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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问学记》

内容概要

《北大问学记》是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一部有关北京大学的散文随笔集。从该书所记述之北大风物与
人文精神、中国出版阅读现状和中国印刷史研究，可以看到一个北大学人承袭北大严谨求实、兼容并
蓄、孜孜以求治学精神的追求和深深的北大情怀。
肖东发教授自1972年进入北大，至今已经四十余年，从一个虽懵懂幼稚却热忱求学的青年学生，到走
上讲台执鞭授课成为一名职责神圣的教师。他将自己在北大求学、读书、写书、教书的轨迹和心得一
一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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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东发，天津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留校任教至今。1995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聘为出版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
委员会委员、年鉴编辑研究委员会主任。著作有《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中国藏书楼》《中国图书
出版印刷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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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当是肖东发老师生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书，今天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读完。深感肖老师一腔拳拳
赤子之心，本可以在退休后用更完整的时间来做更多与燕园风物、北大历史相关的价值发掘与精神传
承工作，然而他竟走得这样匆促，有太多计划中的事还没能来得及做。大概非本校人或者非图书出版
编辑行业读者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从豆瓣上打的各种二星即可见一斑，但我读下来却处处能感觉到肖
老师的学问充满活力，就算他的价值取向偏于体制内，这也绝对不是评价一位老师著作的最佳标准。
事实上，在读者挑剔肖老师文章的时候，他们是认真去体会作者这些文字背后的真意的么？我很怀疑
。尽管我也觉得肖老师的部分文章（尤其是最后一篇为《北大燕东园的大师们》一书所作序）还略显
不足，需要修改、调整，但全书仍值一读。为对抗这些莫名其妙的低分，我非打五星不可。
2、我想读的是《北大求学记》
3、语言乏味，见解平庸。
4、书本身没什么值得一提。倒是些北大名师让我想进一步了解。
5、很不好看，跟新闻稿似的，一本正经，严肃呆板，虽然想要表现政治正确，忧国忧民，可惜议题
无趣，思想空洞，见解平庸，语言乏味。
6、很多人对这部书打了低分。书写的是有些学术，但这本来就是一本汇编本，不意外。打五分的原
因是作者曾代表中国去韩国参加世界印刷文化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驳斥韩国人说印刷起源于韩国。
这让我想到了顾维钧在1919年巴黎和会为中国舌战日本的历史。这是要被记住的事情。
7、【在 @雨枫书馆 翻书568】作者说：“读书，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理性精神。”
精辟。还说：“大国崛起与大国崩溃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记得当初在东苏读《黄河边的中国》和大
学时读《中国农民调查》时也有此感慨。吴敬琏有一本书名叫《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这一步之
遥的路途可是真难走啊。后面几篇关于印刷史的文章，尤其和韩国唇枪舌剑争夺申遗，有知识有精神
，就是看着不太过瘾，尤其没有提到陈振濂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有些遗憾。因为我买的第一本篆刻的
书就是陈振濂的《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 : 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
8、“学者的热情。”
9、书中写全民阅读与实体店的部分，写的慷慨激昂发人深思。再者，作者99年赶赴韩国参加关于印刷
术起源的国际研讨会，驳斥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这是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事情。
另外一点，看到韩国对自己国家文化的重视，反观我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但珍视程度堪忧，实该反
思。
10、内容很丰富，文笔也很好，就是铺面而来的主旋律让这本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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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关于通勤时间读的书】现在每天上下班我都会把书放在手提袋中，数量在4-5本，外加kindle。之
所以放在手提袋中，是方便自己，当想阅读的时候，不用把双肩卸下，拉开拉锁，拿出书。因为想要
提高做某一件事情的行动力，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易行，比如说单独放在手提袋中。
为什么要放4-5本书呢？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说，阅读每本书的时候，心境都不一样，集中主义力也不一
样。那么在数量，4-5本可以增加自己选择空间。那么对于这4-5本书来说，最好的是不同类型，这样
读累了，可以通过换一本书来换换脑子和心情。在通勤的时间里面拿出来阅读书，对于我来说一定要
比较容易进入，不是特别的大部头。否则，我连拿起来的欲望都没有，比如说《红楼梦》，这种需要
静心读的书。今天通勤的时间读了《北大问学记》，这本书是在好书传阅计划的NO.42的时候，从妞
爸手上传阅过来的。这是一本和妞爸有关的书，如果对其中的细节描写有疑问的话，可以向妞爸讨教
。尤其是三角地和燕南园。《北大问学记》是一本关于记忆中的北大以及北大哪些精神导师们的书，
一本关于出版以及阅读现状的书。随笔散文的风格，每个字都带着纯粹的人文气息，渲染着读书人的
情怀。那么择一、二，说说自己的感悟。【三角地与燕南园】对比清华，我个人更倾向于北大，尤其
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名校情缘，尤其是在那青春灿烂的岁月里，虽然单一，但
是目标明确。相比开始工作时的茫然，那是一个有奔头、有方向的求学时光。然而，那是我心中的名
校情缘却是复旦。三个不同的坐标相连，那是一个三角地。那么我读到了北大的三角地——青春热血
的备注。相比较而言，通过阅读作者文字，燕南园在我印象中更像是繁华后归于平淡的静心休养，内
心的亦或是外在的。10年最冷的时候，来的北京。然而，到现在为止，我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过
北大。清华也是。理由是，来自内心的回应是，现在在我看来，它就是一所大学。所以，这不禁让我
自己感慨，有些事，如果当时不去做，时过境迁，或许以后就不会去做了。那会儿想去的原因是：或
许寄予了改变、成长、蜕变以及带给更多的可能性。而现在这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满足。【读
经典要讲究版本】读经典要讲究版本，其实只要是读书就会遇到以下这种情况：有很多出版社都会出
同一本书，亦或有很多译者会翻译同一一本书。那么在选择这一类书的时候，就需要考虑，选哪一个
出版社，哪一个译者。为此好友Helen，还专门分享过她挑书的心得和方法。其中就涉及到出版社、译
者这两个因素。从我个人来看，目前还没有到挑版本，但多半会挑出版社和作者。比如在大学，自己
重新买的四大名著是岳麓出版社，因为小时候看的是这个版本的。还有就是有些文化积淀的书籍，会
考虑中华书局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然三联出版社也在考虑。读经典要讲究版本，这个的前提是你
要做的事情是读。有了这个前提，才能考虑版本。比如儿童、小孩，那么这个阶段考虑的应该是能读
，比如图文并茂。【把实体书店留住】实体书店的减少确实是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个人看
来，减少并不代表会灭亡，只是说实体书店数量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和需求匹配的数量。那么反观文中
提到的，从实体书店的倒闭延伸到阅读书籍数量的减少，这两者存在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可以考虑的
问题是：难道早期实体书店多的时候，大家书籍数量就多了？全国连锁书店倒闭，在偏远地区是否有
实体店？这种倒闭是市场倒逼改革的结果，还是原本就是利润太多，导致现在难以适应被压榨利润空
间？这些问题是文化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反观在实体书店锐减的今天，我接触和了解到的是有关读
书的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慢慢的兴起。书和阅读书的环境，这是现代人的选择。也就是说，实体书店未
能及时的跟上爱书、读书人士的需求。还在守着固有的低端价值链环节，这也难怪大家多数去网上购
书。所以，该消亡的实体书店就会消亡，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可以去影响其速度，但是改变不
了结果。我比较欣慰地看到有一批一批的读书会形式的社群出现。书的价值被进一步挖掘，比如交流
、人际关系等。【文化强国与全民阅读】我们呼吁什么，反观我们就欠缺什么。文化强国，未做历史
考证，仅单纯的描述：在唐朝时期，对于我们自己以及受唐文化影响的其他地区，那时的我们是文化
强国吗？那时的我们是全民阅读吗？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但是现观对文化强国的语义范畴和全民
阅读的呼吁。我们问的为什么不是全民阅读呢？细分到个体，理由各不相同。那么大的环境是否允许
全民阅读？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了：只有在第一层生理需求——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
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而到了此时，这些已相对满足的需要也就不
再成为激励因素了。所以，全民阅读量上不去，客观上是国家、城市的公共读书设施场所不够完善；
主观上是多数人的第一层需求没有被满足，以致其他需求未能被很好的激发。【阅读是人类永恒的生
活方式】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被冠以永恒，那是理想，我们可以呼吁、可以自我激励。但是最好的
下一步行动是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喝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喝茶是一种生活方式，健身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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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旅行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这四个排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方式的频率一般意义上是低
于生活习惯的。关于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的个人经历是：首先，你意识层面要接受这种方式，
心生向往。这样你才更容易坚持，那么对于没有意识阅读会和自己有什么关联的朋友，可以去参加这
样或那样有关读书的活动。可以去找身边喜欢阅读的朋友聊，慢慢的你会被环境所影响，做出些行为
改变。其次，你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不太好坚持，那么可以找一个这样的社群待着，相互促进阅读。
第三，分享你的阅读感悟，在你的微薄、微信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哪怕是一句简单的感悟，一个可
执行的行动。这样的分享，以及分享获得朋友们的反馈，会极大的让你继续阅读分享。———关于我
———标签：读书 跑步 茶艺 太极 自我管理（GTD 知识管理 精力管理）拆书帮 一句话：用咨询的方
式去工作 生活微信：km_muziqiu微博：木子求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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