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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笔者通过深入剖析多年来在学习方面的成败得失，系统总结人类学习的基本规律，以人类生存需
要为立论基础，以时空观为核心，以系统论为基本框架，以形式逻辑为主线，全面解密人类学习的奥
秘，破解人类在认知与思考方面的13个密码，将学习的本质内核展露无遗，从根本上颠覆人们习以为
常的错误思维惯性，彻底清除人们在学习、思考乃至看待人生等方面的种种迷障，“清空地盘、理清
思路”，为读者重建一个全面、完整的思维系统，极大地解放读者的智慧与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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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吉希 
    基层公共卫生专家，一贯喜欢独立思考，凡事都要追根究底，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学习的密码》是其利用业余时间历经近一年半而完成的第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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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概论篇　第一章  学习的理由——“生存”  　一、好学是人的“第一价值观”  　二、每个人都
拥有无限的潜能  　三、态度与方法决定人生成就  　四、人生必须思考的三个基本问题  　五、密码的
含义及其在本书中的用法  　六、阅读本书的理由　第二章  知识的密码——“表达”  　一、知识的含
义  　二、知识的来源  　三、知识的形成过程  　四、知识的积累　第三章  学习对象的密码——“关
系”  　一、事理——物物关系  　二、技术——人物关系  　三、人情——人人关系  　四、对象密码
破解的现实意义认知篇　本篇导言　第四章  模仿的密码——“自由”  　一、人类的模仿行为  　二、
模仿的广泛应用  　三、人类学习的方式  　四、人类模仿的秘密  　五、破除偶像的羁绊　第五章  读
书的密码——“解构”  　一、关于读书  　二、读书的基本方法——“五文读书法”  　三、读书的基
本要求　第六章  速读的密码——“关键词”  　一、速读的能力  　二、速读的方法  　三、速读的关
键词　第七章  习惯的密码——“效率”  　一、习惯是什么  　二、为什么我们会有习惯  　三、如何
识别和避免坏习惯  　四、如何养成好习惯  　五、培养好的读书习惯　第八章  学习障碍的密码——“
身份”  　一、人类的学习障碍  　二、社会关系、角色与身份  　三、学习偏执的心理学根源  　四、
破除身份的迷障思考篇　本篇导言　第九章  思考的基本含义  　一、思维概念的定义  　二、理性认识
的特点  　三、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十章  人类思维的基本方法  　一、哲学思维方法  　二、科学思维
方法  　三、美学思维方法  　四、兼收并蓄的思维智慧　第十一章  科学思维方法的密码——“系统”
 　一、概念准确  　二、标准明确  　三、逻辑严谨  　四、结构完整  　五、规则完善  　六、正确思维
　第十二章  理解的密码——“想象”  　一、图像是理解事物的基础  　二、词语是理解事物的关键  
　三、逻辑是事物的本质联系  　四、理解通过想象与联想来建立事物的联系　第十三章  抽象的密码
——“存同”  　一、形象事物与抽象事物  　二、抽象的含义与方法  　三、抽象的基本类型  　四、
抽象的层次  　五、提升你的抽象思维能力　第十四章  科学分类的密码——“属同”  　一、我们对事
物的识别源于信息的“量差”  　二、属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主观尺度”  　三、事物的分类基于事
物的同一属性　第十五章  理性的密码——“存疑”  　一、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相符  　二、态度是对事
物被解释状态的反应  　三、智慧是对理性的执著  　四、理性是对迷信的拒绝　第十六章  思维障碍的
密码——“定式”  　一、思维障碍出现的地方  　二、思维障碍的根源  　三、破除思维障碍的基本方
法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习的密码>>

章节摘录

　　概论篇　　第一章 学习的理由——“生存”　　一、好学是人的“第一价值观”　　当然，始终
有些人拒绝承认和接受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习没有什么现实的用处，读书并不能改变其处境：
“如果我是乞丐，读再多的书也还是乞丐，有什么用？
”这似乎也有些道理。
那该怎么看呢？
我认为，尽管多读书未必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或处境，如果是乞丐，读了书可能还是乞丐。
但是，读书学习至少有这种好处：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比较优势”。
亦即是说，比起那些不读书学习的乞丐来，读了书的乞丐可能“讨”得更好，而如果不读书，肯定做
不了“洪七公”！
事实上，学习的用处，首先就是通过“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
　　当前，一些大学毕业生或硕士、博士毕业生，往往会有某些对待学习的不正确观念，以为已经读
完大学或者硕士、博士毕业了，知识就足够了，就不必再学习了，不必再读书了。
于是，就忙于生计或其他看起来很重要的事务而忽略了再学习，甚至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在知识面
前却步，只能靠“吃老本”，结果自然是难以取得本应取得的人生成就，殊为可惜和可悲。
　　今天，我国政府正在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就是要通过唤起民众的学习热情，使全
民全力投入到各种知识、智慧、思想的学习之中，从而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永续民族生存之希望。
　　二是“求知欲望”。
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人生而无知，一生下来，对环境感到陌生，充满困惑和恐惧。
为了熟悉环境，解除困惑，消除恐惧，明白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求知。
学习不仅是生存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是人类固有的求知欲望的驱使。
实际上，即使我们拥有足够一辈子生存所需的资源，完全没有生存的压力，也仍然需要追求知识，因
为我们要释疑，要活得明明白白。
　　其实，“活得明白”也是一种生存——我们的“心灵生存”；如果活得不明不白，难免会有生不
如死的感觉。
可见，从严格意义上说，满足求知欲望也是一种“生存需要”。
我们不仅需要“为生存而生存”，也需要“为学习而学习”，这或许是关于学习的最高哲学吧。
　　三是“使命召唤”。
人们存身立足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独处的封闭世界，而是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大社会，是一个由很多
种族构成的族群。
其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我们需要与他人共存于这个社会。
事实上，与其他生物相比，我们人类的存活，更加需要依赖于外在的支持，也就是借助他人所作的贡
献而得以实现。
特别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一个人独力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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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人人爱读的教育书，一本雅俗共赏的哲学书，一本启迪心智的智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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