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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内容概要

能夠讀大學的人多，但懂得怎樣讀書的人卻只佔小數；讀書是在資訊世紀，謀生的必備條件。作者以
輕鬆幽默的筆觸，記述他求知的經歷和多年的讀書心得，教你突破舊日讀書不好的桎梏。
本書第一篇文章“一生學習、一世穩妥”中，指出我們確實需要更多的學識來應付生活的挑戰，讀書
就是迎接挑戰的最佳裝備了。另加兩篇由大學講師執筆討論互聯網 的文章，分享透過現代媒體做學問
的經驗，和書末附上幾個值得參考的好書目。所以，看過本書後我們會發覺，其實讀書不是那麼難掌
握和枯燥的，它與我們一同成 長，成為人生有趣的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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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作者简介

楊牧谷（Arnold Yeung，1945年－2002年）是一位於香港的華人神學工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
曾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神學，1987年起全時間從事寫作與神學研究，投身於基督教文字工作，亦不時
於世界各地主領專題講座。楊牧谷經常透過不同資訊媒體，根據聖經立場詮釋時事。
1992年冬，楊牧谷證實患有鼻咽癌，一連串痛苦的治療令他對信仰及生命作出更深邃的反省。病癒後
身體的狀況並無影響他的工作，反而令他更積極參與病人的關懷工作。
2001年12月，楊牧谷與妻子到英國度假期間身體突感不適，入院後更陷入昏迷狀態，終於在三星期後
於英國病逝，享年五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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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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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生學習、一生穩妥
2. 好的開始
3. 大學生活
4. 大學門內
5. 四種學習方式
6. 擾人的問題
7. 聽課的藝術——積極的聽
8. 筆記
9. 閱讀與學習
10. 精讀
11. 圖書館
12. 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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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學習外國語言之二——生字卡與朗誦
20. 學習外國語言之三——要命的方法
21. 學習外國語言之四——準備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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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認識試題語言
25. 面試之一——性格與外表
26. 面試之二——試場前後
第二輯：葫蘆論
27. 只有一件事
28. 紀律與伙伴
29. 葫蘆不易畫
30. 葫蘆的纖腰
31. 纖腰以上——知識的誕生
32. 纖腰再上
33. 佈置與格局
第三輯：人去留影
34. 影響我最深的十類書
35. 書呆呢喃話當年
36. 細看成長路
37. 我的正室
38. 遲來的喜樂
39. 劍大圖書館的女人
40. 從自學到入學
41. 專心讀書——寫給基督徒（一）
42. 專心讀書——寫給基督徒（二）
43. 讀書這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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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精彩短评

1、虾米同学力荐的，可我没觉得有那么好呀。
2、Good.
3、读了一半。国内真不是做学术的地方。只可惜我大学毕业后读到。要是大学开始的时候去读的话
。那就好的无比了！不过还不迟，人生路海刚刚走了一段，后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还是喜欢读书，
哈哈
4、对学生，以及刚踏入社会不久的人，帮助比较大
5、翻了一翻 启发：课前预习 20141008
6、非常值得看的一本书！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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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章节试读

1、《讀書這玩意兒》的笔记-第1页

            首先，未做决定前，做足资料搜集，然后才作最后决定。下了决定，永不后悔。这是—种做人
情操，要从小训练起，你会一生受用。我训练孩子也是这样。有时在我家门外等小巴往火车站，久候
车不至，我们可以走到另一屋村坐大巴士。有时走了一半，小巴开到，孩子都有个冲动想回去坐小巴
。我会说：“做了决定就要向前走，永不吃回头草。”孩子现在都明白这个操练有其好处，因好些时
候你拼命走过去，小巴不是开动了不等你，就是已经客满，你也是上不了，决定要走一段路前，我一
定问他们要不要走，决定要走了，我一定会走到下一个大巴上站，没有例外的。
    从小有了这个选择的操练，长大了小儿认识女朋友也不会朝爱夕弃，何况区区一个课程?
    再者，选了一个课程，你就把那段时间分划出来，只作上课用，别的一概免问，包括总统请你吃晚
饭。或是习惯把每日要做的事写在日记本上，上面既填了要上课，任何人的要求也不须考虑。这也是
我好早称之为保罗精神(“我只有一件事”)的标准，一个我奉行一生不渝的标准。
    人遇上四分三的险滩，适宜拿一张纸出来，把余下的四分一工序写出来。若是课程，把余下的课程
列一表，看能否找一些参考书来对它有点认识，有一点认识会增加我们上课的动机；能为每课程写下
一些要向老师发问的问题，就更加强要上课的推动力了。若是写书，列出余下篇幅的纲要，定下成书
的日期，再把纲要分配给每一段可工作的时间，遥远目标立刻变成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可增加你撑
下去的决心。
    最后，好好利用赏赐自己的这个机制，你极少会后悔。我在别处写过，在剑桥写论文是怎样准时在
入剑桥前定下交论文的年、月、日，时(下午六时)之前，把论文稿交给打字小姐。这样按时完成，平
日研究与写作的生涯不用说一定刻苦异常，所以我定下了奖赏自己和妻子的原则。初入剑桥，市内连
中国杂货铺都没一间，我便规定，每完成一章，就夫妇二人下伦敦，一来吃一顿中国餐，二来买一套
英国餐具奖励自己。我们收藏了好多套英国名餐具都是那个时候买给自己的礼物。这些礼物没有叫我
们当时贫穷多一点，因为已经够穷了，却叫今天的我们富有感多了好多。你完全可以考虑用此原则。
若用，记着不要对自己刻薄，买些自己珍重的东西。那么要多珍重才算有效?到自己付款时有点舍不得
的就对了。这会大大增加你要坚持到底的动力。

    自读完中学之后，我就认定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认定这个世界过了晚上八时正，就不会有重要事
情发生。所以除了要讲晚堂道之外，我不会参加夜宴，也不追看晚间电视的连续剧，养成早睡早起的
习惯。
    在进一步说这习惯有多好之前，我知道好多人会非常担心，担心不参加夜宴会得失朋友，我的朋友
全知我有这习惯，他们有夜宴

不管人怎样说你忘祖背宗，尽可能给你的令郎千金多学一两种语言，这比迫他(她)学芭蕾舞或弹琴来
得实际，也许过新年时你不能叫令郎千金用法文给姨妈姑婆“恭喜发财”，但也少了一个机会迫她像
猴子一样来耍戏娱亲，实际之理即在此。

成功的条件
    读书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一不在能否出国，二不在有没有天份，三更不能以他有没有学位来论断
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他能否成功只要问他有没有这种“保罗精神”就够了。他若是没有，有更多学位
你也不必对他哈腰，因为按真正的学术水准来看，他大概也是交白卷的(学位跟学术早就分了家，你不
会不知道吧?)。他若有充沛的“保罗精神”，今天即使仍是光棍一条，你也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因为他有贡献的日子是数得出来的。
    怎样可以“只有一件事”?或者倒过来问：“保罗怎样说到他只有一件事?”首先他说因为认识了基
督而为基督丢弃万事；不丢弃万事就有万事的缠累，结果反而一事无成。看看我们的书架子就知道为
什么觉得读来读去都像起头的那日一样了。上面是不是有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等书籍?就算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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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买的都看过，大概除了给同侪一种“博学多才”的幻影外，自己也知道是“空虚的空虚”吧!“只有一
件事”的意思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只攻一门子的学问，不把它读得叫自己稍为满意就绝不另谋高就，
因为谋了也只是谋得另一个不满而已。
    其次，保罗说他是效法基督的死，他就向世界死了。我们不能专心一事，很可能就是好高骛远，希
望有捷径，能出人头地，这是名利欲的作祟；不向这种欲望死，是很难专心一意的。

    中学二年级时，我开始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晚上床前先为明日的时间及工作做一个计划，放在抽屉
里，到第二天上床前，先把该日时间实际是怎样用法的做一个记录，然后拿这记录跟上一晚做的计划
比较一下，其滋味真是又后悔又痛心，因为它们告诉我：
    (1)理想(计划)与现实(记录)之间隔了多大的距离；
    (2)从记录中知道这距离是怎样形成(譬如说，无节制的闲谈、看了些无谓的杂志或书籍，或根本就
是浑浑噩噩的什么也没有做等)，经过两年多的比较及观察，我认识到：
    (3)自己在使用时间上弱点，不是不单不能专心一事，连那“一事”是什么也懵然不知，于是就立定
心意去研究启示录；还有：
    (4)发现原来男人也是有“经期”困扰的。且听我道来：女人的月事是基于身体内荷尔蒙分泌而引起
的，在那几天内常有情绪不定、脾气反常及无心工作等情形出现；从几年的记录来看，我发现自己每
个月总有—两天(在二十八号左右)是特别无心工作的，当时(一九六六年)自然不知道男人也有荷尔蒙
的分泌周期，只知道自己每月的工作效率似乎有一定的形式出现，于是学乖了——不把困难的工作安
排在那几天内，而每月必须之例行公事，而又不大需要精神的(如剪发、探朋友、逛书店)放进去，那
就容易多了。累积的记录还告诉我一件事：
    (5)原来每天工作效率之分布也有一定之形式的，当时效率最高的是早上九时到十一时半，及晚上十
时到凌晨二时，而效率最差的是吃饭前一小时，及饭后半小时，其他的就无什么特色了；好，每天也
有不须精神才干得好的例行公事吧，如上厕所、洗衣服、洗澡、散步，于是就这样安排了。最后一点
叫我得益最大，就是：
    (6)原来有不少的计划是被别人打岔的，如碍于情面而赴了一

这里向传道人提一点意见：教会事务及讲道的繁忙虽是难免，但要分清楚哪些是出于自己不甘寂寞而
做，哪些是出于恩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太十四14)]前者带来许多头衔，后
者有许多时间可以“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太十四13)

Camille Paglia
Sex,Art,and American Culture

    第一批看的属灵书就是释经书了。以一个中三学生在一九六一年的香港，我竭尽所能找得到的启示
录释经书。就只有十七本，包括最巨型的，而当时我认为最有分量的，是Lange那一套，因为每个英文
字都不识。记得第一晚读它，我是逐集字查字典，由晚七时查到凌晨二时，第二天就可以读了，而且
很少再需要查那么多字典。自那天起，我明白一个道理，影响日后的学习好深远，那就是：每一科都
有它们常用的词汇，而且是非常有限的，你了解了它们，它们就永不再成为你的阻碍，不然它们就一
直拦阻你明白那一科的知识。如多年后开始读医学的书籍，我再遇上这四十年前的光景，也是用同一
的心理去应付。读不懂生字是因为有一组词汇是不认识的，查字典就可认识了，因此基本上没有一科
我是读不懂的。
    这感觉维持了十一年，直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才粉碎的。在亚苏撤大学修完硕士课程，我申请
到Clarmont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读博士，他们收了我，并有一份相当丰厚的奖学金，还给内人
一个学位和工助学金，叫我们去参观一下校园和宿舍；到了那儿，自然是先进入图书馆溜达溜达，走
到新约部分真是叫人目瞪口呆，但见放启示录解经书的书架绵绵延延，无了无断似的；一山还有一山
高我是听过的，但你爬过自己的山峰，看见山外的山竟是高耸入云，头向后直扳也只看见云，山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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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這玩意兒》

在云外，不知伸展到哪里，这种醒觉不好受，也有点残忍，不过是有益有建设性的残忍就是了；自从
那时开始，我不再相信有人做的研究是穷尽的(definitive)，或任何人在任何事上有权说最后一句话，因
为这都是属于神的层面。

我别的工作相当多，周日办公室时间外替别的杂志及出版社写稿子、翻译；在教会领查经，周末及早
期日平均讲五堂道，加起来也就多过正薪了。不知当时哪来的劲儿，每晚还可腾出二、三小时读书，
都是神学、哲学的居多。第二辑葫芦论提及读书5的“布置与格局”，就是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沿
用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变。从神学院时代开始，我就有一个使用时间的原则；要用尽此生，不让它锈坏
；并且不参与行政组织的工作，恪守这两个原则并不十分困难，只要相信凡值得去做的，都值得拼老
命去做，而且多数是要孤单地去做就是了。

    几年密集的读书生涯，肯定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他对事物的看法，有的是改得好了，但更
大的比例是会变得更差，使人变得更自私，更骄傲，更缺乏同情心，只不过随着读书成功而来的社会
认许及保障，使他容易掩饰这等个性上的缺点而已，有时读书人可憎正是在此。读书时代需要一些知
己来互相提醒，作用也是在此，它可以防范人把挫折与焦虑内化(internalize)，不使它沉淀在人的内心
而变作一种反面的性格；一个人关上门自己苦读的，就容易冒这个危险了。

啊!弟兄，这就是我所说的实际意义和误置了。祷告、读经、作主的工等等都是正确的事，在基督徒的
生命中也是他信仰的实际意义，但今时今日我们不认为小学程度的人足以负起传道者之责的，正因为
我们相信这时代的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太庞杂了，他们要求教会能真了解他们的问题，能对思想、人事
等关系给予确切的诊断和解答，为此缘故，主要你接受严格的训练，这种训练的第一步就是大专教育
。美国有好几个研究大学生在大学的成绩和他任职上成就的调查统计，发现它们都是成正比的，因为
大专教育的基本目标不是技能训练，甚至不是资料的灌输；而是思想上的，包括了解和解决问题；勉
勉强强应付个合格而拿得文凭的，鲜能在这方面有什么得着；因为人若不专心在他的学业，是永远无
法深入了解摆在他面前的问题，遑论解决了。

读书这玩意

越早开始越好
    (1)开始什么?开始有计划地读书。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但我既浪费了十多年时间在书堆中流浪，就
应该提出以为警戒。读书人的第一大害是虚荣心，希望别人知道他什么都懂，然后为要保卫那“荣衔
”，就什么都读，结果什么都不是真的懂。台湾、香港教会近年来顶流行研讨会，一下子研究中国大
陆福音问题，一下子研究心理辅导学。很好是很好；但希望你不是每个会都去参加，因为你若都有兴
趣，那还有时间真的去弄明白其中一项说的是什么?因此在自修前你一定要立定主意：要自修些什么?
用多长的时间来读它?每天用多少时间在其上?定下计划，实行计划，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2)读书而不做笔记简单就是浪费。不错，这也是老生常谈，那就容忍我一次吧!还有：没有统一的方
法来作笔记也是浪费。下面两点是我从过去的“浪费”中学来的：
    a、统一符号：很多人读书时都喜欢在书上划上符号来记录他的思想反应过程，这种符号最好能早日
统一，以后查起来就一目了然；极少作者写的书是字字珠玑的，通常在一段或者几段内都是谈同一个
思想，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罢了，最常见的就是用笔划线作记号(你若在一页书内划上半页，很
可能还未抓到中心点，或是误把作者的表达法当成思想的本身)，你可以自行制订一套符号来表示不同
的思想或主题，例如，你不同意作者的看法；作者讨论他思想相反的理论；作者从不同角度来加强他
的论点；理论的弱点、危机；引申时的意义、困难等。这种符号最大的优点是能把文字转译成一幅图
画(这是高速阅读的秘决)，不单有助日后的参考(只要你熟悉自制的符号就成)，也使你容易对作者的
理论作全盘客观的批判。倘若你的符号老是一行一行的直线就没多大瞄头了。
    b、统一资料记录：不知怎的，人老以为只有写文章的人才需要资料，这些人大概以为资料只是为别
人而记录的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花一个晚上所读的书，在七十二小时内若没什么事情发生与所
读的书有关，它就会从你脑中溜掉，很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你若不信，试追想三天前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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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卡有很多种，我用的(当然是自制的)那种是“5X8”的硬纸，上面按次序印上下面几栏(用打印机
就成)：

问得越多越好
    出国前曾误信谣言，以为高速阅读是增进学问的捷径，便花了一笔钱接受训练。结果速度是增加了
，学问倒没有什么进步。在美国时是应付了一些功课，来了苏格兰就碰得一鼻子灰；痛定思痛，我有
下面几点小意见：
    (1)读书不是要知道某人说什么，某人不赞成什么，而是问：在我这个时间，这个空间，这个问题是
个什么意思?学者是学者，我是我，他说的不管怎样辉煌，若跟我现在的处境没有必要关系，也犯不着
为他而挑灯夜读，对吗?我的价值不能因他的声名而增加(如附和他的见解)或减少(如我的信仰被他的
理论击破)。大学生写论文通犯的一点就是以为只要在论文注引上列举了该科所有最新的理论及作者，
就是一篇好的论文——这是次等大学的情形。好的大学则看那是一个起点，从上才开始理论的建造。
    ⋯⋯
    (7)你若停在上面，读书顶多只能使你成为二十世纪的文士(博士还不一定是文士呢!)不能使你成为基
督的门徒。要作基督的门徒，还得加上“⋯⋯去，使⋯⋯”(太二十八19)这就是感情和意志最尊贵的
功用。爱丁堡大学神学系是一间新正统派学校，但道学系(Dogmatics)有一个神学生的坐言起行叫这一
系的同学重新体会信仰是什么一回事。他本来研究基督“道成肉身”一真理有特别的心得，教授们很
器重他；想不到毕业后他去了邻埠格拉斯哥一个人人闻者心酸，过则掩鼻的贫民窟去作牧养工作，教
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研究道成肉身的真理时，才明白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什么意思：道
成肉身的真理就是在贫民窟那里。”他毕业多年了，至今仍在该处牧养主羊，这是真正属于主的读书
人。读书不是为了风光风光，更加不是为了耀武扬威，正如当魔术师的不是老在展览他的道具，当厨
师的不能只是夸耀他的炊具，而是实实际际地玩点把戏，弄点菜色出来，那么读书人老是拿学位学问
来炫耀，又算那门子货色?  “为学为人矣”单以这一句话，我便觉得中国文化是不凡的了。
    读书不明白书，明白书而不衡之以真理，明真理而不躬身力行，殆矣，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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