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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好读书》是一部关于名作家抒写“读书”一题的散文集。
该书精选当代著名作家的散文七十余篇。
其中既有关于读书的回忆，读书之乐，又有各位文人多年来，对如何读好书，读书作何用的经验之谈
。
文笔或清新幽默，或大气严谨，是广大读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本书中所收录的文人作家正是以这样的情趣与书结缘，因而以散文做叙，抒写了他们是如何爱书
，如何读书，如何用书；书有何须，书有何乐；读书的意义；书与生活，书与治学，书有真言⋯⋯总
之，对于他们来说，书有说不完的话题，书是师亦是友，将他们对书的感悟记录成集于广大读者分享
也是本书编写的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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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宗仁，1939年生，散文家，陕西扶风人。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迄今共出版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集三十余部。
其中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往北平拐弯》获令圈“五个一”工程奖。
散文《藏羚羊跪拜》等四篇散文入选中小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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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漫谈读书　　我从小便靠着自己在“工余”偷暇读书，初时只是由于不甘落后的动机而读书，继
而愈读愈有兴趣，至今六十余年，渐渐养成一种习惯，宁可一日不吃饭，不肯一日不读书。
尽管现在已到了七十多岁，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
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
由于这样的缘故，我的读书方法，在初期的二三十年，完全属于“试验与错误”的性质；后来毕竟因
为路走得多，便求捷径，同时又不自揣，大胆尝试，在最近三四十年间总算获得一两条入门的捷径；
但是说来话长，且待他日。
现在对于一般青年略谈有关读书的几个问题，那就是：（一）为什么读书？
（二）读什么书？
（三）怎样读书？
（四）何时读书？
（五）怎样读而不厌？
　　（一）为什么读书人类力量不如狮虎，敏捷不如乌蛇，皮肤不足以御寒暑，胃脏不足以耐饥饿，
而卒能制胜万物，支配自然，这固然是由于脑部之发达，能运用思考，但是个人的思考力毕竟有限，
尤其是最初运用思考者收获也很微薄。
其足以增强个人思考的效用者，实为语言与文字，语言可将一人思考之所得传诸他人，于是不仅集思
广益，而且可以利用他人的思考所得为出发点，而由此更进一步，无需人人从头做起，这便是语言对
于人类进步的一大贡献。
但是语言的传布，在空间与时间上均不能达到远而久。
于是人类的思考力渐渐造成一个新的产物，一方面是思考的儿女，他方面却成为思考的父母。
这一个产物便是文字。
文字的发展便成为可以传至远方与后世的书籍，书籍也就成为人类思考结果的库藏。
读书者可从此无尽的库藏予取予求，任意与尽量满足其欲望。
手执一卷可以上对邃古的哲人，远对绝域的学者，而仿佛亲聆其以言词吐露毕生思考的心得。
这样的收获，真可谓便宜之至。
他人藉手工或机械造成的物质产品，我们必须以相当代价始能获取；他人藉其思考造成的精神产品，
我们除支付其物质部分的书籍代价外，都可无条件尽情享用。
物质产品的效用有限，精神产品的效用无穷。
前者需要代价，后者却可自由取回。
许多人对于需付代价的物质产品，往往只恨财力所限，不能尽量购取；但对于不需代价的精神产品转
不知尽情享用，这真是一件怪事。
想到这里，为什么读书之问题便不难解答，一言以蔽之，只是把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中，人类无
量数优秀分子，穷年累月，殚精竭虑所造成的精神产品，丝毫不付代价，而尽情享用罢了。
　　（二）读什么书我们入了一所规模较大的百货公司，如果不按照各部门的招牌或就自己原定的需
要，或就临时在此所得的引导，而选购适当的物品，则将感到茫然无所措手。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万千倍于世界最大百货公司的规模之人类精神产品库藏，如果不按照各部门的招牌
去选取自己的需要，或获得临时的引导，其彷徨无措尤不堪形状。
这些精神产品库藏的各部门招牌就是目录学，而目录学的构成，实基于图书的分类法。
图书浩如渊海，端赖分类法为之区别，以助选择。
我国图书的分类法，始之于汉刘向之《七略》，继之则为自唐迄清代之“四部”：而由于图书之愈出
愈多，“七略”“四部”的分类较粗疏，已渐感不敷容纳。
　　及清末西学东渐，新学术的出版品在我国图书中迅即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有关新学术的出版物更
非原有的四部分类法所能容纳，于是数十年来，国内图书馆专家迭有新分类法的输入或创制，其为用
互有短长。
我在三十余年前因主持彼时全国藏书最富的东方图书馆，为适应需要计，遂以美国的十进分类法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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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斟酌损益，创为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一方面使全世界的知识宝库得保持普遍的类别，且不因转
辗翻译而使原本与译本隔离；他方面则中国无量数的图书，由于古来分类的粗疏，使人闻其类别之名
而不知其内容何属者，一律使之获有明确之类别。
关于后者，试举一二例以明之。
例如《镜镜龄痴>一书，旧分类法列入子部杂家类，其书名与类别均未能揭示其内容性质，我因此为
清初醉心西学者所著关于光学之书，遂按其性质列于新分类法之自然科学类物理学门光学之下；又如
一书，旧分类法亦列于子部杂家类，我以其为明人所著关于动物学之书，乃改列于新分类法自然科学
类动物学门之下。
于是一观类别，即知其内容性质，与旧分类法性质模糊者大异其趣。
总之，图书分类法无异全知识之分类，而据以分类的图书即可揭示属于全知识之何部门。
因此，要想知道应读什么书，首先要对全知识的类别作鸟瞰的观察，然后就自己所需求的知识类别，
或针对取求，或触类旁通。
从事于自修者固需明了全知识的类别与各图书的性质，俾不至读非所当读；其在学校修业者，亦不当
墨守若干本教科书而自满，必须选读有关的补充读物，以补教科书之不足，而增进其了解与应用。
凡此都需要对于图书分类法基本的认识。
　　至于所谓目录，则为根据图书分类法按照种种不同之目的，将有关系的图书编为总表。
此类编成之目录较普遍者，有一般书目，专科书目，收藏书目，出版书目，知见书目等，其中入门书
目为对研究某一门类知识之人特编的必读图书目录，例如清末张之洞所编的，为当时一般士子读书治
学的指南，影响当时的读书界颇大。
入民国后关于研究国学入门书目，有梁启超胡适之诸氏之作，为用颇著。
民国二十一年间国立编译馆曾奉教育部令就我所主编的“万有文库”选取其中四百二十余种，作为中
等学校第一辑补充用书，编为目录，也就是入门书目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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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于人，如朋友似故；书于事，谈古论今。
书之求， 非名非利；书之乐，如人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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