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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比于那些起起伏伏，随时会消失在人海的有名的或无名的作家来说，钱钟书留给世人的是一份与众
不同的、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丰碑。
相信所有读过他的书的人都会深深感受到钱先生浩瀚如海的学识，洞达世事的睿智以及那份平淡谦逊
的处世态度。
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释让人为之感叹与折服。
“钱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想读懂、读透钱钟书的文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难懂不等于不能读，一枚贝壳可以收藏大海的歌唱，一朵雪莲可以折射雪山的风姿，所以，本书
通过详尽地阐述钱先生的文学见解，以带领读者去领略文学世界广阔的天地与无边的海洋，用活泼的
生命体验来打通中西古今文化的屏障。
    当今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各种文化在不断运动，或融合，或交流，或碰撞，推进着世界
的不断前进。
但是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保存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加以发扬光大。
因此，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了解前人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了解我们可以继承的
传统，以利于更好地理解利用西方文化资源，进而发掘中国文化的渊博精深。
而钱钟书先生就是这样的宝藏，发掘得越深，就越能发现其珍奇。
    钱先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并不在_于体系性的建构，而是从幽微处发端，在几千年浩瀚的
文化时空中纵兴穿行，他的魅力就表现在与传统相向时那会心一笑的默契和超脱中。
这种独到的悟性是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关键，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理性思维的高妙和独
特之处。
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对钱先生著作中零星片段的撷取时，能用心去鉴赏、去体悟，不只是要知识，而
是要进入一个智者活泼的心灵中去，进入一个生气氤氲的人文世界中去，那么本书的目的就真正达到
了。
    钱钟书先生说过：“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
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
白上注几个字⋯⋯”希望读者可以跟随这一要义，安下心来，静听先生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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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读书、创作、鉴赏、评论等方面着手，既对钱钟书的文艺思想作了宏观微观的探讨，又就
这位超凡圣哲的为人处世之道作了颇有意趣的解析。
所蕴蓄于字里行间者，是作者对一代国学大师之无限钦敬，及对当今学风文风之深沉思虑。

　　钱先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体系性的建构，而是从幽微处发端，在几千年浩瀚
的文化时空中纵兴穿行，他的魅力就表现在与传统相向时那会心一笑的默契和超脱中。
这种独到的悟性是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关键，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理性思维的高妙和独
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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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热读与冷读 读书，要讲技法。
这里将钱先生的读书心得总结为“热读”和“冷读”。
热读，就是快读，但快不同于马虎，快读也要抓住文章的精髓和大意。
冷读是逐字逐句地慢读。
热读和冷读不是机械的规定，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宜。
这实际上是要告诉我们读书也有技巧，不能平均用力，要掌握灵活的方法。
 书籍，是整个人类的记忆。
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里，人们就开始结绳记事或者以图记事。
正是这种保留种族经验的强烈愿望，使得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一个物种。
随着文字的诞生，书籍出现了。
每当在博物馆走过，看到那些刻满文字的散落的竹简、残破的丝帛和坚固的碑石，我们不得不慨叹祖
先们传承人类文明的苦心。
 没有书，我们的头脑将是一片空白；没有书，也许历史还在混沌未开的蒙昧中徘徊；没有书，人类的
一切创造将会缺乏根基，我们也不会拥有现代生活的一切便利。
读书，让绵延的时光穿越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后耸立起人类文化的巨石；读书，让几千年来积淀
的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汩汩流淌着。
钱钟书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学巨匠，除了天赋和才气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博闻强识，无论诸子百
家、文艺小说、哲学理论、国文西文，全在他的阅读之列，古雅如《古文辞类纂》，通俗如侦探小说
，钱先生读来都兴致盎然。
只要看看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等书，便可以发现钱先生读书之
多。
 但是，读书破万卷谈何容易。
有许多人皓首穷经，结果只做了泛黄的书页中的尘埃。
前人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读书万卷真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
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
”而对于这种感叹，钱先生也许会做拈花微笑状的。
 读书，实际上是要讲求技法的，而不是一味地盲读。
钱钟书读书的一条捷径就是把读书分为“热读”和“冷读”。
虽然前人也曾意识到读书方法有快慢精粗之分，但没有更精微透彻地把握住读书的奥妙所在。
例如，朱熹曾说过：“《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
”并把熟读比作鸡孵蛋。
钱先生对此就提出了疑义。
同样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对两者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呢？
按道理讲，《论语》是孔子的著述，更应当熟读啊！
所以，“熟”字用在此处是不准确的。
朱熹的本意应理解为：对《论语》要字斟句酌，认真研读，因为这部书微言大义，每一句话都蕴涵着
深厚的道理；而文字则简洁平实，所以尤其需要读者细细领会。
而《孟子》的行文则以浩大的气势取胜，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围绕着一个论点，作者会打比方，
发议论，层层深入，层层展开，直到这个论点被阐发得淋漓尽致，正如潮水叠涌，观潮要观其浩瀚之
姿；而读《孟子》也要紧跟作者的思路、情感的跌宕起伏，从整体上领会全文的意思。
因此，钱先生认为这里用“热”字更加恰当。
热，更侧重速度，一气呵成，如写草书。
熟，只能说明对一本书掌握的程度。
 对陶渊明两句话的理解，更能把握其中的含义。
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又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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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求甚解，为什么还要对疑难之意细细分析呢？
钱先生解释道，“不求甚解”是指“读书难字过”，即有的书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疑义相与析”是指“重与细论文”，即有的书需要细细领会其中的含义。
这是对待不同类型的书的不同态度。
对于“冷热”二字的含义，钱先生曾引用一个英国人比较英法两国人吃牛肉的例子，进一步形象地说
明：“法国人热吃冷牛肉，英国人冷吃热牛肉。
”法国人有激情，对面前的美味可以大快朵颐，吃得痛快淋漓。
而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面对热气腾腾的牛肉，更要吃得慢条斯理，细细品味。
掌握了冷读和热读的秘诀，则可以质量和速度兼具，深度和广度兼具，既能开阔视野，又能磨砺思想
。
 当然，“热”也不是马马虎虎、囫囵吞枣。
否则，法国人热吃冷牛肉除了充饥，还有什么兴致可言？
朱熹读《孟子》不求甚解，又怎能成为一代理学宗师呢？
热，一方面强调读书的速度，一方面还要讲究质量，或者实现了情感的陶冶，或者抓住了文章的关键
，找到了通畅透彻的感觉。
文艺作品可以热读。
譬如诗文通常以整体的意境和气势取胜，掌握了贯穿全文的情感意绪，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心世
界，才算是掌握了诗文的妙处。
尤其是中国的诗歌，更是追求一种朦胧含蓄的境界，如镜花水月，只是一个个美丽的幻影，却万万不
能拆解。
对于这样的作品，当然应如欣赏怀素的书法，在笔画的钩连、布局中做整体赏析。
如果十目一行，字字分析，就会拆碎不成片段。
钱先生讲过一个笑话，陶渊明在《与子严书》里有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
，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亲骨肉呢
？
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
个孪生的儿子，这岂不可笑！
但如果是做学问，进行考据，则又要一丝不苟地冷读了。
 培根说过：“有的书只需要染指，有的要囫囵吞枣，有的则要咀嚼消化。
”这话还有要补充的地方。
事实是，即使需要仔细分析的书，在阅读过程中，也有可以不求甚解的时候。
钱先生说：“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宜矣。
”就是说，同一个人读同一本书，冷热精粗也要根据时间、目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这正是钱先生高出前人的地方。
读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翻看取其大意，又可以在通读后掉过头来，对精彩的部分细细研读。
如果只是为了扩大知识面，可以广泛涉猎，不求甚解。
如果是认为对自己的人生大有裨益的书，可以做笔记，写感想，甚至反复阅读。
读书的目的不同，即使同一本书对不同的人讲也有不同的读法，这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同样看小说，以娱乐为目的的人可以热读，而以赏析和研究为目的的人却需冷读。
 可见，冷读和热读，并不是为了制定某种标准，而是提醒我们读书一定要讲究技巧，只有掌握了这种
灵活的观念才是找到了读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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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
——著名书评家夏志清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
做出了卓越成绩。
⋯⋯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著作等身，饮
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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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钱钟书讲文学》编辑推荐：“钱学”知识的精华浓缩文学“围城”的独特解读；民国第一才子，
“钟情于书”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用中西贯通、古今印证的视角讲述文学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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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矛，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
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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