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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

阎崇年：学龄前养成读书习惯尤其重要

本文整理自《中华读书报》原创栏目，该栏目采访众多大家，听他

们对读书的看法和建议。摘录如下，希望能给热爱读书的您以启迪。

据《中华读书报》

出 版 单 位 ：市 场 星 报 社 地 址 ：合 肥 市 黄 山 路 599 号 时 代 数 码 港 24 楼 新闻热线：62620110 广告垂询：62815807 发行热线：62813115 总 编 办 ：62636366
采 编 中 心 ： 62623752 新 闻 传 真 ： 62615582 市 场 星 报 电 子 版 www.scxb.com.cn 安 徽 财 经 网 www.ahcaijing.com Email ： admin@scxb.com.cn
零 售 价：1 元/份 全年定价：240 元 法律顾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合肥安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新站区物流路以南板桥河以东 电话：0551-64278186

记者：您多次在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

读者大会上谈读书。作为著名的学者，您

几十年治学不厌，博览群书，能否谈谈您

的读书体会？

阎崇年：读书过程有三个步骤：读

书、消化、出新。我以牛吃草做个比喻：第

一步是大量读书，就如牛一清早进山吃

草，太阳落山回栏前，一直在不断地吃草；

第二步是消化所读的书，如牛回到栏里

后，用其四个胃不停地反刍，消化白天吃

到胃里的食物；第三步是出新，如牛吃下

的是草，消化之后取其精华变化成了牛

奶，这跟人读书消化后，变成了知识和智

慧的过程相似。

记者：您选书的渠道或标准是什么？

阎崇年：我图书的来源主要有三：自

己买、朋友送、动笔写。我自己写的书约

有两个书柜，朋友送的书也差不多，大部

分是自己买的。买书时，一个是到书店看

书、选书、买书，近年主要是在网上购买。

前一段我看到《北京晚报·读书》栏目有文

章介绍《我的贝多芬——与大师相伴的生

活》（布赫宾德著，马莉娜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本名人写名

人的书——当代钢琴演奏大师布赫宾德

撰写作曲大师、钢琴大师贝多芬的传记。

作者演奏贝多芬钢琴曲六十多年并耗时

十年之久完成了这本传记。我对音乐知

之甚少，抱着对“大师写大师”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下单购买了一册。

记者：能否以此书为例谈谈您具体是

怎么读书的？读的过程受到怎样的启发？

阎崇年：大师写大师——作者在书中

濡墨贝多芬生平和他三十二部钢琴奏鸣

曲的故事，这是本传记的一大亮点。我从

书中得到三点启发：

第一、寻找适宜天才种子生长的土

壤。古人有“孟母三迁”的传说、“良鸟择

树”的典故，说的是成才要巧借地利因素。

天才的出现也需要选择适宜发展的地方。

贝多芬向往音乐大师莫扎特，向往

“音乐之都”维也纳。贝多芬二十岁从德

国科隆到维也纳，布赫宾德三岁从捷克随

父母定居维也纳，在那里研修、拜师、演

奏、创作、切磋、见识、碰撞、成长。他们都

坐上了音乐殿堂最高荣誉的宝座，成为一

代国际音乐大师。他们如果不到维也纳，

或会是另外一种状况。

记者：那第二点启发呢？

阎崇年：第二、笑迎当代各地才俊高

手的挑战。天才在炼狱中苦难成长，大师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书中写了贝多芬多

次迎接挑战的残酷情景，其中有一个迎接

挑战的动人故事：

乐坛激烈竞赛。贝多芬初到维也纳，

当地的著名钢琴演奏家不服这位外来的

年轻人，纷纷要跟他同台演出，一试高

低。后来，贝多芬在维也纳站住了脚，但

并不等于在欧洲站稳了脚。英国钢琴作

曲家、演奏家丹尼·施泰贝尔特已享誉欧

洲，从大伦敦来到维也纳，要与贝多芬同

台演奏。在双方各自登场弹奏之后，贝多

芬再次上场，他随意接过一本施泰贝尔特

作品的琴谱，并把它倒置在谱架上，开始

与此相关的即兴演奏。他激情喷薄，乐评

家对接下来发生的事众口如一：当贝多芬

还伴随着众人热烈的掌声演奏时，施泰贝

尔特离开了大厅。维也纳成了施泰贝尔

特的滑铁卢，他再也没有去维也纳。

由此，给人以启发：贝多芬也好，施泰

贝尔特也好，外地人到了维也纳，不要害

怕挑战，不要惧怕强手，应当勇于应战，勇

于战胜强手。

贝多芬专注于音乐的创作和钢琴的

演奏，不曾建立自己的家庭。音乐就是贝

多芬的生活，也就是贝多芬的生命。正如传

记作者所说，音乐就是贝多芬的神明！贝多

芬的故事说明：要做一个优秀的杰出的青

年，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就要迎接挑

战，战胜一切对手，来展示自己的才华。

记者：第三点启发呢？

阎崇年：第三、追求展现天才苟新日

新的境界。贝多芬处于世界大变动的时

代。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刮遍欧洲，传播世

界。贝多芬两次亲历拿破仑攻陷维也纳

的恐慌时刻。贝多芬受其激奋，以澎湃的

钢琴奏鸣曲激荡在维也纳、伦敦、巴黎、波

恩的上空。不停地跟着当时的法国大革

命之后欧洲高涨的时代，激情高扬，合拍

前进。

贝多芬一生创作三十二部钢琴奏鸣曲，

所有乐曲各展风采，没有重复，没有雷同，

完全都是创新的。贝多芬的每一部作品都

是一个创新，都上一个台阶，直到生命最

后，未及花甲之年，就离开他心爱的音乐。

记者：听您的介绍，似乎自己也读了

一遍传记，备受振奋和鼓舞。

阎崇年：我不仅读了这本传记，而且

用心读了这本传记。在传记中记述，贝多

芬一生创作钢琴奏鸣曲三十二部，每一部都

创新，不雷同；他不断地捕捉新灵感，创作新

曲，都是生命的一个节点。布赫宾德说：“翻

开贝多芬的每一部奏鸣曲，都仿佛行走于他

人生旅途的每一站。”“他拥有如赞美诗般

的奋进感，如战斗般的音乐表达力。”

贝多芬和布赫宾德都以钢琴为生活，

为生命，为神明。贝多芬寿龄五十七岁，

布赫宾德七十多岁。他们一生都只做一

件事，并将这一件事做到事业的极致，做

到世界的高峰。贝多芬的“壮丽的作品一

如那神圣的自然”。

记者：我曾参观过您的书房，感觉您的

学术研究、阅读和生命也已经融为一体了。

阎崇年：读书和生命几乎融为一体

了。书几乎是我的全部价值，也是我的生

命价值，人生第一是生命存在，读书就是

人的生命第二需要。

记者：您读书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阎崇年：学龄前养成读书习惯尤其

重要。我的外祖父是私塾先生。外祖

父家的书香环境影响了我的母亲。我

的外祖母娘家曾经是举人。我的祖母

从小就教我们念书。我五岁的时候就

要学拿毛笔写字，学写《三字经》，再大

点就要学《论语》。根据我的经验，小孩

在学龄前和小学的时候就应该慢慢培

养读书兴趣和爱好，让他知道书籍是人

生的组成部分。

记者：听说您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史

记》？能否谈谈您小时候的阅读情况？

阎崇年：小时候在农村没有什么书，

家里有一本书还藏着掖着不让小孩看，

《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等都

不能看，就让看教科书。所以那个时候

知识面很窄，后来上了中学，图书馆开

放，就可以把书借到宿舍里，白天读晚

上读。当时我文理科功课都还不错，历

史老师课讲得特别好。他上课总提问，

有一次很侥幸我的回答很完整，他很高

兴，从此之后他每次上课总点我，结果

我对历史特别用心。老师说你一定要

读好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司马迁的《史

记》。他说你要熟读一百遍、两百遍，终

身读，不断地体会。我读了很多书，体

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我印象

最深的还是司马迁的《史记》。

记者：研究清史对您有什么影响？

阎崇年：就是“多读书会做人”。我把

历史上读书人简单地分了四类。第一类

是会读书，不会做人。明朝的严嵩就是进

士，精通诗词，最后做了宰相，但是不会做

人，没有把读书和做人结合起来，专门陷

害忠良，晚年没能善终。第二类是不读书

会做人。孔子的母亲不会读书，但是会做

人，教育了孔子成人、成才、成圣。孟子的

母亲没有读过太多书，但是很会做人，教育

了孟子成为“亚圣”。一个伟大人物的背后

往往有一位伟大的母亲。第三类是既不会

读书又不会做人。最主要是第四类，会读

书，会做人。

记者：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

岛，您会选哪三本？

阎崇年：如果真有这种场景的话，我

申请四本书，即经、史、子、集各一本，经为

《论语》、史为《史记》、子为《老子》、集为

《苏东坡集》。

记者：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

希望邀请哪些人到场？

阎崇年：如果有这种机会，我想“宴

会”改成“茶叙”更好，因为我喜欢茶叙，而

不喜欢宴会。我请古代四贤，就是孔子、司

马迁、李耳和苏轼，一起品茶、谈古论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