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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大师谈读书

一、蔡元培谈读书

蔡元培 ( 1868—1940 ) ，教育家。字鹤

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为进士，翰

林院编修，后又赴德留学。曾任中国教育会

会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

长等职。著有《蔡元培选集》等。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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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

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

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为前

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

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

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

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 ; 在词章上，是偏于

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

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

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

《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 《公羊春秋大义》，

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

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 40 岁以后

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

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地看书，

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

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

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

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

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为民

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

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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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

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

它，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

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

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

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

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

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 “索引”、 “引

得”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

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

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

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

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做记号。

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

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到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

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

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

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呢? 我因从来懒得动笔，

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

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

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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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晗谈读书

吴晗 ( 1909—1969 ) ，史学家。清华大

学毕业以后，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

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

史研究，对明史的研究尤有成就。著有

《朱元璋传》、《史事与人物》等。

经常有些青年人，也有些中年人，其中有学生、

教师，也有编辑工作者等等，他们提出问题，怎样做

才能读好书，作好学术研究工作? 特别是当前各个高

等学校学生都在奋发读书的气氛中，这个问题也就显

得很突出。

要具体地谈各个学科、各个年级的学生该读什么

书，或者研究什么题目，该读什么书，这是各个教研组和

研究导师所应该答复的。这里只能谈一点基本的经验。

首先是方法问题。有老话说，有两种不同的方

法，一种是寻章摘句式的，读得很细心，钻研每一

段，以至每一句，甚至为了一个字，有的经师写了多

少万字的研究论文。其缺点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捡

了芝麻、绿豆却丢了西瓜，对所读书的主要观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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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却忽略了。另一种是观其大意，不求甚解式的，这

种人读书抓住了书里的主要东西，吸收了并丰富、提

高了自己，但是不去作寻章摘句的工作。明朝人曾经

对这两种方法做了很好的譬喻，说前一种人拥有一层

子散钱，却缺少一根绳子把钱拴起来。后一种呢，恰

好相反，只有一根绳子，缺少拴的钱。用现代的话

说，这根绳子就是一条红线。这两种方法都有所偏，

正确的方法是把两种统一起来，对个别的关键性的章

节、词句要深入钻研，同时也必须领会书的大意，也

就是主要的观点、立场，既要有数量极多的钱，也要

有一条色彩鲜明的绳子。在学习理论的时候，还必须

联系实际，才能学得深，学得透。

其次是先后问题，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是先读

基础的书呢，还是先读专业的书呢? 例如学习中国历

史，是先学好中国通史，还是先学断代史或专门史

呢? 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冤枉路，把先后次序

颠倒了，不善于读书。其实道理极简单，要修一所房

子，不打好基础，这房子怎么盖昵? 你能把高楼大厦

建筑在沙滩上吗? 以此，要读好书，必须先打好基

础，读好了基础书，才能在这基础上作个别问题的钻

研，基础要求广，钻研则要求深，广和深也是统一

的，只有广了才能深，也只有深了才要求更广。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话是有道理的。有



党政干部口袋读库

006

的书必须多读，特别是学习古典文学，那些范文最好

是能够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除了多读之外，还得多

抄，把重点、关键性的词句抄下来，时时翻阅，这样

便可以记得牢靠，成为自己的东西了。多读多抄，这

个二多是必须保证的。

第三是工具问题，认识了字并不等于完全了解这

个那个名词的具体意义，有些专门术语随着时代的变

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理解

的。解决的方法是善于利用工具书，也以学习历史作

例，不懂得使用《辞源》、历史人名辞典、历史地名

辞典、历史地图、历史年表和历史目录学，在研究历

史科学的康庄大道上，也还是寸步难行的。

要多读书，用功读书，但是还得善于读书。

三、梁实秋谈读书

梁实秋 ( 1903—1987 ) ，本名梁治华，

字实秋。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他左手

写散文，右手写评论，著作等身，成就非

凡。主要作品有 《雅舍小品》、 《清华八

年》、《秋室杂忆》、《槐园梦忆》、《梁实秋

散文》 ( 四集)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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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古者，“著于竹帛谓

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

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

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简，翻来翻去

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

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

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

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

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

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

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

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价

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

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 《太平御览》等书二卷，

漏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 “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

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 《太平御览》

采集群书 1600 余种，分为 55 门，历代典籍尽萃于

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二卷，当然可以说是

“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

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

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 这就要看个人的兴趣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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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

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地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

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晚。晚，比永

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 作为一个

地道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

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

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地读经不可以提倡，意

义模糊的所谓 “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

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 “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

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

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

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 何以

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

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

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

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

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同时在谈吐上

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

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

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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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另有一种修为。 “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

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

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 ‘子居习之，

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延望无人，

但闻海水?洞崩拆之声，山林浥冥，群鸟悲号，怆然

叹曰: ‘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

刺船迎之面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

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

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

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

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

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

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可惜现

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

四、培根谈读书

培根 ( 1561—1626 ) ，英国哲学家与政

治家。他的哲学思想充分反映在其著作

《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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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人们独居或退隐

的时候，最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 谈话的时候，最能

表现出读书的文雅; 判断和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

挥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那些有实际经验而没有学识

的人，也许能够一一实行或判断某些事物的细枝末

节，但对于事业的一般指导、筹划与处理，还是真正

有学问的人才能胜任。

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书便是迟滞，过分用学问自

炫便是矫揉造作，而全凭学理判断一切，则是书呆子

的癖好。学问能美化人性，经验又能充实学问。天生

的植物需要人工修剪，人类的本性也需要学问诱导，

而学问本身又必须以经验来规范，否则便太迂阔了。

机巧的人轻视学问，浅薄的人惊服学问，聪明的

人却能利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曾把它的用途教

给人，至于如何去应用它，那是在学问之外、超越学

问之上、由观察而获得的一种聪明呢!

读书不是为了要辩驳，也不是要盲目信从，更不

是去找寻谈话的资料，而是要去权衡和思考。有些书

只需浅尝，有些书可以狼吞，有些书要细嚼慢咽，慢

慢消化。也就是说，有的书只需选读，有的书只需浏

览，有的书却必须全部精读。有些书不必去读原本，

读读它们的节本就够了，但这仅限于内容不大重要的

二流书籍; 否则，删节过的书，往往就像蒸馏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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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淡而无味。

读书使人渊博，辩论使人机敏，写作使人精细。

如果一个人很少写作，他就需要有很强的记忆力; 如

果他很少辩论，就需要有急智; 如果他很少读书，就

需要很狡猾，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假装知道。

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

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

修辞学使人善辩。总之，读书能陶冶个性。不仅如

此，读书并且可以铲除一切心理上的障碍，正如适当的

运动能够矫治身体上某些疾病一样。例如: 滚球戏有益

于肾脏; 射箭有益于胸肺; 散步有益于肠胃; 骑马有益

于头部等等。因此，假若一个人心神散乱，最好让他学

习数学，因为在演算数学题目的时候，一定得全神贯

注，如果注意力稍一分散，就必得再从头做起。假若一

个人拙于辨别差异，就让他去请教那些演绎派的大师

们，因为他们正是剖析毫发的人。假若一个人心灵迟

钝，不能举一反三，最好让他去研究律师的案件。所

以，每一种心理缺陷，都有一种特殊的补救良方。

五、叔本华谈读书

叔本华 ( 1788—1860 ) ，德国哲学家，



党政干部口袋读库

012

主要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思

想不仅影响存在主义和其他哲学运动，还影

响了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

( 一)

愚昧无知如伴随着富豪巨贾，更加贬低了其人的

身价。穷人忙于操作，无暇读书无暇思想，无知是不

足为怪的。富人则不然，我们常见其中的无知者恣情

纵欲，醉生梦死，类似禽兽。他们本可做极有价值的

事情，可惜不能善用其财富和闲暇。

( 二)

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

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我们的头脑实际上

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

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

如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如食物

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过多，则反而伤胃乃至全

身; 我们的“精神食粮”如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

的。读书越多，留存在脑中的东西越少，两者适成反

比，读书多，他的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

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以思考，决

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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