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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有一部分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重复，但总体质量依然很高。
2、速读佳品
3、从学读书到学做人都是榜样和典范。
4、2016.03.11-2016.03.16  纸质书。跳读的，书中有一些观点已经不适合现在的青年人，但关于读书、
美学等文章很有阅读和笔记的价值。
5、    先不论选文质量如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出版的这本书，竟然把文史大家顾颉刚的头像
用于书名为《朱光潜读书与做人》封面。就其态度，实为出版社之重大失误。 
    至于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搜索朱光潜先生的头像时，直接百度图片，而未经细致地审核。
6、前六篇讲如何读书，我看的比较仔细，其中第二四六篇尤其有启发，值得再看。后面略看了一下
，说理清晰透彻，文字也平易近人，当下很少看到写杂文写的这么好的了。
7、读书部分一些方法建议很不错。至于谈做人，可能因为受众缘故，浅了些。
8、无论内容如何，但看封面印着顾颉刚的头像就最多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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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039】朱光潜谈读书2016-03-12朱光潜是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读过
他的几本书，他能够讲理论读物写的深入浅出，幽默实在，尤其适合青年人在美学上寻找方向。他的
《谈文学》《谈美书简》对提高写作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有很大帮助。《谈读书》分上下两篇，是文
集中收录的朱老相隔十几年写给青年人的两封信，他在信中将自己对读书看法和读书的方法介绍给青
年人，希望他们能多读书。首先朱光潜提醒大家，课业紧并不能作为不读书的理由，是否读书不是有
没有时间的问题，是有没有决心的问题。我们也常说没空读书，很多人一年也读不了一本，总说自己
没时间。可是扪心自问，一天当中真的抽不出半小时的时间来吗，如果说抽不出来的话，打开你的手
机看看自己的APP，有多少是用来杀时间的呢。我每天坐车上下班的时候，看到车上的大部分人都是
低着头看手机的，屏幕上大都是消消乐之类的游戏，并不是说不能玩游戏，如果把玩手机游戏的时间
拿出来看书，一天读三页一月读一百页，一年也可以读四五本书了。所以只是你没有下决心读书并不
是没时间。看多少书不重要，什么时候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养成读书的习惯。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嗜好，因为总需要在闲暇时寄托心神，这种嗜好可以是抽烟、打牌，也可以是读书。养
成一种思维方式，无事可做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抓起一本书来读，这才是养成了习惯。读书和学习并不
是完全一致的，学习是在特定的时期的一种刚需，有时是为了工作能力提升，有时是为了应付考试。
读书呢，是一种主观需求，读书是因为爱读想读，即使读了没用也是欢喜的。读书的习惯最好在年轻
的时候养成，生活中有许多老人眼花耳鸣八十多岁仍然每天专门抽出时间坐在桌前，戴着花镜手执放
大镜一字一字的阅读书籍，每天做笔记。问问这些人就知道，是年轻时养成的读书习惯，一日不读食
之无味。年轻的时候对事物敏感度高，好奇热情，随着岁数增长这种兴味的敏锐力就越迟钝，越不容
易对读书这种貌似枯燥的事物感兴趣了。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如
何选书至关重要。每个人要读的书因喜好和层次会有大相同，但什么书不要读是很好区分出来的。原
本就精力有限，再将时间花在没有价值的书上，更是损失。尽量不读新书，许多当下流行的书只是为
了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朱光潜说，什么事都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你能
学时髦，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第二种不必读
的书是谈书的书，像文学大纲、书评杂志之类的是不值得读第二遍的。唯有大学者治学的真切的知识
才值得多读，读千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真正值得读的书，读起来
要讲究方法。读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
书；与其十部书泛读一遍，不如取一部精读十遍。将书读的彻底，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可以只着重
某一个方面。以小说举例，第一次看故事结构，如何发展如何起承转合，第二次看人物描写，不同的
人的特点和重点描写方向，第三次看人物与故事的穿插，对话、社会背景、人生态度在故事中的表达
。这样几遍看下来，虽然看的是同一本，但收获的并不是同一本，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悟。有中心读
书要有中心才能有系统。读书要维持兴趣，但不能全凭一时的兴趣，每一个领域都在表面泛滥了解，
容易形成“老司机”的知识面，什么都懂一点。有了中心，就可以在读书时注重深入钻研，一个学科
读得多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还能讲诸家的意见广泛摄取，以供自己权衡去取，不听信一家之言。读书
时可以按主题来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对自己进行阅读训练，这样连难啃的书也能咬紧牙关去读，时
间久了也能啃出滋味来。记笔记记忆力有限度，要把读过的书都存在脑子中是不可能的，如果读过即
忘那跟没读毫无区别。读书时，可以将书读两遍，第一遍快读了解全篇大旨与特色并判定值不值得读
第二遍，将需着重读的地方标注。第二遍的时候要慢读，笔记书的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做好能将读书
的感想和自己的意见写下来。记笔记不光能够增强记忆，还可以刺激思考，将书中的内容与自己的思
想进行碰撞，形成新的火花。如果一个人抱着做学问的志愿，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更是一种训练，
一种准备。当然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读书变成爱好和乐事，也可不必逼迫自己，不要被吓到，只养
成读书的习惯也是很好的事情。
2、这本书是在单位图书室借来的，一周不到读完，书中文章挑着自己感兴趣有用的细读，无味的就
跳过了。以前很少这样读书，都要将书上每一页每一字看进脑中，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往往停留很久毫
无进展。这段时间我有些书是没有到合适的时间，看了也不会有大收获感触很深。像是以前上小学、
初中时的课文，现在翻出来读一读，篇篇都是好文，但是那时候感受不到。还有像哲学类的书，以前
姨夫推荐我读的总也读不下去，感到枯燥无味，现在再拿起来似乎能略微入味一点了。有些书不是不
爱读，是还没到时候。关于这本《朱光潜读书与做人》该是编辑将朱老的文章汇总成集出版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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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还有《沈从文读书与做人》《傅雷读书与做人》《巴金读书与做人》《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这类书不能说非常只好，因为是文集，就像是把一个人的博客文章挑选几篇出来做成册子，写得好但
是不成体系，文章与文章之间联系不紧密，时间也不是连贯的，无法获得朱老说“真正的书”的价值
。这些都是二手的“谈书的书”，这样的文集像是如今的公众号，把读到的内容经过自己的深度理解
过滤后提取要点推送给订阅者。这些文章，确实是更加快速便捷，不需要自己花费时间就可以获取知
识，但这种碎片阅读方式很难激发深度思考，读过了知道了，就过去了。像自来水一样流过来又流走
，不如自己挖井得来的珍惜。书中的前两篇文章《谈读书》谈的特别好，我反复读了几遍，迫不及待
的写读书笔记。好的文章是可以带给读者这样的冲动，必须要把收获记录下来，分享出去才痛快。写
作是好的方法，整理思路的同时把自己的观点和获得的观点杂糅到一起从而形成新的体系。还有一种
方法是交流，讲到交流感受我总会想到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两位经常比着看书，看相同的书，读完还
要相互交流思想。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我能想到最好最羡慕的，爱人、知己、学友并存，交流是感情的
基础，越多的交流才能让感情越牢固。至于我，如果在看过一部电影，读过一本书之后能找到一个人
相互交流感受，会有中奖一样的兴奋。但这种时刻毕竟是少数，只好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有了表达
才能纾解。书中我较感兴趣的还有《我与文学》，短短一篇文章像是朱光潜对自己误入文学研究学科
的诉苦，因为小时候对“研究文学”的误解走上文学道路，以为会是简单的哼哼拾念念文章，没想到
也要做许多枯燥辛苦的工作。幽默的朱老说，早知道是这样不如当初学得一件手艺，自食其力的好。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朱光潜说，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
作一首诗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学
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
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
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我
们不能把诗从读文书中孤立出去，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做好能从读诗开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
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而不只是看故事。诗的好不在于说出来什么，而在于没说出来的意境。
好的文章应该是简单平凡的故事，隽永的情趣，看起来写的简朴容易，但秒在简单背后的诗意趣味，
不是读作者给了我们好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读完后赠给自己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尝自道经验说：
“诗起沉静中所回味得来的情绪。”好的文学在回味，尤其是经典佳作会让人陷入回味、重读、再回
味的循环中。感受是能入，回味是能出。能入是主观的，热烈的；回味是客观的、冷静的。朱老谈怎
样学习文学，能感受文学之美的人要是敏感的。一种是对于人生世相的敏感。事事物物的哀乐可以变
成自己的哀乐，事事物物的奥妙可以变成自己的奥妙。“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有了这种境界，
自然也就有同情，就有想象，就有彻悟。其次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语言文字是流通到光滑污滥的
货币，可是每个字在每一个地位有它的特殊价值，丝毫增损不得，丝毫搬动不得。朱老还劝青年人要
珍惜时间，说的话让我笑出了声，能想象到他一边摇头皱眉，缓缓道出。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
，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本好像是过来人对青年人的说
教书，他写的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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