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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前言

201O年4月中旬，我常称之为师长、学长、兄长的王连登通过电子信箱传给我一部他的专著书稿《倾
听人生》。尽管当时正忙于筹办中国首次走进崇高理论研讨会，杂务缠绕，难有大块时间，但还是急
不可耐于夜静更深时面对荧屏认真拜读。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一以贯之的澎湃激情，谋篇布局展示了
他的睿智和勇敢，丰富而生动的内容让我激动、感动：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专著，也是一部极具价值
的专著，还是一部奇特的专著。遂欣然遵命写序。之后连同书稿交给了人民出版社。    说其奇特，是
因为该专著集自传、学术、诗歌为一体，取章回(小说)命题、诗歌冠首、论文剖析等特点，形成了独
特的自身风格。即以作者本人人生重要履历为载体，展示以理论、感悟和事实论证“倾听”这一学术
命题的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倾听”是一门学问，是一门科学。因此，就不能简单
地把这部大著归于自传(回忆录)或理论专著或随笔、报告文学等单项载体里，而是集多种文体的特点
于一身的专著。既有自传(回忆录)的真实，又有小说的生动(故事)，也有随笔的洒脱和诗歌的浪漫，
还有学术论文的严谨与论证。由此，怎能不说它奇特呢？    说其极具价值，是指作者在实践中创造了
“倾听学”，并又用于指导实践而屡屡获得成功，进而证实“倾听是法宝，精力能聚焦，智慧自涌流
，才华能飞跃”(连登书中语，下引号内同)。尤其是作者的亲历、亲为、亲悟，让人们不能不相信“
倾听是法宝”。请看：“中学时代练倾听，刻苦磨练专又红”；“红色帽徽红领章，倾听插上金翅膀
”；“倾听中央召唤，《烈士传记》编成”；“高法院内善倾听，事业心神俱仙境”⋯⋯以至后来的
“探索智慧奥秘，研究倾听发展”，终于掌握了倾听的特点，找到了倾听的规律，开发出倾听的品格
，总结出30句的长诗“倾听乐”，形成了前无古人的“倾听学”，并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有史以来的
第一个“倾听协会”。自编教材，亲自授课，书赠倾听条幅，传授倾听秘诀，千方百计推广“倾听”
。以至有人称赞他是“当代武训”，孩子们喊他“倾听爷爷”。    辛勤的汗水必然结出丰硕的智慧果
实。在倾听协会十几年的教育中，仅在“倾听爷爷”直接授课的十余名学生里，就有一名学生到加拿
大留学，获得博士学位；4名考上了大学本科，5名考上了重点中学，一名学生成了三好学生、优秀足
球队员等等，这些该书中都有论述。更有众多的倾听受益者，以自己的成功实践，写成体会文章，充
实在该书之中。其价值不显而易见、撼人心魄吗？    因此我说：这部书是成才成功的指导书，是做人
做事的教科书，是“非驴非马”的奇特书。书中跳动着一颗忠国爱民的党员之心、无私奉献的军人之
心、勇攀高峰的志士之心、助人为乐的善人之心。十年前我曾写过关于他的一篇文章：《一流与他同
行》，此刻则想写：《倾听人生》锻铸人生，一流伴他终生！    是为序。    2010年4月26日零时一稿   
2012年10月10日10时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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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内容概要

《倾听人生》集自传、学术、诗歌为一体，取章回(小说)命题、诗歌冠首、论文剖析等特点，形成了
独特的自身风格。即以作者本人人生重要履历为载体，展示以理论、感悟和事实论证“倾听”这一学
术命题的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倾听”是一门学问，是一门科学。王连登编著的《
倾听人生》还记述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办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倾听协会”培育出诸多人才的历程，以
及众多倾听受益者的成功体会。是成才成功的指导书，是做人做事的教科书，是一部奇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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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作者简介

王连登，男，山东省滕州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历任解放军连队指导员，秘书科长，
副政治委员，《革命烈士传》编委会秘书长，全国老龄委宣教室主任，中国老年杂志社、中国老年报
副总编，社长，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长，升平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董事长，倾听协会
会长。    参与组织编辑出版大型系列丛书《革命烈士传》，编辑出版《老年生活知识百科全书》等系
列丛书十余册，《中国历代才女大全》等书。    中学时代关注注意力问题的研究，首创用倾听表述集
中注意力，并身体力行，取得神奇成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从此专心钻研倾听艺术，用倾听做人
做事，聪明才智长足发展。通过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倾听协会会员成长进步的突出成绩写成《倾听
人生》，深刻阐述倾听是一门科学，是培养造就英才的法宝，填补了我国没有倾听专著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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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书籍目录

一部奇特的专著(序言)写在前边的话第一章  天资聪明人人夸不知原由乱归纳  第一节  七岁拜师启蒙教
授三遍成诵  第二节  旁听“四书五经”  不教也能背诵  第三节  论说倒垂柳树惊呆出题先生  第四节  洋
学堂里显能考试成绩头名  第五节  “除夕”作文生动老师眼泪纵横第二章  目不转睛专心听连续越级考
初中  第一节  解放区的天空胜利红旗飘扬  第二节  老道人受感动力荐老师看重  第三节  老师品德高尚
慷慨赠粮度荒  第四节  学习成绩出众偷偷考上中学第三章  偶识无形大法宝金榜题名上北京  第一节  利
用天赋资源恰当定名倾听  第二节  倾听口诀形成实践证明管用  第三节  采用日记办法落实倾听口诀  第
四节  倾听“顺畅”、“别扭”取决主观能动  第五节  一双迷人眼睛倾听联到总理  第六节  抑制青春情
思倾听要求静心  第七节  倾听全面发展德、智、体、美争先  第八节  课外活动倾听训练方法不同  第九
节  金榜题名高兴领悟倾听神通第四章  人民大学乐倾听刻苦磨练专又红  第一节  倾听书记谈话牢记党
的关怀  第二节  倾听眼神看人致使讲师发窘  第三节  感情不过界限倾听不能放松  第四节  死啃“马列
原著”倾听经典教育  第五节  倾听吴老教诲刻苦磨练思想  第六节  倾听群众呼声深感中央英明  第七节 
倾听拓宽思路更加热爱主席  第八节  倾听陈毅讲话知识分子定性第五章  解放军里用倾听成绩卓著越级
升  第一节  挑选到了部队倾听引起重视  第二节  倾听部队急需快捷满足要求  第三节  组织学习小组倾
听主席教导  第四节  崇拜倾听楷模钻研倾听艺术  第五节  下放连队当兵倾听战士呼声  第六节  倾听战
士批评甩掉后进帽子  第七节  倾听“五七”指示全面建设连队  第八节  新兵入伍一课烈士碑前倾听  第
九节  倾听哲学原理指导安全行车  第十节  倾听主席指示平反冤假错案  第十一节  倾听锻炼成才一路顺
风高升第六章  倾听中央新指示青史永垂先烈名  第一节  倾听中央召唤愿为先烈立传  第二节  倾听王老
意见请求党费支援  第三节  拟定采访计划倾听中央安排  第四节  倾听事迹介绍引起强烈反响第七章  倾
听做事路路通用到哪里哪里灵  第一节  倾听求知呼声支持老年大学  第二节  倾听传统美德开展两奖表
彰  第三节  倾听二李心愿推动老有所为  第四节  倾听台湾要求促进两岸联谊  第五节  倾听院长讲话成
为良师益友  第六节  倾听基层诉求法院公告归口第八章  宣传倾听兴趣浓反响强烈乐无穷  第一节  初试
倾听灵验圆了考重点梦  第二节  成立“倾听协会”  大有希望会员  第三节  倾听协会才女留学美国争雄 
第四节  献礼母校倾听雏凤展翅高飞  第五节  餐桌讲解倾听一位博士诞生  第六节  时宇爱上倾听高考金
榜题名  第七节  领悟倾听神奇创作书画受益  第八节  书赠倾听创新授者震撼感动  第九节  金榜题名法
宝倾听刻骨铭心  第十节  倾听造就英才一流与他同行  第十一节  王连登爱倾听赤心情真理正  第十二节 
故交源自情真无私传授倾听  第十三节  首次接触倾听决心照办执行第九章  入门倾听见宝山  美不胜收
神奇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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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章节摘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枪炮声中，我出生在鲁西南的一个贫穷的农村里，
迎接我的，是无情的战乱和灾荒。    在这灾荒的年月里，祸事接踵而来。我6岁丧父，母亲整日哭泣，
我在饥饿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我母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但也并不希望我有太大的学问，只希
望我能认识如“人”、“大”、“天”之类的几个字而已。我们那里把认识几个喇叭腿字的人叫做“
识字的先生”，说明你不是睁眼瞎，是个有文化的人。7岁那年，我母亲就带我去求本家族二大爷教
我认字。我二大爷读过《论语》、《孟子》，在我们村里也算是个“文化人”，叫先生。我母亲领着
我去见先生，见面就磕头，叫“拜师”。我记得二大爷大模大样，像真有学问一样，穿了一件补了补
丁的旧衣服，坐在一把旧“八仙椅子”上。我给他磕头，他说了声：“起来吧！以后你就是我收的‘
小学蒙’，我说什么，你必须听什么，不许调皮。”我说了声“是”。就这样我就成了二大爷教的“
小学蒙”，接受启蒙教育。    开学第一天，到二大爷家里去上课。课堂就设在他家的正堂屋。只有两
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比我大一岁的二大爷的二儿子，我叫他二哥。    二大爷仍然坐在八仙椅子
上，拿一本《百家姓》给我，就开始闭着眼高声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
褚、魏、蒋、沈、韩、杨⋯⋯。”一百个字一会就背诵完了，接着又来了一遍。我看他摇头闭眼、拉
长腔的样子，噗嗤笑了。二大爷看了我一眼，很不高兴。接着又来了一遍，问：“听明白了吗？”二
哥没吭声，我大声说：“明白了”。二大爷说：“明白就背，一会我来检查。”说完就走到旁边一个
小作坊，干活去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二哥两个人，他看我，我看他，不知如何是好。回忆二大爷朗
诵过的内容，还是很顺口、很好背的。我就出去撒尿。二大爷在旁边作坊里瞧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过了两个时辰，二大爷进屋来了，问我们：“学会了吗？”二哥仍然没吭气。我十分自信地说：“会
了！”二大爷说：“背给我听。”我说：“行。”二大爷看我很有把握，就让我开始背。我学着二大
爷刚才教我们背诵的样子，开始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一口气背
到“司徒司空百家姓终。”二大爷很吃惊，叫我转回脸来，说：“你光会背，认得书上的字吗？”我
一怔，心想：“你没教我，怎能认得。”于是说：“您教我吧。”他就打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的
教我：“这是赵，这是李，这个是王⋯⋯”，他并不挨着教，是隔着教，教完就又出去干活去了。过
了不多会，又回来了，问我认得书上的字了吗？我说：“认得。”“你念念我听听。”我就按他教我
背诵的顺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个挨着一个指着念出声来。    二大爷莫名其妙地说：“这
些我没教你，你怎么也认得？”我说：“您不是这么背诵的吗，我按您背诵的一个一个猜着念的。”
二大爷看看我，半天没说话，就宣布放学了。    第二天去二大爷家上学，在去他家的路上，有几个老
头在街上靠墙晒太阳聊天，就听有人说：“这小子聪明，教书先生教他三遍，他就能背诵了。”还有
人说：“人家过目成诵，他听书成诵，这孩子托生的时候可能没喝过‘迷魂汤’，将来准错不了。”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高兴，见了二大爷，也觉得他很可爱，当面不夸奖我，背后却说我的好话
，不然街上那些人怎么会知道呢。    二大爷不再教百家姓了，拿了一本《三字经》摇头晃脑地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我问二大爷：“什么是‘习相远’？”二大爷说：“就是
我们睡觉的草席，离你远了。”    我又问：“什么是‘教之道，贵以专’？”二大爷说：“就是我教
你念书，你不会，让你跪在砖上。”心想还是二大爷有学问，他说的话从来没听别人说过。    有一天
，二大爷讲完课后，让我和二哥跟着他到野地里温习。二大爷去南坡地里挖沟取土，让我们跟着他去
，这样就把课堂搬到了野外田地里。村里许多人跑来看热闹，看我们怎样学习。有一个姓金的四哥
，30岁出头，也是我们村的“文化人”，他看我跑到田头去撒尿，就对我说：“听说你很聪明，教你
三遍就会背《百家姓》，我教几句新百家姓，走十步远你能背吗？”我说：“没问题，你说吧！”他
教我说：“赵钱孙李，跑到洲里，打个兔子，揣到腰里，掏出来看看，先生的兄弟。你从这里走回去
，背给你二大爷听听，他还会夸奖你。”    我走到原位，二大爷问我：“金四哥给你讲了什么？”我
说他教我几句新的百家姓，让我走十步远背给你听。”    “什么新百家姓？你说说我听听。”我就郑
重其事地背了：“赵钱孙李，跑到洲里，打个兔子，揣到腰里，掏出来看看，先生的兄弟。”    二大
爷生气了，骂我：“傻小子，金四哥是给你开玩笑的，耍猴玩的！”    二大爷经常去赶集买东西，他
一走我们就没人管，算是放了假，但是不准跑回家，照样坐在“课堂”里温书。我坐不住，总想跑到
街上玩，被二大娘告了一状。二大爷赶集回来，见了我，脸色就变了。一天，他在作坊里干活，让我
们温书，他看见我一会去一趟厕所，二大爷生气了，跟在我后面，看我能撒多少尿，我听到动静，回
头一看是二大爷，再也尿不出来了，之后便被二大爷狠狠揍了一顿。我哭着告诉娘，说什么也不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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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学了，娘心疼孩子也不忍心让我去，从此就脱离了二大爷，转到金四哥办的私塾，继续念书。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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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人生》

后记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倾听人生》呢？《写在前边的话》中说的明白，主要是想引导读者认识和运用注
意力这个天赋资源。讲评细点有四条理由：    第一是因为我第一个把高度集中注意力定名为倾听。学
生时代苦练倾听，天天集中注意力专心听讲，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体现
了人生的价值，开创了倾听成才的途径。    第二是传播倾听遇知音。他们走我的路，刻苦倾听，学有
所成，建议我写一本倾听专著，广泛宣传倾听，造福子孙后代，为振兴教育、培育精英人才作贡献。 
  第三是受老教师座谈会的启发。倾听是一门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应该形成专论，占有恰当的学术
地位。    说到倾听，据我看到的资料，用这个词汇的有美国人卡耐基、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法国的
一位传记作家。他们只是从概念上提及到倾听，并没有展开论述倾听。我目前这种写法是把倾听人格
化，试图让读者知道关于倾听的由来、倾听的内容、倾听的意义、倾听的作用、倾听的理论依据、倾
听的未来发展等等。    第四是接受朋友们的再三劝说，把自己摆进去，写一本内容真实、生动的个人
经历和体会给后人留下一份精神财富。    本书写成后，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的诚挚好友、著名军旅
作家、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院长——贺茂之将军读了以后，认为是一部奇特的专著，力主出版，并写
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毫不夸张地说，这本小册子能够问世完全归功于贺茂之将军的热情鼓励和真
诚帮助。    我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不会使用电脑等现代化手段写书。开始得力于凌桂华女士，她是
一位退休职工，为了帮助我打字，现学电脑操作，自己打的速度慢，就回家让她儿子帮忙，现在她已
能很熟练运用电脑打字了。    在改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还得力于一位村官金莹莹的帮助。她是学习艺
术设计的大学毕业生，不光帮助我录入、打印，还帮助我设计版式，并提出美化本书的各种建议。说
实在的，没有她们的帮助，我是很难写成这本书的。    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对倾听认识和体会的魏星
、刘文轩、任可、张旭光、刘时宇、金民、金彪等好友。    王连登    2012年6月1日

Page 8



《倾听人生》

编辑推荐

王连登编著的《倾听人生》集自传、学术、诗歌为一体，取章回(小说)命题、诗歌冠首、论文剖析等
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自身风格。即以作者本人人生重要履历为载体，展示以理论、感悟和事实论证“
倾听”这一学术命题的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倾听”是一门学问，是一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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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介绍学习、做事秘诀的书籍，将自传、诗歌、传道融为一体，写得不错。王先生聪明、
正统、正派，他说将的倾听就是专注，“上课时，坐端正，睁大眼，认真听，看老师，记内容，排杂
念，靠自觉”。他专注于学业，错过了不少美女，不也可惜？听人讲话，瞪着大眼看人，记住别人说
的每一句话，看得有的老师都怕了他，不也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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