“文革”结束后，就读和毕业
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供职于《人民日报》社。著有新闻作品集《世纪传真》《
上海时光隧道》，散文随笔集《人间聚散》，诗歌集《放歌春天》等。本集为作者的读书随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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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书话》

书籍目录

序一、呼吸文苑气息五十始做学问不妨读点薄书其心皎若日星渺远而相近的时空对话处世为文真性情
缕缕不尽情愫浓让精神生命高高飞扬与年轻朋友谈“情”说“爱”迟到的阅读学好用好“生活学”享
受迷乱和清醒阅尽世情眼界宽中国的农民问题让“富人”走向阳光咬文嚼字的精神关于《中医世家》
的通信二、交流人物心灵遥记风云激荡时人生“四境界”说我读巴金《随想录》哲学人生读王蒙生命
意识的流动生活里的笑脑袋要长在自己肩膀上历史的目光投向这里为人生舞台真正留点什么岁月飘过
见性情大历史观的沉思不辱使命 不坠志向纪实文坛话“三钱”一介布衣济苍生生命的回响三、文脉追
溯传统由“剪报”到“毛边本”我的孝道和孝治观也谈《红楼梦》“三请诸葛”与“一纸调令”孙悟
空的“虎气”与“猴气”“文化流浪汉”冷观世态非淫书直抒胸臆“君子风”朱元璋的“以猛治国”
学人的生命长度铸造中华文化品牌四、博览放眼海外要懂点“莎学”两性之爱的真义心灵的“吐吸气
”爱情和金钱的“天平”文学力量超越时空所爱的与所恨的傅雷的个性与译作什么时候出诗人人的道
德与情感研究知识分子的新视角“文人”与“人文”五、踏访神州大地让每个学生在创造实践中成长
“双翼”期盼翱翔文学走进校园在“联合”的旗帜下话说“制度与文化”执行力的文化体现为科学春
天播种上海推进“数字城市”建设申城九子公园重现“弄堂文化”报海的“灯塔”外高桥造船基地开
建巨型轮在富川过“盘王节”谁不说俺家乡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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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书话》

编辑推荐

本书是由新闻工作者写的书评、散文集。作者在阅读古今中外图书时，结合自己的感受，抒发颇有时
代气息的情怀，剖析当今社会的种种值得思考的问题，往往透出精辟的见解。作者还回忆了与不少作
家的交往，使书品与人品相映照，显得书评更为生动和亲切。作者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又从事行万里
路的记者生涯，因此本书也收入一些有关文化、科技方面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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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书话》

精彩短评

1、　　    作为一个爱写书评的人，我是很喜欢看别人写的书评和读书感想。《学灯书话》的名字起得
很好，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著，而是以轻松心态谈读书。使人联想到，晚上睡前，在
灯下，静静地翻阅着一本又一本书，何等诗意哦。
　　
　　    其实这不是一本单纯书评集，而是围绕读书和作者随意谈。就如作者后记所说，文章很杂，没
有一个体系，只是编者绞尽脑汁分成5部分而已。作者是报界人士，接触过不同的名作家，对他们的
品行和人生态度一一描画，均呈现老作家们认真、严肃、甘于寂寞的写作态度，也对新一辈浮躁、拜
金倾向表示了忧虑。
　　
　　    但是作者似乎摆脱不了一套写作模式：结尾草草而画，使文体有种上身重，下身轻的感觉。作
者通常在结尾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态度，对社会的负面现象进行评击，这很好。可是却浅浅地分析一下
就结尾了，莫非作者想读者意犹未尽么？我觉得，虽然是轻松谈书，但是提出来的问题最好深入独特
地分析，这样才能体现书评的价值，文章才有亮点。谁愿意看图书见解加编者意见呢？
　　
　　    还有的就是书的第5部分“踏遍神州大地”，写的大概是社会采访类的长文章，感觉与其他小巧
的文章格格不如。而且无一是与“灯下”或“书话”有关，顶多是作者忧国忧民的延伸。不是说写的
不好，而是与图书编辑不符，让读者读起来不连贯，建议删去或重新编入另外一本书。
　　
　　    说了不足，不是说该书不值一读。里面很多文章都非常好，能激起思想的火花。例如：“不妨
读点薄书”、“迟到的阅读”、“咬文嚼字的精神”等等，都是文风沉稳、评论得体的好文章。
　　
　　    读书，评书也是一种学问，但愿有更多优秀的书评集子问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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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书话》

精彩书评

1、作为一个爱写书评的人，我是很喜欢看别人写的书评和读书感想。《学灯书话》的名字起得很好
，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著，而是以轻松心态谈读书。使人联想到，晚上睡前，在灯下
，静静地翻阅着一本又一本书，何等诗意哦。其实这不是一本单纯书评集，而是围绕读书和作者随意
谈。就如作者后记所说，文章很杂，没有一个体系，只是编者绞尽脑汁分成5部分而已。作者是报界
人士，接触过不同的名作家，对他们的品行和人生态度一一描画，均呈现老作家们认真、严肃、甘于
寂寞的写作态度，也对新一辈浮躁、拜金倾向表示了忧虑。但是作者似乎摆脱不了一套写作模式：结
尾草草而画，使文体有种上身重，下身轻的感觉。作者通常在结尾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态度，对社会的
负面现象进行评击，这很好。可是却浅浅地分析一下就结尾了，莫非作者想读者意犹未尽么？我觉得
，虽然是轻松谈书，但是提出来的问题最好深入独特地分析，这样才能体现书评的价值，文章才有亮
点。谁愿意看图书见解加编者意见呢？还有的就是书的第5部分“踏遍神州大地”，写的大概是社会
采访类的长文章，感觉与其他小巧的文章格格不如。而且无一是与“灯下”或“书话”有关，顶多是
作者忧国忧民的延伸。不是说写的不好，而是与图书编辑不符，让读者读起来不连贯，建议删去或重
新编入另外一本书。说了不足，不是说该书不值一读。里面很多文章都非常好，能激起思想的火花。
例如：“不妨读点薄书”、“迟到的阅读”、“咬文嚼字的精神”等等，都是文风沉稳、评论得体的
好文章。读书，评书也是一种学问，但愿有更多优秀的书评集子问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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