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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书与治学：学习中外名人读书艺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我国文化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
　　人文精神教育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人文精神涵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重要的包括人的价值、道德修养、人格尊严与社会责任等。
　　独立学院的兴起是一件新生事物。
为我国的大众化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由于独立学院录取学生为第三批次，决定了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自己的特点。
这样如何引导学生树立理想；如何引导学生的良好习惯，特别是学习习惯；如何引导学生学会自己管
理自己；如何培养出应用型的人才等，这些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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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终生爱好读书，一 读书是我终生的爱好——学习毛泽东治学思想与读书艺术二 一天不读书便
不能够生活——学习孙中山先生读书治学思想与方三 一些外国政要喜欢读书第二章 惟读书可以改变
人一 阅读具有惊人的力量二 阅读仍旧是自我教育的关键三 惟读书可以改变人四 读书使人成为完善的
人五 书一直是我的心爱物六 将心爱的书当作自己的性命七 视读书为人生的一大乐趣八 做个真正的“
爱书人”与“读书人九 读书的女人最美丽十 多读些好书是件好事十一 坚持读书、读人与读传第三章 
读书当开有益卷一 注重读书的选择与鉴别二 读书当开有益卷三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四 从读书中
找书读五 选读个人成长书籍六 读书是要看出它的好处七 找出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八 为怡情养性读
书九 读书求知当入迷十 追求读书“三境界第四章 有书就要赶快读第五章 还得善于读书第六章 学不可
以已第七章 深化图书情结第八章 荐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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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主张并强调读书学习要独立思考。
他本人既多读、勤读、熟读，又苦思、深思。
这是毛泽东读书治学的又一特点。
　　毛泽东在学生时期读书就喜欢独立思考。
他时常对同学讲，我们读书、看书、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
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对的才能接受，错的就
应该抛弃。
我们不应该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
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一贯风格，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
毛泽东念私塾时就读过《精忠传》、《水浒传》等古典小说。
他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
的农民。
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他带着这个问题“纳闷”了两年之久，才找出答案。
他说：“后来我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歌颂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
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毛泽东从读这些古典小说中感受到众人几百年来不曾感受到的问题，得到了重大的政治启发，这一
启发成为他后来的中国革命寻找出路的最初坠地的“苹果”。
这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晶。
这表明，读书引发了思考，思考深化了读书。
既读书又思考，读与思结合，才能获得真知。
　　毛泽东历来提倡独立思考。
他经常鼓励别人，不论学习或工作，都要“用自己的脑筋想问题”，“要开动脑筋想一想”，他说“
大脑潜力很大”。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聆听过他的教诲，她回味毛泽东的思维确有独到之处。
她感到毛泽东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通过读书启发自己独立思考，探索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从
而由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
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多思善疑，寻根探底，亦读亦思，科学思维，理性思维，独出心裁，有理
有据地提出独到的见解。
他对问题的分析认识，从不受书本的、世俗的、历史的、舆论的束缚。
毛泽东极其重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采取“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分析批判态度。
他要身边与他一起读书的同志，每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要开动脑筋想一想”，提出自己的理解
和看法。
他还启发大家看古典小说时，要对历史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评论。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读《三国志·武帝传》，他在批注中提出，对曹操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
词”，他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
50年在北戴河，他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
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
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这些难道不该肯定？
难道不是了不起？
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
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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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要翻。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
毛泽东读历史人物，注意从中汲取有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59年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向到会的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郭嘉是曹操的谋士，足智多谋，给曹操出了不少好主意，曹操能听取他的意见，果断地作出决策。
毛泽东要求大家善于思考问题，倾听群众的意见。
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
谋武断。
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
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
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毛泽东读《南士·韦睿传》，批注有25处，对梁武帝的名将韦睿十分赞赏。
多处批注：“不贪财”，“仁者必有勇”，“干部需和”，“劳谦君子”等等。
毛泽东赞扬韦睿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称赞韦睿集勇敢、机智、踏
实、廉洁、大度等品德于一身；指出他的作风值得后人学习。
这是毛泽东的睿智，是一种历史的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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