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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

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时下普遍不读书，或只读教科书的现状，立足于帮助读者读懂自己原来读不懂的书，尤其是
为大学本科以上程度和一般人文学科的爱好者提供一本方便的参考书，选取中国历代论述读书治学的
文章或语录，汇编成册，向有志于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进提示读书治学的方法与门径，以便
摸索读懂书和做学问的门道，循序渐进地阅读浩如烟海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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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素有“南桑”之称。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
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
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专著。主编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
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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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

书籍目录

解说：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一、  不懂才要学
二 、 读书与读教科书
三  、要读书，不要只读《读书》
四 、 书多终有读完时
五 、 如何读懂
六  、读书与治学
七、读书与找材料
《论语》（节选）/孔子
《孟子》（节选）/孟子
《劝学》/荀况
《尊师》/吕不韦
《劝学》/ 戴德
《学记》/戴圣
《学行》/杨雄
《别通》/王充
......
《进学解》/韩愈
《观物内外篇》（节选）/邵雍
......
《张子语录》（节选）/张载
《二先生语》/程颢
《明道先生语》/程颢
《伊川先生语》 /程颐
《藏书室记》
/苏辙
......
《上蔡语录》（节选）/谢良左
《志学》
/晁说之
《晁氏客语》（节选）
/晁说之
《总论为学之方》
/朱熹
《读书法》
/朱熹
......
《学论》
/唐仲友
《少仪外传》（节选）
/吕祖谦
《丽泽论说集录》（节选）
/吕祖谦
......
《北溪字义》（节选）
/陈淳
《读书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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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
《困学纪闻》（节选）
/王应麟
《读书录》（节选）
/薛瑄
......
《日录》（节选）
/吴与弼
《居业录》（节选）
/胡居仁
《潜心篇》
/王廷相
《读书说（示儿）》
/刘宗周
《学言》（节选）
/刘宗周
......
《答胡生》
/刘宗周
《日谱》（节选）
/孙奇逢
《钝吟杂录》
/冯班
《学谱》
/陈确
《明儒学案发凡》
/黄宗羲
《四书大全辨序》
/方以智
《思辨录辑要》
/陆世仪
......
《日知录》（节选）
/顾炎武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答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榕村语录》（节选）
/李光地
......
《后蒙说》
/邵廷采
《与是仲明论学书》
/戴震
《古经解钩沉序》
/戴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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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德》
/章学诚
《横通》
/章学诚
......
《里堂家训》（节选）
/焦循
《尊史》
/龚自珍
......
《曾国藩家书》（节选）/曾国藩
《古桐书屋札记》（节选）
/刘熙载
《语学》
/张之洞
《无邪堂答问》（节选）
/朱一新
《经话》（节选）
/廖平
......
《校例》
/陈垣
《读书法》
/马一浮
......
《读书》
/胡适
......
《怎样读书》
/顾颉刚
《治学杂语》
/蒙文通
......
《略论治史方法》
/钱穆
......
《四戒浅指》
/刘咸炘
《教程浅说》
/刘咸炘
《史料论略》（节选）
/傅斯年
《城子崖序》（节选）
/傅斯年
《谈艺录》（节选）
/钱锺书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 严耕望
附录： 历代学人论学、读书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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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

精彩短评

1、桑兵的解说：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很不错，收获很大。然而正文内容理解起来需慎重，毕竟大
量经典著作文章的片段绝非仅看引文就能融会贯通的，此外书的价格太高。
2、推荐后图书馆采购了。内容太多，且大多数篇目是古文，读来生涩，速度奇慢，现阶段看不了，
如无意外，今后也不会看。作为这本书的非目标人群，就不去附庸风雅了。
3、很多是劝学和论治学法，并非真的教一般人怎么读书，可见还是在学术史的脉络里面转。像朱子
读书法那样体贴的，真是少之又少。
4、大儒谈读书
5、选马一浮的《读书法》是对的，但不选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却不应该。桑
兵的序太罗嗦了。
6、自孔孟至钱穆严耕望，儒家史家论治学门径。随手翻阅易有所得，集中来看，可读性就不大好。
就是圣贤学人灌输原则。
7、╭∩╮<(︶︿︶)_很难得的纠正了我的很多误区。这仅仅是明白了其中的几篇。
8、立志于读书治学人的宝藏
9、挺好的治学要语。
10、写得很好，让自己觉悟到自己的浅薄
11、读了序就有很多收获
12、科研和读史在治学方法上有何不同？
13、P17脚注《新亚学报》发刊辞，应是发刊词。p225房鑫克主编《王国维全集》，应是房鑫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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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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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法》

章节试读

1、《读书法》的笔记-第71页

        凡人读书，若穷得到道理透处，心中也替他快活。若有疑处，须是参诸家解读看。看得有差互时
，此一段终是不稳在心头，不要放过。
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已说如此，且挦扯住
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2、《读书法》的笔记-第254页

        专攻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
，比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波澜，而一无所专长，虽然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
，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
。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
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
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

3、《读书法》的笔记-第8页

        一如既往地多错字啊...待我慢慢找出来ww

当年桑老师让我们在课上校对《书评》和《思想》，建议他这本也拿到课上去让现在的本科生&amp;
硕士生继续做校对...

学子子夏（×）→学于子夏（√）

大概如果用繁体字就不会有这样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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