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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就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

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

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

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 AnAnAnAnEndEndEndEnd ）；考试只是一个方法（ AAAA

MeansMeansMeansMeans ）。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

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

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

的。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

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是很难记得准确：当

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干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

义，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

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

愈深愈准确，记忆就愈清楚，而应用起来就愈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

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联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

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



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

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

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

点，是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

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 200200200200 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

知低着头忙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①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

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

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

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

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②在上课听不懂的，若

见同学大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

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

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

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甚么，只要是似乎

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

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

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少许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

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



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

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

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

变万化的应用。学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

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

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

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

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

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

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

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兴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烧起来的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

出来的。只有总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

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 ，

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灌注。

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

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



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

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

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

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

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

若你发觉能常常在 30303030 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

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对都完全忘记外物 1111 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

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的原因，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

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

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

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墓靠盲拳

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

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

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是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要学甚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

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



学生就应该在发向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

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

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

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 AAAA 、""""是甚么""""（ WhatWhatWhatWhat ）， BBBB 、""""

怎样办""""（ How?How?How?How? ）， CCCC ，""""为甚么""""（ whywhywhywhy ）。学生要先断定问题

是那一类。 AAAA 类问的是事实：BBBB 类问的是方法：CCCC 类问的是理论 。

问题一经断定是那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那方

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

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尽量去

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是愈尖愈好。第三、在问老

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

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题，答案是自

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

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他强调记

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甚么

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

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



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

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他底线或记

号却不可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

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

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

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

的时间往往要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

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

发觉读书之乐，实难以为外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