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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只有一句话———新

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

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

渐渐地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这是胡适对新生活的定

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为呢？我们认为新生活就是青少年

能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才。

青少年能否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

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培养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青

少年应该认清自己，作好自我的人生设计和规划，有针对性地

进行自我学习和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

２１世纪是一个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

人才素质和能力的竞争。未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提高青少年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开阔青少年的视野是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丛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素材，主要由各

种素质培养方法和技能组成，主要包括：学会演讲文艺、学会



创新之路、学会自立之才、学会自娱之道、学会读书之径、学会

自卫之计、学会交往之礼、学会写作之技、学会学习之法、学会

处事之智，学会防病之秘、学会审美之趣、学会守法之规、学会

推理之思、学会管理之术、学会关爱之情、学会健体之招、学会

适应之能、学会生活之益和学会做人之本。

本套丛书编写体例系统而科学，内容丰富而新颖，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好伙伴，也是帮助青少年

成功成才的好图书。

本套书适合青少年读者、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家

长阅读。因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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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会读书的
方法与意义

纵览古今，横观中外，凡是有成就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

家，以至于那些在自己工作范围里做出成绩的人，没有不重视

读书的。许多人刻苦读书的故事，一直传诵在人们中间。

列宁从小酷爱读书，五岁的时候开始识字，很快就能诵读

许多诗歌和故事了。青年时期，列宁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学

校开除了。在萨马拉，他苦读自学了一年半，以校外生的资格

参加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毕业考试，最后竟以优异的成绩

取得了这所大学的甲等毕业证书。即使在沙皇政府的监狱

里，列宁也没有忘记读书，在彼得堡，列宁曾被关押了十四个

月，他利用监狱的图书馆读了十四个月的书。他一边读书，一

边还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有一天，列宁的姐姐来探望他，对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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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听说你的案子快要结束了，你也许快要出来了。”列宁风

趣地回答: “早咧，我连资料还没有收齐呢!”列宁一生重视读

书学习，直到逝世的前几个月，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

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

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

面去。”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非常重视读书，在中学时代，他

喜欢读自然科学故事，陨星、风暴、地震，凡是这方面的书，他

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他为自己制订了

学年、学期、每个月的读书计划，依次阅读哲学家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培根、休谟、笛卡儿、康德和物理学家牛顿、拉普拉斯、

麦克斯韦、赫兹等人的著作。由于有了雄厚的知识基础，爱因

斯坦终于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划时代的科学理

论———狭义相对论。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勤奋读书

的习惯。平时，他除了写作之外，就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累了

就靠在藤椅上翻看报纸和杂志，把阅读当成一种休息和娱乐。

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在呼吸微弱，血压反常的情况下，还向

许广平要来了当天的报纸，看遍了上面的消息和文章。古往

今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为什么都这样重视读书呢? 这

是因为读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读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大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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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人们获得知识大致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实践获得

直接的知识;一个是通过读书，获得间接的知识。英国伟大文

学家莎士比亚说: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是全世界的营养

品。”书本的知识虽然是间接的，但它也是人们通过实践活动

总结出来的，因此，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同样是具有重要价值

的。不仅如此，通过读书获得知识还有许多优越性，它可以不

受时间限制。一个人如果想要回到原始时代去，亲身体验一

下原始人的生活，谁都会认为他是在幻想，但是通过阅读历史

教科书，却可以越过几万年的时间差距，了解原始人的生活状

况。读书获得知识也不受空间限制。我们要到月球上旅行，

亲自看一看月球上的情况，尽管在宇航事业极大发展的今天，

也还是不能随意办到，但是，如果我们读一读宇航员写的报

道，却可以超越几万公里的空间，详细地了解许多与月球有关

的知识。

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总量越

来越大，人们要掌握这些知识不可能事事动手去做，所以通过

读书获得知识就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了。

其次，读书对于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道德品质的培养，

都有很重大的作用。直接阅读政治和哲学的书籍是如此，就

是文学作品，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老

一辈革命家有许多人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认识革命真理

的，也有许多人是读了进步文学作品，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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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非常喜欢读英雄人物

的传记故事，爱看反映社会现实的进步书籍，这使他不满当时

的黑暗社会，萌发了为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新社会而奋斗的理

想。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又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认识了

革命真理，从此成了一个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读书对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对于我

们青少年来说，政治的、文学的、科学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自

然会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高尔基曾说过: “读书越多，精

神就越健壮而勇敢。”阅读好的政治读物和优秀的文学作品，

对我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必将起着积

极的作用。

从一个人的语文能力看，读书可以为写作奠定基础，是提

高写作能力的前提条件之一。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一句

名言: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指的就是通过大量的阅

读，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锻炼了思维，学到了文章的表达

技巧，因此写起东西来就能得心应手。马克思一生写了许多

伟大的著作，他运用语言的能力是极强的，这种能力的形成是

与他广泛阅读分不开的。他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句，

并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名句。

他爱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就连剧中的人物他都很熟悉，为

了创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他曾多次研读摩尔根的名著《古

代社会》，写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正是经过了这样大量的阅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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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马克思才写出了许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巨著。我

国现代文学家郭沫若，从小博览群书。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

他最爱读《庄子》、《楚辞》，喜欢李白和柳宗元的诗作。在外

国文学中，他喜欢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的作品。大量的

阅读，使他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营养，促进了他的

创作活动。他说“惠特曼的自由诗使我的创作欲望受到了暴

风雨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匪徒颂》就是在他影响下

做成的。”

对于读书在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中的重大作用，我们许

多同学都有所认识，因此能够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

但也有的同学对读书的作用认识不足，不喜欢读书，或者只读

教科书，不读课外书，结果知识贫乏，思想简单，甚至闹出许多

笑话来。宋代学者朱熹有一首《观书有感》的诗: “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这首诗把读书获得的思想和知识比喻成源头的活水，形

象地告诉我们，要想使自己的思想透彻明晰，知识广博精深，

就要像池塘引进活水一样，通过读书源源不断地补充新东西。

青少年正处在读书学习的黄金时期，我们应该像那些著名人

物那样重视读书，让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并服务于我们为之

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有这样一个成语叫“开卷有益”，意思是说: 只要喜欢读

书，打开书本就能有所收获。这句话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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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读书方法不对头，不懂得怎样选择读物，不懂得怎

样对读物进行分析和评价，开卷就不一定有益，或者虽然有益

而益处却不大。

有人曾经批评过几种错误的读书方法。一种是“饥不择

食”式。不管是什么书，拉到篮里就是菜，逮着什么看什么，

不善于从实际需要出发，按照一定目的选择有益的书籍，结

果，花在读书上的时间不少，思想和学习方面的收获却不大。

另外一种是“走马观花”式。读书时贪多求快，粗枝大

叶，不善于对读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结

果，书读得很多，但却像沙子过水一样，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种是“寻章摘句”式。读起书来很细致，有些章节

甚至能够背下来，但是却不善于归纳和概括，抓不住读物的主

要观点，结果，学到的知识就像一堆没有用绳子串起来的铜

钱，不能成为有系统的东西。

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不讲究读书方法，即使喜欢读书，

读书的效果也不一定很好。但是，如果注意了读书方法，读书

时，善于分析、归纳，善于鉴赏和评价，读书的效果就一定会

更好。

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学者都非常讲求读书方法。汉代

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说: “即徒诵读，虽千篇以上，

鹦鹉能言之类也”，他反对鹦鹉学舌式的不动脑筋的诵读，强

调读书要理解和发挥书里所说的意思，学习书本上那些精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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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文辞。宋代学者朱熹总结了一套循序渐进、熟读精

思的读书方法。提出“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

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清代学者顾炎武强调读

书要联系实际，并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具体行动实行

自己的主张。正确的读书方法，使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

在现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也对读书方法做过许

多精辟的阐述。毛主席就曾多次谈到，读书要注重理解和运

用，不要死背教条，脱离实际。他读马列主义的书，能够把马

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从

而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目前，世界上对于读书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

学问———阅读学，许多专家对阅读能力的构成、阅读的心理过

程、阅读方法、阅读速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事实

证明，这门学科的建立，对于指导人们更有效地读书，提高学

习效率，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亲爱的少年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掌握科学的读书

方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更多的书，取得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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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观大略法

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那是一位智者的化身。

不过，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

而且有些地方还将他神化了。陈寿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

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诸葛亮与徐庶、石广

元、孟公威一起读书，但读书的风格和方法却各有千秋。徐、

石、孟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独观大略”。

“务于精熟”，就是认真精读，力求理解透彻，并烂熟于

心。“独观大略”，就是说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其他三人不

同，独树一帜;他是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书本的精神实

质，而不被枝蔓问题所纠缠。看得出来，诸葛亮无论是打仗还

是读书，都胜人一筹。

怎样具体学习、运用诸葛亮的“观大略”读书法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 掌握“观大略”读书

法，要紧的有五条: ( 1) 要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善于概括提炼。

( 2) 既要钻进书中，又能站在书上，独立思考。( 3 ) 经常注意

最先进的知识，站在本学科知识的前沿。( 4 ) 弄通最基本的

概念、定理、原理，尤其是其中的关键者。 ( 5 ) 精通唯物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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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

陶渊明:不求甚解法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文中云: “好

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这其实是陶老先生

托“五柳先生”以自道，描绘自己的读书生活，阐发自己对读

书的见解。

对于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历来褒贬不一。不

肯苟同者认为陶渊明是提倡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作风，是一

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也有赞同陶渊明的方法的，比如:元

朝人李治就说过: “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妄言，不若老腐儒

为章句细碎耳。”李治的意思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

观，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不像某些迂腐的书呆子那样死扣

章句而毫无出息。

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法到底可不可取? 不必匆忙下结

论。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陶渊明的读书背景，分析一下他

的话的原意，问题就会清楚得多了。

陶渊明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时说: “少年罕

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他自幼就攻读儒家经典，他所说的

好读书，自然是指读经史典籍。读经史书，必须读注，而汉代

有的经学家所作的注释，连篇累牍，空虚繁琐，离题万里。如

当时有一个小夏侯学派的人，光解释“尧典”两个字，就写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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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万字。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那些寻章摘句、牵强附会的

学究式解释，对读书能有什么益处呢? 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会干扰对书的原意的领会、理解。所以，陶渊明提出“不求甚

解”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研

究没有价值的注释，而应注意读原著，领会原作的基本内容。

由此看来，如果将一顶“提倡粗枝大叶”的帽子扣在陶老

先生头上，就错了。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虽然是有所专指

的，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想想看，倘若不论读什么书都

去“求甚解”，那你一辈子能读几本书呢? 对有的书就可以

“不求甚解”，翻翻便过去了; 有的书，可暂时“不求甚解”，等

到需要“求甚解”的时候，再“求甚解”。

杨大眼:耳读法

耳读法，用耳朵能读书? 除非是某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

一般正常的人，怎么能用耳朵读书呢?

能! 我国古代就有一位。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员大将

叫杨大眼，此人是一位常胜将军，很有威望。《北史》卷三十

七中记载了有关他读书的事迹:

“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面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

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

你看，杨大眼虽识不了多少字，靠坐在那里听别人读书，

居然收获不小，不仅记住了许多知识，还能口授布告文字。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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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杨大眼的读书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

这种读书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故称之为

“耳读”法。

耳读法虽然产生于古代，但现今仍有实用价值。已故著

名学者邓拓就很推崇杨大眼的耳读法。他说，耳读法很适用

于年老而不能看书的人，也很适用于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

这些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

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

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

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

的方法。

其实，耳读法不仅仅适用于老年人和政治家，它对于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用。比如，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小说播讲、

知识讲座等等，就等于是用耳朵读书。走路时可以听，坐在公

共汽车里也可以听，甚至是在干某些体力活时，也可边干边

听。既省时又方便，真可谓一举两得。录音机是比收音机更

现代化的学习工具，我们可以把有关学习内容( 如外语等等)

录进磁带里，随时听、反复听。

现代人读书，用耳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耳读法”还真称

得上是一种现代化的读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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