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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有 方

□  敕勒川翁

宋代学者黄庭坚说：“士大夫三

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

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以

此奉劝封建官员多读书。而读书的目

的是学以致用，不能为读书而读书。

古代不少学者都有一些很好的读书方

法，大体上可归纳为读、批、思、

记、悟、问、联。

一是读，学习必须读书，古人有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

读千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等名言名

句。人们普遍认识到读书不仅要读与

自己事业相关的书，还要博览群书。

历史上“刘项原来不读书”“半部论

语治天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

现在处于知识型社会的年代，无论个

人、家庭、单位，必须具备知识方能

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而读书需注重方

法，片面肤浅的阅读方式，无法真正

掌握知识，只有认真系统地阅读，做

到古人赞誉的“学富五车”才会有真

知灼见。

二是批，即批注、评点。韩愈

有“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

玄”。批有横批、眉批、读点、画

线、勾重点。一部《三国演义》，有

毛批、御批、各家批；一部《红楼

梦》，由众多的红学家来批。把书里

有分量的地方认真地画出重点、点出

要点、摘出警句，讲明自己的理解，

用这种方法来读书，对书的领悟更加

深刻。不少名人读过的书，字里行

间、眉首卷底都有批注，值得效仿。

若走马观花把书念一遍、浏览一遍，

肯定记忆不深，领会肤浅。一边读，

一边批、评，必然能学到更多的知

识。

三是思，就是思考。古人讲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中国的词语至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本义，一个是引申义，一层意思有多

个表达方式，如果不去思考，就搞不

清、听不懂，不去思考就不解其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