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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遍》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为那些体验过阅读乐趣——愉悦、智慧、欢乐——的人而写的。此外，作者还在书中对不同
类书籍进行了评价，并推荐了不同的阅读方法和技巧。应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涵盖阅读方方面
面，而又与时代同行的书。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阅读时都会建立起深远的关联。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跟书中的人物关联起来，想象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或恋人，或者是最痛恨的仇敌。
在书中我与逝者重逢，在书中我预见未来之事，在书中有战事纷争，在书中有和平安定。万物都随时
间腐化，星辰陨落，季节更替，一切繁华终归尘土，然而上帝让这一切在书中得以重现。
夏天的傍晚，孩子们都在院子里玩耍，而我则坐在床上，就像要阅读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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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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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遍》

书籍目录

我们能做到！
兴致
一切尽在你的大脑中
远大抱负
追根溯源
遥远的回应
电子阅读时代
越慢越美丽
吐露真心
沉迷
来自修道院院长的劝诫
艾德勒和范多伦的胜利回归
可塑的注意力
接受训练
嘘——别说话
带着感情，再读一遍
判断，评判，行刑
身处孤独，渴求伴侣
偶然天成
这一切缘何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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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遍》

精彩短评

1、这是本非常有趣的书，其中介绍了很多读书时应注意的点。书中引用的20世纪巴黎圣维克托修道院
院长休那三条关于阅读的的建议就非常有指导意义：第一是不轻视任何知识或著作，第二是不以向任
何人求教为耻，第三是完成阅读任务之后不会看不起其他人。本书的作者还从休的这三条中引出了另
三条阅读建议：一是谦逊，二是不浪费时间和别人比较，三是用一点时间来辨清这本书能够给你提供
什么。书中还有其他一些有用的建议，例如：有时读书要慢下来，需要增加反刍时间，学会分别哪些
书是可一读再读的，哪些是一遍就过不用深入思考的等等。书中引用的例子也非常有趣，和作者一样
，我也相当反对“一生需要阅读的XX本书”这种任务似的书单！读书不应该是一项任务，而应该是一
种“随性而读”的乐趣，通过阅读，使我们能在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里认识广阔无边的世界
2、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读者都必须为自己建造自己的“沉默之墙”，否则世界是不会为他们
建造的！
3、很少给全五星的，只能说出现的时机太对了，而且之前从没听说过这本书，鉴于最近也在列重读
一遍的书单正好看到就借来读了，内容出乎我的意外，或许应说正合我的胃口，如果我带着偏见，觉
得人生苦短，书单漫长，没有时间去重读，那看到这本书压根就不理会了，好险啊！
4、自打脸的乔布斯
5、随心而读，这是我一直所追求的。阅读不应该功利，而应该凭兴趣，纯粹而又简单。阅读是一种
穿越时空的对话，是透过文字所达到的同作者的心灵合一。在阅读中，心灵会彻底的自由，没有杂念
，只有沉浸在其中的满足感。阅读让孤独的灵魂找到了伴侣，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提到的马基雅维
利在工作了一天之后，会换上干净华美的服饰，再开始虔诚地阅读，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马基雅
维利是一个人，但也不止一个人，因为他有着书中各位主人公的陪伴。作者在书中的很多观点我都很
认同，所以我一晚上的阅读充满愉快和惬意，达到了“沉迷在书中的那种深厚而有宽广的乐趣。”理
查德·伯里说“在书中我遇见未来之事，在书中有战事纷争，在书中有和平安定。万物都随时间腐化
，星辰陨落，季节更替，一切繁华终归尘土，然而上帝让这一切在书中得以重现。“感恩。
6、谈阅读乐趣，本身就挺好读。有些观点有共鸣，比如最基本的不要为了完成什么“一生中必读
的200本书”这样的任务去读书，一直觉得这类书单是一种绑架。。。
7、关于阅读的散文集，但是译者在封面总结误导读者。书的主旨在于讲阅读的乐趣，阅读不应有过
多的责任，不应过于严肃，而是随兴而读。
8、文字苦涩难懂，花了大力气看完，结果没啥内容。非常失望，废话连篇，此评论家纯粹为评论而
评论！
9、在光合作用看到的一本书，很不错，平易近人
10、去读那些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至少大部分时候——并且不要有任何愧疚。作者从这样的立
足点出发，告诉我们应当读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书。咋看之下，这种阅读似乎是完全没有功利性的
。然而作者绕了一个大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了人们如何从阅读中受益。这是一个从阅读的快乐中发现
自己的兴趣，并且围绕这个兴趣去做事情的进路。
11、在书中我与逝者重逢，在书中我预见未来之事，在书中有战事纷争，在书中有和平安定。万物都
随时间腐化，星辰陨落，季节更替，一切繁华终归尘土，然而上帝让这一切在书中得以重现。
——理查德·伯里显然比《如何阅读一本书》更体贴，也说出了时代和科技的发展对阅读的影响，很
认同以乐趣为第一原因的阅读。
12、标记。随兴地读。 重读。  
13、封面上写着：“这本书是为那些体验过阅读乐趣——愉悦、智慧、欢乐——的人而写的。”在读
这本书的过程中，这样的人会不时与作者产生共鸣。这实在是阅读的一大乐趣啊。
14、一位文学教授的随笔，关于读书，关于如何读书。作者无情地批判了《如何阅读一本书》等“术
”类的书籍，倡导随个人兴致而读，与各种书籍不期而遇。我觉得人读书可以有几种功用，如果是为
获取知识积累经验，则需要按照如何阅读一本书里面所讲来阅读；如果是为了娱乐或者消遣，即单纯
的享受阅读的乐趣，则无需想的太多，浸淫其中，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就好。此外，有些观点值得肯
定1）好书经典书值得再读一遍；2）读书需要设置沉默之墙，给自己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独处阅读的机
会和空间；3）忘记各种书单，即便是需要他人推荐书也要提供范围，比方说关于哪个主题，或者自
己对哪方面感兴趣，或者最近自己在看什么书有哪些延伸阅读值得推荐等。

Page 5



《再读一遍》

15、非常诙谐幽默的文字，就是不知道翻译是否忠于作者？近期正在看哈利波特原著，发现在这本书
里躺枪无数啊～
16、我在这本书上写了很多读书笔记
17、很好看，也是类似于方法论的一本，不过比方法论有趣多了。
18、有趣不陈腐
19、20篇文章，质量大约相当于20篇能得到100个推荐的豆瓣日记。个别篇目因为特别励志有望得
到1000+的推荐。
20、2014年12月18日读，2014-423，图64。
21、好看，就是有点啰嗦
22、很好读，作者爱阅读，所以有不少个人的亲身体验，调侃《如何阅读一本书》和《一生阅读计划
》的严肃、功利，试图摆出更亲切、随性的态度来吸引读者，不过，不过为什么感觉越往后就越泄气
？在这个注意力难以集中越来越分散的时代，又不想用强迫的态度来要求大家回到书桌前⋯⋯作者尴
尬地发现刚说完，那声音就已经被巨大的噪音吞没，能驻足聆听并且点头回应的实在没几个。所以，
这本书对爱阅读的和不爱的⋯⋯意义都不太大。郝明义的《越读者》同样轻松好读，但更多了些具体
的方法，比这本更有价值。
23、当兴致来临时，它们会为你准备好的。
24、5点
1.“深度专注力”为什么会退化，如何再有意识的培养？
2.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不断更新的让人分心的诱惑，对于我们的影响。真的离开不了手机和网络了吗
？
3.读多了才发现，古老的东西中精华的部分是多么现代！
4.是有计划的做一个上升型的阅读者，还是信马由缰或是说随兴的去读一本普通的书？
5.脑海里闪过的再读一遍的几本书名。
25、提倡“”随兴而读”，一定层度上反驳另一本书《如何阅读一本书》对读书的责任感。读这两本
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阅读。
26、当兴致来临时⋯
27、“再读一遍，再读一遍！”
28、读书人唠叨书事。
29、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正儿八经的阅读已然成为一种奢侈品，要做到随兴而读更是遥不可及⋯
30、好玩的读书杂文
31、大致的意思就是随兴而读，这本书读着有些拗口。
32、“在书中我与逝者重逢，在书中我预见未来之事，在书中有战事纷争，在书中有和平安定。万物
都随时间腐化，星辰陨落，季节更替，一切繁华终归尘土，然而上帝让这一切在书中得以重现。”“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用‘纷繁嘈杂的困惑’来形容婴儿的感官体验，因为婴儿还没有形成必需的
过滤能力。但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科技似乎正把我们带回婴幼儿时期。”
33、阅读的乐趣最重要，没必要总想着增长知识，提高自己，不要分散注意力，随性而读，抛弃书单
。。。观点没啥亮点，也没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34、阅读最大的乐趣，是发现那些没有在寻找的东西。
35、平衡一下《How to read a book》的观点
36、封面太丑扣分。   技术更迭引发的焦虑恐慌甚至悲观:木片 印刷 电子，  剔除 责任etc因素 能否坚持 
超越自己的阅读趣味，读书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前提。信心/努力，牺牲/生动地记得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子。
37、和《消遣时代的阅读乐趣》是同一本书
38、2016-32
39、语言诙谐，爱书人都会有所共鸣，只是引用太多。
40、一本关于书的书，虽然文字有点绕，但还是很耐心地看完了，书里介绍了很多阅读的方法，以后
可以慢慢实践。
41、这本书我读得很慢，结构比较散，书中提到的很多欧美的文学作品都没听说过(当然提得最多的哈
利波特还是知道)，翻译过来的文字，大量的破折号让我要读好几遍才能把句子组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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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遍》

      作者是个爱好阅读之人，这本书也不是教大家如何阅读的书，只是作者阅读时候的一些心得。作者
谈到从自己喜好出发，不要拘泥于书单，要获得一种阅读的快乐。书中的文章的确都能和副标题“消
遣时代的阅读乐趣”对应起来。
42、有些观点不能认同，不过倒是引起了很多思考
43、下班前用一个半小时读完 对了 作者大力推荐了几本他喜欢的书
44、以后再不去读那些关于阅读方法论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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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一遍》

精彩书评

1、5点1.“深度专注力”为什么会退化，如何再有意识的培养？2.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不断更新的让人
分心的诱惑，对于我们的影响。真的离开不了手机和网络了吗？3.读多了才发现，古老的东西中精华
的部分是多么现代！4.是有计划的做一个上升型的阅读者，还是信马由缰或是说随兴的去读一本普通
的书？5.脑海里闪过的再读一遍的几本书名。
2、书名：再读一遍—消遣时代的阅读乐趣作者：（美）艾伦.雅各布斯译者: 魏瑞莉出版者: 译林出版
社版次: 2013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笔记：（开始时间20140205）(1)我们能做到：所有人都能阅读
。那些从来没读过书的人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这种能力，而那些丢掉阅读习惯的人可以再次培养这种
习惯。传统的指导阅读的方法（如《如何阅读一本书》）中的责任、义务和美德会把一些人吓跑。(2)
兴致：不应把阅读跟沉重的责任搅和到一起。应该随兴而读。一个不为向任何人炫耀、只是带着纯粹
的热情和兴趣去读书的孩子是美丽的。去读那些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至少大部分时候—并且不要
有任何愧疚。任何时候开始做一个自由阅读者，开始这种全新的生活都为时不晚。(3)一切尽在你的大
脑中：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要比眼睛快得多。从纯粹认知层面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是编码和解码。但
是这无法解释阅读产生的兴致。(4)远大抱负：兴致不能代表一切。读一些跟风的、低品位的书，会使
人因为看这些书看得沮丧厌倦，从而放弃所有的阅读；或者降低自己的阅读品位，能够接受越来越差
的作品。我们对自己了解得越深，就越能作出所有读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些抉择，比如：是否要坚持读
一本并不能带给我们乐趣的书。想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读者的人，只能自我引导。(5)追根溯源：看了一
本好书，可以看作者前辈写的对其有影响的书。(6)遥远的回应：阅读书籍、聆听莫扎特奏鸣曲和欣赏
拉斐尔的画作，都不一定能转变甚至改善一个人的个性。出版一本书其实就是在邀请人们作出回应。
读到复杂或有点难懂的内容的时候，就是该提问的时候了。可以在书边记下自己的问题(借的书可不行
，所以我记到电脑上了）。它能提高阅读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一种记忆策略。对于什么书需要如此笔
记，什么书不需要，这里有一个平衡需要把握，针对不同的阅读，平衡点也不一样。(7)电子阅读时代
：只是书籍载体的形式不同。(8)越慢越美丽：阅读的内容和阅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翻完一本
书的速度。阅读本来应该是跟其他人的思想交流碰撞的一次机会，不应该是个人想法的循环往复。照
着书单去读书，追求读过而不是阅读本身，是不对的。一本尚未读过的书可能带来的愉悦比我确知一
本书所能带来的愉悦要重要得多。(9)吐露真心：略(10)沉迷：入迷纯粹是因为喜悦和快乐，这就是“
读者”区别于“读书的人”的特别之处。沉迷于一本书的感觉会让人上瘾，已经体验过几次这种感觉
的人想再次体验，而且想充分体验。(11)来自修道院院长的劝诫:略(12)艾德勒和范多伦的胜利回归：
良好阅读效果的一个大敌就是不知道该选择哪种注意力模式才适合眼前那本书。(13)可塑的注意力：
略。(14)接受训练：严肃的“深度注意力”式阅读一直都是，将来也还会属于小众追求。我们所遭受
的不是“信息超载”，而是“过滤无能”。(15)嘘—别说话:读者必须学会建造我们自己的“沉默之墙
”，否则世界是不会帮我们建的。习惯能代替付出，但是并不能完全代替，集中精力始终都是一项成
就，并不是理所当然就存在的。(16)带着感情，再读一遍:重读可以不是出于不满足感，或者书迷对某
书的完全沉迷，而是出于一种奇妙的满足感和未完成感杂糅在一起的感觉。 重读可以无关喜欢与讨厌
，而是出于一种未完成的感觉，觉得一本书里还有更多你没有接收到的信息。(17)判断，评判，行刑: 
略(18)身处孤独，渴求伴侣:略。(19)偶然天成：意外会发生，但是意外发现却是可以培养促成的。(20)
这一切缘何而起:翻开一本书，读点什么，也就是选择了一种集中注意力的独特方式。“在书中我与逝
者重逢，在书中我预见未来之事，在书中有战事纷争，在书中有和平安定。万物都随时间腐化，星辰
陨落，季节更替，一切繁华终归尘土，然而上帝让这一切在书中得以重现。”
3、在打开这本书以前，我从书名上看，不会觉得这本书会让我读到不能罢手。其实，这本书是我买
小说时，顺手捎上的，是因为读了太多的小说，因为太羞愧了，买了一本看起来不是小说的书。结果
，尽管深夜了，我很困，却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心领神会，深得我心！这不是一
本讲如何读书的书，也不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读书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看完这本书，或许，你会
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而读书？这个问题，我想，有无数读书人都问过，也回答过，而这本书
的回答，我想，就是：随性而读。这太对我的胃口了！书中举了一个评论家读书的例子。说他每年都
要读一遍的书《基姆》，读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出于兴致，“不是为了教育别人，也不是为了批评挑
错，只是出于热爱，只是因为他喜欢，难以克制这份兴致”。“不是为了准备一场演讲或者写出一篇
文章，阅读本身就是结果”这段话，简直像是从我心里说出来的。那些我反复阅读，直到把书都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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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了的书，最直接最持久的动机，可不就是单纯的喜欢？由此，本书也对那些有目的的读书开始了毫
不留情的嘲讽。比如，说道罗德里格斯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我得时不时地看看封面上的评论
来提醒自己，这本书是讲什么的”，然后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扫描过去之后，“带着一种极大
的自豪感，庄严地从书单上划掉了柏拉图的名字。”看得我忍不住地乐，这不就是我读某些书的翻版
么？当时读一本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书，就为了把它从未读书目中划掉，为了自豪地展示“我度过这吧
嗯书”而像机器一样一行一行扫描完，结果书在心上了无痕迹不说，看的过程还相当痛苦，简直是自
找罪受。好在，我现在除了为工作学习读书外，已经不再干这种蠢事了。书里，还说到了那些指导别
人读书的人，总是要求读书要有目的，或者要有高雅的趣味。阅读就是应该带来“丰富的信息”所以
“阅读不可能是愉快的——为了乐趣而阅读从根本上说就是 不对的”。这种解析，一般中学老师用的
比较多，而这会“让你无法理解乐趣的含义”，说不定，会因为乐趣而读得惭愧。在这种认识下，可
能会觉得爱读《哈利波特》的人，比爱读《理想国》的人低俗。作者的观点，显然是偏向我们这边的
。你想读《理想国》，OK!没问题，但不应该是被引诱着去读，或者因为读流行小说而蒙羞。说到这
里，就不得不说读名著了。在我们无法分辨作品好坏的时候，阅读名著就是个快速进入“正确阅读”
的途径。但是，阅读名著，你准备好了吗？“巨著的伟大之处，有一部分就在于它们对读者的要求，
它们的含义不容易解读，也不容易把握。”所以，这本书建议，“去读那些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
—至少大部分时候——并且不要有任何愧疚”。因为，如果硬要读的话，会十分痛苦，而且。“好书
在等待着你，这一点，你可以有信心，当兴致来临时，它们会为你准备好的。”这让我想起《约翰克
里斯朵夫》这本书，我是今年才读了，读得兴致盎然，不忍停下。可是，如果在很久以前，我刚听说
了这本书的时候就读，那一定读不出今年的味道，说不定，会被划入“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里面。
所以，为什么不等等呢？名著，读不下去，也许是时机未到呢。这本书，还很有趣地嘲弄了《如何阅
读一本书》以及类似的“鸡血书”（我理解中的鸡血书，就是指导类的，仿佛只要你照着做，就会达
到一个高度似的。）有很多有趣的例子，大多是吐槽那些“严肃”得过分的读书人的。鸡血书的基本
模式就是“听我说，跟我做”，非常形象。那么，之后呢？随性而读之后呢？本书提了一个比较可行
的建议：从自己喜欢的书中，开始拓展阅读。我们喜欢的这本书的作家写的另一本书，或者这本书中
提到的其它书。这样，慢慢的拓宽阅读领域，慢慢的发现更多更好的书。后面，说到了一些读书的注
意事项，我认为不算什么特别的技巧方法。比如，不要读得太快啦，有些书需要做笔记啦，还有怎么
在浩瀚书海中选择等等等等。最后还是回归到为什么而读书。随兴而读，让自己沉迷其中的书，大约
就是适合自己读的书了。不为什么目的，只为兴趣，完全沉醉其中（想当年，读《呼啸山庄》时，就
是这种状态，翻开书，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最后，我想说这本书封面上的简介，真是狗屎。
它实际上扭曲了作者的本意，起码，我当初看到那个简介的时候，以为它是一本类似于《如何阅读一
本书》的鸡血书，真是误人子弟！
4、我被此书封面上的帅哥图片所吸引，进而浏览了一下书的目录和内容，借回来慢慢研读。文中提
到：除非一个人非常了解另外一个人，否则他不能向这个人推荐书，即使是推荐最好的书。如果一个
人很想看书的话，他应该虚心求教于那些了解他的人生经历的年长者，并且听取他的建议，尤其重要
的是，跟他多聊聊当初最吸引他的那些书。以前自己看到自己喜欢的书，都极力推荐给身边的人。可
是我经常发现自己喜欢的书，亲朋好友并不是很喜欢。读了这段话，我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偏好。你喜欢的并不是他喜欢的。你不是非常了解他，就不要给他推荐书。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要的
只是曾经读过这个结果——他们渴望能够说这句话，好了，现在我可以把这本书从清单上划掉了。阅
读原则：随兴而读。它要求我们完全处于快乐和兴趣去做一件事。小的时候，我们总是被灌输这样的
观念——阅读对你有多么大的好处，阅读能带来多么丰富的营养和充足的信息，所以阅读不可能是愉
快的——为了乐趣而阅读从根本上就是不对的。但是，阅读有时候就是快乐的。我们所渴望拥有的品
位常常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品位。巨著的伟大之处有一部分就在于它们对读者的要求：它们的含义不容
易解读，也不容易把握。在如何时候，我作为一名读者，都应该准备好达到这本书的要求，迎接挑战
去读懂它。而阅读行为预先假定读者已经理解了内容背后的丰富含义，结果就会导致阅读变成了“跟
晦涩难懂的思维训练器面对面”的痛苦经历。对于获得诺比尔文学奖的巨著，自己是真的看不懂。我
看着只打瞌睡，或许真的是层次不够。只有当一个人读过很久以前的人写下的东西时，他才会意识到
那些古老的东西中的精华部分是多么现代。比如三字经、道德经、论语，历经历史长河，留下来的就
是经典，非常值得反复熟读。如果你真的很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阅读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你提供帮助
。不过帮助的程度并不取决于你所读的内容——同时还取决于为什么要读，以及如何去读。文本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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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无声的存在，直到一个读者开始阅读它，它才打破沉默。只有当灵活的双眼接触那些书页上的符
号是，文本才开始变得生动鲜活。所以的写作都依赖于读者的垂青。学会如何思考实际上意味着学会
如何控制你的思考形式和思考内容。这意味着你要非常清楚应该选择关注哪些内容，并选择怎样从实
践中构建信息。因为如果你成年以后还没有学会这种抉择能力的话，你将会一败涂地。熟记还是真正
意义上的“用心”学习。我们所遭受的并不是“信息超载”，而是“过滤无能”。只有当你暂时没有
衣食之忧时，你才能接受教育。一本有价值的书只读一遍是绝对不能完全领会其精华所在的，而我们
却常常错误地以为读完一遍就万事大吉了。有些书包含有更多的价值，也许还有更多的建议，或者见
解，而这些仅仅读一遍是得不到的。作为成年人，我们的目标不是热爱所有的，或者说尽可能多的、
同类的书，而是在我们有限的自我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书籍。在书中我与逝者重逢。在
书中我预见未来之事，在书中有战事纷争，在书中有和平安定。万物都随时间腐化，星辰陨落，季节
更替，一切繁华终归尘土，然而上帝让这一切在书中的一重现。对于这最后一段话，我非常认同。通
过书，人与逝去的作者进行思想的交流。你能从书中学到多少，感悟到多少，完完全全是个人的问题
。你看到一面，他看到另一面。每个人的见解不同，关注点不同，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同。阅读并勤加
思考对成年人非常有利。
5、The pleasure of reading in age of distraction阅读是一项娱乐，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项，增添我们生活的
乐趣，如同网络游戏。不同的人兴趣不同，让自己获得愉悦的爱好也不同。这里的reading可以说是无
目的，也可以说是有目的。如同投入游戏中的人，他只有掌握了游戏的规则和游戏技巧，才能在游戏
中获得快乐一样。阅读也需要掌握技巧和能力，也需要投入注意和专注。在阅读中体验到愉悦和智慧
的人，必然是对生活有了体验的人，他才能在文字中享受到那种乐趣。认识自我的方式有很多种，阅
读只是一种方式。无论是消遣，获得资讯，还是为了增强理解力，所要即所得。丰富的人生，通过阅
读扩大你的间接经验，通过阅读寻找你的困惑，通过阅读学会独立思考，通过阅读提升你的智慧。但
是，无论如何，仅仅通过阅读，并不能改变什么，不会让一个傻子变成一个聪明人，除非你有所行动
。
6、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山峡广场西西弗书店，消瘦到在美国肯定没什么朋友的男青年捧书阅读的
照片作为封面，很符合西西弗小清新的格调。但作者写书之时已经是大学教授，而书的内容也和小清
新的封面没什么关系。这本书是从另一本关于书的书——《如何阅读一本书》——说起的，但与《如
》不同，本书更像是一篇散文集；书中呈现的是作者对于阅读相关问题的看法，而不会想如那样教你
具体的阅读方法。尽管都是围绕“阅读”这一主题进行阐述的短文，但总的来说篇章之间联系很少，
很像是作者想到哪写到哪，之后再将分散的文章集结成书。书中没有作者关于阅读的严肃讨论，作者
也并不太赞同《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关于阅读一定要增进理解的看法，而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鼓
励大家跟随自己的兴趣进行阅读，以及如何更好的完成“随兴趣阅读”的活动。尽管电视和网络给了
人更多的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选择，但阅读这一持续了数千年的活动仍然在当前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
位置。尽管在亚马逊发布Kindle的时候乔布斯表示，产品本身好坏且不论，“事实是读书的人越来越
少了”；而之后发布的IPAD平板电脑则更像是响亮的自打脸行为。尽管PC生产业和网络的发达占据
了个人生活的时间，但这并不减少人们对阅读的喜爱——书的好处是电视电影和PPT无法替代的，而
个人电子设备则拓展了我们阅读的媒介：我们不光能阅读纸质书籍，还能在手机、电脑、平板上阅读
电子图书。是的，我们对自己的时间有了更多的选择，但阅读并没有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迹象。书中
的一些关于读书的观点也很有共鸣。在推荐书的时候，既不知道对方阅读倾向，也没有告知自己的读
书状况就要让人推荐，其实是很让人为难的。对此作者给出了解决方案：你完全可以列出自己最喜欢
的几本书，给对方看，他才能有个大概的“推荐”方向，也更容易推荐你喜欢的书。因此“一生必读
的XXX本书”，“XX出版社经典好书推荐”也并不是那么值得去看的——没有针对性的泛泛之谈总是
不如宣传的那么有效，推荐书单尤其如此。读完所谓“必读书目”也许追求的不是阅读，可能想要的
不过是“读过”的状态。如果你喜欢一本书，在看完结尾的时候会觉得遗憾，而会再回过头去反复阅
读。这种情况可能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我也曾因为读完《K-pax》而非常遗憾，并且对这本书的
“续集”万分期待。——————————洗头去  回来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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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再读一遍》的笔记-第12页

        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曾说过：“除非一个人非常了解另外一个
人，否则他不能向这个人推荐书，即使是推荐最好的书。如果一个人很想看书的话，他应该虚心求教
于那些了解他的人生经历的年长者，并且听取他的建议，尤其重要的是，跟他多聊聊当初最吸引他的
那些书。”

2、《再读一遍》的笔记-第75页

        我们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不需要借助谁的帮助，也不需要谁来评判
。我们是自由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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