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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都应该逃离阅读的舒适区。
只读看得懂的书，永远无法进步。
如果只按照书单循规蹈矩，人们都会变成一个模样。
如果没有读过几十本甚至几百本烂书，那就称不上一个合格的读者。
乱读术能带给读者什么？
●　 让读者真正对自己的阅读负责。
●　 一看目录就知道某本书有没有价值。
●　 形成独立的鉴书能力，而不是书单的追随者。
●　 好似周游过世界，可以谈论更多话题，突破自我局限。
乱读和精读不矛盾，乱读并不意味着粗糙的阅读方法。
乱读的价值在于，像风一样地轻快阅读，反而能收获许多慢读时容易忽视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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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外山滋比古
目前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全日本家庭教育研究会前总裁。曾获第46回日本放送协会放送
文化奖，专攻英国文学、教科书、修辞学、编辑技术、思考、日语理论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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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个人觉得不值得购买，更何况标价39太坑爹了，看目录就能看完全书了，只是作者个人的读书感悟
而已，并没有什么卵用，更别说谈什么实质性的读书方法了，提都没提。而且书很小也很薄，买完翻
开就后悔了。
2、扔。
3、有意思。对于创意思维有启发，对于读书法也有启发。
4、不一样的阅读方式,读书需要传统方式与创新方法相结合。
快读与慢读相结合
随意与刻意相结合
乱读与精读相结合
广度与深度相结合
你的每本书的阅读，终有一天都会串起不一样的收获。

散步式晨型人！

不过食，不偏食！

5、说好的乱读术呢？总是跑题，但还是有所启发。
6、2016年12月7日读毕，此书不同于传统的思维，传统的阅读方法总是教育人要反复精读书，此书从
发开创意思维的角度，认为乱读才是未来的阅读方式，因为这可以导致意外的新发现，这是人相比电
脑更有竞争优势的地方。从作者关于“聪明”、“朝廷”以及英文单词“today,tonight,tomorow”的分
析可以看出，作者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思维，这应该得益于他一直坚持的乱读术。此书引起我共鸣的地
方有：（1）读报纸是乱读的入门教材，我家是在村里分发报纸的，这直接养成了我喜欢乱读书的习
惯。（2）创意思维不只来自于人的头脑的思考，还必须深入生活中去用心思考，才能发现新事物。
（3）快速阅读相当于放映电影，可以使书的语言关联起来。（4）读懂没有知识背景的书的能力决定
了人的好奇心的大小。（5）经典是由读者成就的。
7、2017.02.19 虹口区图书馆。不得不说，作者还真是自恋。看在他90多岁的份上。。。三颗星。
8、因人、因事、因时，而异。
9、好像作者的读书心得这样。有用的信息不多啊。
10、所谓乱读，也就是泛读、快读，不功利地阅读。由此可以在不经意间获得新发现。全书整体架构
一般，但确有提出几点比较好玩的看法。比如将快读慢读对应的比喻为音符与旋律。过多的知识对于
大脑反而会像过剩的脂肪对于身体。⋯⋯
11、乱写术
12、介绍很轻松的读书方式
13、并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读书的书，而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谈感悟的书，比如读者比作者更重要，
比如聚集谈话比读书更重要，比如读书就是为了忘记，比如散步比读书有用，比如乱读才能有意外的
发现，对我最有用的是做一个晨型人，所以我早上开始跑步，晚上十点睡觉。
14、略显枯燥 无甚获得
15、书皮的内容比书里内容好看⊙ω⊙
16、破除了许多读书上的迷信。读者应当有自己对书的价值判断，不迷信经典也不迷信书评。不要迷
信式的读书，而是要带入自我的理解。多涉及其他有兴趣领域的书籍，在读书中可以获得思维的碰撞
，产生火花。读而不思则罔，且要读以致用，保持思维活力。不要读死书，而要有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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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乱读术》的笔记-第4页

        1.距离产生美
（1）不花钱感觉不到好（P4）有句俗话叫“别人赠的药不管用”。药还是应该买。大家认为药越贵
越管用，卖药的就越高兴。书虽然不如药珍贵，但花钱买来读才是正确的做法。别人赠的书枯燥无味
，买来的书才会觉得好。（2）熟悉的人难以产生积极影响（P4）不希望中学以来的朋友读自己的书
，是因为关系太近。而关系太近的人无法互相给予对方积极的影响。（3）近者烦，远者美（P5）相
同的景色，站在山脚时，面前尽是袒露的石块褐土，让人忍不住移开视线。而从远处眺望时，则呈现
出一片朦胧的青色，非常美丽。 （4）人和人也需要距离（P5）人们很少把平时出现在身边的人视为
伟人。所以黑格尔才说“仆妾眼中无英雄”。这样看来，我们应该好好思考过分亲近他人究竟是否可
取。（5）论语（P6）《论语》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或许这么说不好，但近处的朋
友很难成为让人珍视的、快乐的存在。评论：此书解释这个原因是人们不擅长从熟悉的人和物接受良
好影响。而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亲近之人是强关系，而远方的朋友是弱关系，后者更有新信息
，有利于孕育新生事物。
（6）靠别人就是毁自己的能力（P99）在培养独立思考难题的能力时，身边若存在强有力的人或书籍
作支撑，反倒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只有站在远处阅读、思考时，才能获得创新性的发现。成功不会
孕育出新事物，失败误解才能引发偶然的新思维。
2.劣书驱逐好书
（1）二战前日本人喜欢阅读哲学书，并翻译为晦涩的日语（P15）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译作难懂、无
趣，难懂到让人怀疑译者自身是否真正理解了原著。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好比在暗夜之中追寻蝙蝠，能
闻其声却不能见其影，难以捉摸。（2）解释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规律（P22）劣币之所以强势，
是因为它用于流通。而良币由于价值更大，人们觉得用掉可惜，所以会被保存下来。到最后，市场上
流通的就只剩劣币。
3.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1）新渡户稻造的例子（P30）据说，他将英国卡莱尔的《衣裳哲学》阅读了三十几遍。卡莱尔不是
学者，而是哲人，是位有着独特思想的奇才。他的文章连英国人都慨叹难懂，明治时代学英语的学生
能读懂多少实未可知。但新渡户稻造所写的英文著作《武士道》，英语功底十分扎实，在海外获得颇
高的评价。尽管是卡莱尔风格的英语，但新渡户稻造的文笔想必是通过反复阅读所习得的。不过，这
只是例外，普通人无法模仿。（2）带入读者自我理解（P31）读者在阅读时，带入了自己的理解，所
以会有读懂了的感觉。每重读一遍，读者带入的自我理解都会加深。这样一来，到最后完全成了自己
的理解。自然而然地就深信自己读懂了，也将所读之书自我化了。（3）不选择的反复阅读有害（P34
）事实上，能让人愿意反复阅读多次的书，能有5-7本就非常不错了。
4.读书，但不要成为书的俘虏
（1）用相机、眼镜识别日本人（P38）为什么戴眼镜呢？因为日本人需要阅读标有注音假名的小铅字
。与读罗马字母相比，读日本的印刷品对眼睛的负担更大。（2）思维也容易近视（P38）将书视为珍
贵之物而过量阅读，会导致头脑近视，以致看不清事物。（3）演讲比文字能力更重要（P43-44）日本
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朗曾被年轻学者提问过一个问题：“论文出色的人和演讲出色的人，您认为哪
个更优秀呢？”西田的回答是：“演讲出色的人。”（4）演讲重要的原因（P44）文章好坏是技术问
题，讲话优劣反映的是讲话人的心、脑能力。评论：文字容易虚情假意，一纸空谈，脱离作者思考和
人格；讲话则更接近自然、精神和生活。

5.快速阅读的意义
（1）语言的特点是词的关联产生意义（P52）语言是一节一节地排列在一起。后面一节与前面一节含
义的余韵相结合，形成自身的含义。所以，拘泥于其中一节去查词典，就会节断前后节的关联和含义
的余韵，让语言失去意义。我们之所以一听外国人出声阅读，无须任何说明就能明白含义，正是因为
出声阅读让语言恢复了自然的节奏与状态。（2）语言诞生文意的过程（P53）语言的构造好比电影胶
卷。每一张是静止不动的，当对其施以速度（放映）时，一张张零乱的胶卷将衔接在一起，变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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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阅读也与此相似，语言的前一节与后一节是相对独立的。当施加阅读这一行为时，节与节之
间的空白消失，代之以紧密连接、相互作用，文意就此诞生。
6.阅读的分类
（1）初级阅读的定义（P58）读者事先拥有关于阅读对象的相关知识的阅读。比如阅读已经在电视上
观看过的比赛的报纸报道，叫初级阅读。能理解所读对象的阅读，就属于初级阅读。（2）次级阅读
的定义（P58）不理解所读对象内容、意义的阅读，叫次级阅读。（3）次级阅读的意义（P59）初级阅
读是基本的阅读方法。但仅掌握初级阅读并不意味着学会了阅读。因为当阅读对象中含有不知道的内
容时，读者只能束手无策。所以无论如何，掌握次级阅读是必需的。但教授次级阅读却非常困难，可
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未曾成功过。评论：次级阅读要靠增加生活经历将阅读资料变为初级阅读，或者通
过扩大阅读量来将次级阅读变为初级阅读。各类书都能激发自己的好奇心时，就算学会次级阅读了。
（4）日本学校的阅读教育（P59）日本的学校早早地就放弃了次级阅读。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初级阅读
和次级阅读均能读懂的物语、文学作品。这些杜撰故事所描绘的虽然是未知世界，但由于采用了日常
的描写方法，所以即使是初级阅读，学生也能读懂一些。也就是说，物语、文学作品起着连接初级阅
读和次级阅读的桥梁作用。（5）古人的阅读教育（P60）教五六岁的小孩子读“巧言令色，鲜仁”等
古汉语。这就好比把尚不会游泳的孩子扔进大海，在现代人盾来是不近情理的。但古人中懂得次级阅
读的人的比例，要比现代人高得多。在欧洲，人们利用拉丁语教授次级阅读。（6）乱读的入门教材
（P64）乱读可用报纸、杂志做开端。相比之下，报纸的内容更杂，更适合做乱读的入门教材。
7.serendipity（an aptitude for making desirable discoveries by accident.Horace Walpole so named a faculty
possessed by the heroes of a fairy tale called 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
（1）serendipity内涵（P67）获得意外新发现的才能，尤其用于科学领域因失败而意外获得重大发现的
情况。（2）乱读的新意义（P76）乱读一般被认作不佳，须尽力避免。但serendipity只有在乱读时才可
能发生，承认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如此一来，人文类领域也定能诞生serendipity。
8.乱读与灵感
（1）作者的经历（P80）离开校园后，我花费了十年时间才做到按自己的独立思考来出试题，才变为
凭借自己的思考，而非依靠外借而来的思想写书、写论文。（2）创意思维之难（P80）虽然我心中认
定，不具独创性的论文不能被称为论文，但没有任何一本书告诉我，如何才能产生创意思维。（3）
独创性课题的来源（P80-81）独创性的课题仅靠大脑思考是无法想出的，它会在生活中不经意地出现
。仅坐在桌前思考远远不够，日常生活中时刻不忘用心思考，才能想出独创性的课题。（4）为什么
零散的单词在组成句子后能产生通顺的句意呢（P81）原本零乱的单词通过移动结合形成流畅的句意
，与电影胶卷的放映有相似之处。（5）偶然创造VS刻意模仿（P86）语言的形象、发音、余韵等残像
可以通过偶然的阅读来获得。如果只沉浸在狭隘的专业书籍阅读中，我们的大脑会不知不觉地丧失活
力，缺乏创意，倾向于模仿。与之相比，抱着随意的心情来浏览的书中，多隐藏着意外的想法、启示
。（6）语速快与慢（P87）精读者有时不擅长会话。因为口语拥有一定的语速。据说，越擅长理性会
话的人语速越快。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语速缓慢的语言虽然在表达情感上有优势，但在思考新
问题和培养原创思维上却存在困难。（7）写作、口语与阅读（P87）写成文字的语言，节奏一般比口
语缓慢。但阅读速度通常可以比口语更快。（8）本书的观点（P88）积极的乱读能大大提升读者获得
意外新发现的能力，这是传统阅读方式难以实现的。（9）作者的乱读经历（P91）我总不愿放下借来
的书。即使等电车时，也要读上几行。晚上必定阅读到深夜。其他事情都放置不理，只一心一意地阅
读外文书。每周大概读上三本，正所谓乱读。（10）作者学英语（P112-113）在整天都不用外出的时
候，我便从早晨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一直阅读英语书。我的阅读速度逐渐提高了。有时一小时能
读15页左右。这样一来，200页左右的书，两天就能读完。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四五年。
9.编辑
（1）编辑的难题（P104）读者到底在何处？有着怎样的期望？如何才能编辑出畅销的杂志？（2）编
辑力（二次创造论，P105）一次创造是创作原稿，但很多时候，仅有这一步的努力，尚不能成为读者
想看的杂志。于是，就需要二次创造。对原稿进行恰当加工，使之产生出一次创造时不具备的价值。
评价：菜单是一次创造，作菜是二次创造。
（3）二次创造的例子——演员（P106）如果将演员视作一次创造，那么导演的作用就是二次创造。
（4）二次创造的例子——棒球（P106）球员的活动是一次创造，教练的工作是二次创造。（5）二次
创造的例子——交响乐团（P106）由于演奏者人数众多，所以负责二次创造的指挥家从一开始便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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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于演奏者的评价。评论：德鲁克曾用交响乐来讲管理，需要看他们的书把这些隐喻找出来。

10.关联孕含发现
（1）人与人之间的关联（P107）知悉毫无关联、相距甚远的其他领域人们的想法，能让人产生意想不
到的新创意。（2）语言的关联（P115）点与点之间通过语言的接收者来连接。就其分布来讲，并非枯
燥的直线形，而是蜿蜒飞散。未把握上下文（文章前后关系）的接收者，无法解读点与点间的关联，
自然也无法理解语言的意义，或是将意义理解错误。
11.经典
（1）经典不只由作者决定（P126）经典作品并非由作者一人孕育，而是由后世读者的接受所成就。评
论：很多作品作者并不认可，却成为经典；很多作者认可，但是却成不了经典；经典还需要有人再发
现才能成为经典。
（2）作者自评有偏畸（P128）或许觉得写得不错，或许觉得是失败之作。但作者的自评往往有失偏颇
。由于无法站在客观立场上，作者很难做出客观自评，也很难挣脱自我臆想的束缚。（3）书评也很
难评判经典（P129）书评是来自第三方的评价。尽管客观性远胜于作者的自评，但很多时候离充分的
客观尚有一定距离。同一时代的书评，大多会在下一时代到来之前便消失踪影。（4）距离近才容易
判断失误（P129）距离太近，反而不利于准确地认清事物。以为越近越能了解事物，只不过是人们的
一种普遍臆想。自以为自己最了解自己，殊不知自己才是最不了解自己的那个人。以为距离近便可充
分了解事物，但其实无法认清事物本质。（5）30年知识风土才可以淘出经典（P130）虽然创作出作品
的是作者，但确定作品价值及历史评价是在创作完成的30年之后。作品诞生不足30年，无法成为经典
。
12.电脑与人类的发展
（1）电脑的冲击（P134）就识字能力来讲，电脑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类。无论阅读多少书籍，人
类的识字能力也无法与电脑媲美。这是不争的事实。（2）聊天是人类的优势（P134）现在，电脑无法
做到的恐怕就只剩聊天了。这里所说的聊天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简单地与人对话，而是数人一起的
畅聊。P137如果能五六人聚在一起聊天，多元化的交流将成为可能，人类的最高智慧也可能显现。相
比之下，无论聚集多少台电脑，也无法让它们相互聊天。（3）月光社与工业革命（P134）18世纪的英
国有一个名为月光社（Lunar Society）的聊天会。其名称来源于十名左右的成员会在每个月圆之夜举行
聚会。（4）哈佛大学学术聊天会（P135）进入20世纪，美国哈佛大学也在校长号召下，成立了学术性
聊天会，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提高了哈佛大学的声誉。该聊天会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似乎就在于它
不是研究会，而是杂谈会。评论：历史上的沙龙需要研究一下，米塞斯研讨会、维也纳研讨会。
（5）聊天是人类优势的原因（P135）人类最初的语言，并非以读写的形式存在。而是从说话开始。评
论：有一本书《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讲了这个问题，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很多是人口口相传，包
括中国的论语也是这样，文字就是起了一个保存的作用，并且这种保存还很可能变形了。按王阳明的
说法，文字的出现可能恰恰破坏了知行合一的逻辑，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字本身，而不是文字中的
道理，尤其是去实践其中的道理。中国人的聊天可能是赛诗会，有可能是唐诗宋词兴起的原因。
（6）杂谈（P138）目睹文字语言被电脑逐渐侵蚀，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生路就在口语。这里所说的口
语并非自言自语，也非二人间的会话，而是数人在一起的愉快欢谈。谈笑风生间，新的创意可能会突
然闪现。杂谈才是最有希望的大脑训练法。（7）耳朵智慧要高于文字智慧（P139）中国人似乎从远古
开始便已认识到，耳朵比眼睛更能孕育出高度的智慧。正如汉语的“聪明”一词，聪为耳之贤，明为
目之贤。二者的顺序是聪在上，也就是耳朵在上。
13.作者的杂学杂谈会
（1）形式（P140）三人都有工作在身，所以每月选一个周日，以各自家中为会场，轮流聚会。最初定
在早晨十点开始，吃完午餐后继续聊天，直到傍晚结束。但由于聊得太过愉快，经常连时间也忘记。
吃完晚餐后，还常常一直畅聊到九点。不过，由于特别有趣，倒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2）坚持时
间（P140）随意开始的“三人会”，成为我的心灵支柱，一直持续了近40年。成员中的一人缺席后，
活力锐减，另一人去世后，便正式终结。（3）能够持续的原因（P141）由于三人专业各不相同，完全
不必担心产生无聊的竞争意识。大家都能悠然自得、自由自在地畅所欲言。进展顺利时，还会迸发出
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新创意。
14.忘却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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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喻（P147）如果将知识比作食物，那么忘却就相当于消化、排泄。（2）快速眼动睡眠中的自
然忘却（P148）通常，人在每晚的睡眠中会出现数次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大脑会甄别有用的信息和
知识，废弃、忘却目前不需要的信息和知识。这就好比大脑在扔垃圾。我们早晨醒来时，大多感觉精
神清爽，就是因为扔完垃圾后，大脑非常干净整洁。（3）忘却事关生存（P149）如果一点儿都做不到
忘却，人类应该无法生存。评论：课间休息就是为了忘掉上节课的知识，为下节课吸收知识腾地方。
（4）忘却的功能（P152）忘却可以通过进一步净化大脑、改善大脑功能，发挥出胜过记忆的功效。知
识能让人类更聪明，但忘却能让思维更活跃。这是知识所不及的。（5）新式忘却——创造性忘却（
记忆新陈代谢、进化，P154）记忆不会一成不变，而会在忘却的作用下发生改变。之后，未能忘却的
部分将实现再生。再生后的记忆不久后会再次接受忘却的筛选，并再次发生改变。（6）记忆美化
（P155）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有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被忘却。每一次忘却都伴随着美化。评论：故乡
、老歌、曾经看过的第一次电视剧、曾经第一次吃的方便面，都是那么美好。
P157美好回忆源于记忆与忘却的共同创造。（7）忘却是在进行创造（P156-157）记忆的原则是保持原
形，从中孕育出新事物的可能性小。添加忘却的力量后，记忆会发生扬弃、变化，有时甚至会消逝。
但深刻的记忆将经受住忘却的考验，获得重生。此时，记忆不再保持原形，而是会在忘却力的作用下
发生创造性的变化。
15.散步
（1）古希腊（P160）那就是在古希腊，做学问的人们不是坐在桌前读书，而是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
学。（2）蒙田（P160）我若坐着不动，思想便处于沉睡状态。（3）散步可以改善大脑功能（P161）
每当遇到进展不顺的事情时，我都会散步。忘记在哪里看过一句拉丁语“散步能解决一切”。（4）
散步利于创意产生（P164）外出散步时，我会带上便笺纸和钢笔或铅笔。谁也无法预测新的创意会在
何时出现。突然间涌现的创意，如不当场记录，转瞬就会消逝。一旦消失，很多时候无论怎么回想，
也无法让其重现踪影。评价：聊天、忘却、、早晨、散步都和乱读术有关联，聊天是整理乱读的东西
；忘却是使记忆进化的更好；早晨正是将该记的记住、该忘的忘掉的时候；散步则是使乱读的东西自
我涌现出创意。
（5）散步的感受（P165）走出一段距离后，这样的杂念将如浮云般消散。30分钟后，大脑将进入活跃
状态。此时，以前曾经思考却未能解决的问题会偶然浮现，并呈现出一种有趣的状态。（6）散步比
读书更利于思考（P166）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有效方法。但遗憾的是，能培养思考能力的书籍凤毛麟
角。要想使思考力得到培养，还是要靠散步。
16.早晨
（1）朝廷（P170）在古代中国，君主处理天下政事的机关，是从早晨日出时开始办公的。“朝廷”之
名由此而来。（2）英语中to-day（day表示中午）、to-night（晚上）、to-morrow（morrow表示早晨，
词义为明天）。这可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古人的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乱读术》指出日语中也有这
种现象（P172-173）。

2、《乱读术》的笔记-全

         P24. 阅读需要有心的读者，也就是出于自我责任来阅读的人。能做价值判断的人。思想上的自由
人。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P40.成为博学之人后，便会弱化思考，将显摆知识误解为在进行思维活动。
P60. 在欧洲，人们利用拉丁语教授次级阅读。东西方如出一辙，值得玩味。（用另一种语言学习不了
解的新东西？）
P92. Q.D.利维斯，《小说与读者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伍尔夫
P96. 他们既非单方面接受的读者，也并非只会赞美作品的读者，而是依据自己的个性对作品添加理解
，哪怕微弱也能给作品的生命力以影响力的创造型读者。（同人？）
P126. 经典作品并非由作者一人孕育，而是由后世读者的接受所成就。
P127. 演说。日本轻视口语的传统根深蒂固，古来无聊天一说，只是互相交换话语。明治时代以前，从
未有人进行过演说⋯⋯
P139.杂谈才是最有希望的大脑训练法。⋯⋯⋯除阅读文字的眼睛的智慧外，还存在耳朵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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