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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阅读观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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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钱穆可谓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在自学苦读的生涯中，钱穆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阅读观，具体表现为以古为主、中西兼通的阅读对象；虚心会疑、博通精思的阅读方法；有益于身、有用于

世的阅读动机。钱穆的阅读观也为当今读者如何阅读、树立正确的阅读观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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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
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穆学问渊博，一生著述

达 ８０ 余种，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
四大家”，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钱穆少

时因家贫辍学，高中尚未毕业就进入乡村小学教书，

他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在自学时形成的阅读观是

分不开的。

１ 中西兼通的阅读对象
“任何阅读活动都由阅读主体———读者依据一

定的时境，采取一定的手段，指向一定的对象。这个

被读者认识和把握的客观对象，简言之，就是读物。

它对读者及其阅读起着规范、制约作用”［１］２１。这里

所讲的读物，主要是纸质书籍。钱穆的阅读对象以

旧籍为主，但也并不排拒新书。

钱穆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

受家庭熏陶，钱穆幼时的阅读对象多以古籍为主。

在祖父的影响下，他“自知读书，即爱《史记》”［２］６。

七岁入私塾，除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

等，钱穆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很感

兴趣。进入新式学校后，又有了更多阅读的机会。

在南京钟英中学，钱穆所读之书多为韩愈、柳宗元、

欧阳修、苏轼等唐宋八大家散文，以及姚鼐《古文辞

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类［３］２２，这些为他

之后的自学奠定了丰厚的知识基础。在之后的自学

苦读生涯中，钱穆读到的古籍数量和种类更加广博，

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除了续读五经、《十三经注

疏》《朱子语类》等儒家经典外，还有《昭明文选》等

诗文集，《庄子》《墨子间诂》《六祖坛经》《指月录》

等著作，《后汉书》《清史稿》《三朝北盟会编》《文史

通义》等史籍和史学理论著作，所读之书甚多，无法

一一列举。他自称“最先从韩柳古文唐宋八家入

门，随即有意于孔孟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墨学实

非所喜，而耗精猝神于此者亦复不少”［２］７７ －７８。

在苦读旧籍，日求长进的同时，钱穆并不排拒西

书，而且也关心时事，对当时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

关注，多有接触。在私塾时，塾师曾为其讲授《地球

韵言》。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启蒙读物，内容

多为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之类，钱穆对其中的瑞

典、挪威等很感兴趣。在果育小学，钱穆读了其师赠

送的《修学篇》，书中介绍了西欧各国未经学校教育

而自学成才的数十名学者，钱穆辍学后矢志自学，就

是受到此书的激励。他还接触到了阿拉伯神话小说

《天方夜谭》以及林琴南所译的西洋小说，眼界日渐

开阔。即使在乡村教书，也在“授课之暇，阅读每以

报章杂志为先导”［４］１。在三兼小学，读遍严复所译

之书，自谓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穆勒的《名学》

“受感最深，得益匪浅”［２］６８。１９１９ 年，美国实用主
义学者杜威来华讲学，钱穆也颇留意其教育、哲学思

想，他转入后宅初级小学担任校长的直接动因就是

希望能与幼童接触，从头做一番实验，以弄清古今中

外教育思想的异同得失所在。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

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钱穆也逐月研读《新青年》杂

志。受梁启超“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

书”的影响［２］１ １３，钱穆也曾自修日文，略通其文法。

曾试译日人林泰辅《周公传》的一部分，付商务印书

馆出版。英文书虽只是稍有涉猎，仅读《西洋通史》

《圣经》《现代历史哲学》等，但也认为“对余影响实

深，精力未为白费耳”［２］２０８。

阅读活动是“读者———读物———环境”三者相

互作用的关系网，它不能超越环境孤立地产生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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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阅读环境泛指所有影响读者阅读的所外界力量

的组合［１］５３。钱穆之所以阅读广泛，与他所处的阅

读环境息息相关。就宏观环境而言，钱穆出生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这一时期民族危机深重，西学大量传
入中国，因此他所接受的教育呈现传统与新式教育

参半、新旧学问兼备的特点，这也决定了钱穆既能阅

读大量古籍，也能接触西书；就微观环境而言，钱穆

出身书香世家，年幼时其父亲就经常指导他读书，尤

其是儒家经典，在新式学校，他遇到的老师，既有旧

学根底深厚的宿儒，也有海外留学归来具有新思想

的教授，他既能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又得以接触西

学，大开眼界，而之后的任教经历，无疑给了他更多

阅读的机会；在客观环境上，钱穆虽在许多地方任过

教，阅读的环境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清幽安静，有山水、园林之胜；在主观环境

上，钱穆失学后即矢志自学，他在热爱中国传统文

化，主张对历史怀着“温情与敬意”的同时，对西方

文明也不排斥，认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

些环境因素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总的合力，对钱穆的

阅读活动起着促进作用。

以上只是钱穆作为一名学者的个人阅读经历，

他同时也指出，读书并不一定要在一种特殊的环境

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中才能进行，社会上一般人都

能够从事阅读活动。因此对于业余读者，钱穆也推

荐过一些书目，比如：修养类：《论语》《孟子》《老

子》《庄子》为人人必读之书；欣赏类：《唐诗三百首》

《古文观止》等文学作品；博闻类：没有硬性规定，只

求自己爱读，史传、游记、科学、哲学均可；新知类：随

时在时代中求新知，如报刊、杂志等；消遣类：小说、

剧本、传奇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

梦》［５］３２６。

２ 博通精思的阅读方法
钱穆阅读广博，但如果只是一味死读而不讲究

方法，也是不行的。虽然在茫茫学海中，他缺少名师

的指导和学友的切磋，但也“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

逢光明”［５］４４９ －４５０，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阅读

方法。

２．１ 虚己从人，好学会疑
钱穆认为，读书首先要心虚，心虚有两层含义：

第一，阅读一本书，要想读有所得，首先要带着客观

的态度去了解书中的本意。“莫要自己心下先有一

个意思”，也就是不要硬将自己的意见附会到书中，

把自己的意见当成书中的意见。读书不会一看便

晓，要真正了解到书中本意，还得静下心来，跟随文

本反复不厌地看。“若骤读一本书，便要求明得种

种理，又要求于己有所得，此皆是心不静。从来读

书，亦无此速化之法。”［６］３２ －３３但在另读新书的时候，

又要暂时先将之前的阅读所得从心中除去，譬如一

无所知般，这样才会客观地看待新书中的观点。另

外，任何一本书都不会让所有人满意，阅读时要能采

其长，而不是专指其短［７］２１３。

第二，读书要从容，不能急功近利。读书时不应

先问效验，如果“只就书看书，只办此一条心”［６］３５，

熟看熟思，自然会有收获。他曾教育学生，书读多

了，积累多了，自然能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

径，这时就会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受。形之为文章，

也就必然能言之有物，能发前人之所未发［８］２６。若

只为找材料而读书、为写论文而读书，读者很容易因

为关切自己本身思考的问题，而略过书中的精华。

他还认为，“有了工夫，才能有表现”。如果把读书

当作是作文的工具，便成了表现为主，工夫为次。要

是读书只是东翻西阅，来搜求一二题目，写成一篇文

章文章，长此以往，这种风气会养成学术界一种懒且

躁的心理。“懒”是不肯静下心来，熟读精读；“躁”

则是急于成名，好出风头，掩盖前贤，凌驾古人［６］９０。

因此，钱穆也反对梁启超奖励青年好著书的观点。

如果只是为了著述而读书，对读书所得的印象决不

会很深，因为读者早已心浮气躁，所读之书，只会被

当成他著述的材料，而不肯虚心静气浸入书籍的深

渊处。如此下去，“读书”工夫会渐渐演变成“翻

书”，“那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只能领你走上无

修养、无思想的路”［６］１３９。

但是读书心虚、不把自己意见当作书中意见，并

不意味着读书无主见。古人言：“学必会疑始有

进。”书读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疑问。因此，既

不能“不敢妄议前辈”，也不能有“莫轻信前人”的想

法，这样只会深闭固拒，永无进益。钱穆曾读夏曾佑

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得益甚大，对其“仅标几要

点，多抄录事迹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实不背考据精

神”十分欣赏［２］７２，他写《先秦诸子纪年》，更改《史

记·六国年表》之误，最先受到夏氏的影响；他的

《国史》大纲在编写的目的、体例、方法以及撰史内

容等方面也多受夏曾佑著作的启发。但是钱穆对夏

氏书中的观点并不盲从，而是敢于质疑。１９３４ 年，
他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 ２０ 期上发表了《评夏曾
佑＜中国古代史 ＞》的书评，对夏曾佑的一些观点
多有批评、指责处。抗战时期，钱穆在成都齐鲁国学

研究所时，又细读其著作，列举书中错误一百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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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３ ］２６。

２．２ 先通后专，勤读精思
钱穆以史家的眼光，提出读书贵在会通。“通”

是“专”的前提，应该先通过广博的阅读打好基础，

然后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专门之学。“若

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

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

见”［９］２８３。他认为现代学术界最不好的风气，是先将

学问分成类，再把自己限在某一类中。只知专门，不

求通学。因此现在的专门家，反而不能成一家之

言［６］１５９。钱穆自身学问广博，其弟子评价他“于经史

子集、中西文化学术，无不精研穷治，博达而宏通，取

汉学、宋学之长，融考据义理为一，卓然自成一家之

言”［８］６７。他也曾教育学生，治史要识大体、观大局、

明大义，可以着重于某一断代史或某一专门史，但不

能密闭自封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

通，才能有大成就［８］１３。“通”的另一层含义是不能

断章取义，在没有整体了解的情况下妄下结论。如

读《论语》时，只抓住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一言半句，不看看孔子

《论语》二十篇剩下的内容又说了什么，便批评其都

是封建糟粕；读历史时，看到只言片语，却不再问整

个《二十四史》都记载了哪些内容，便只说中国历史

专制、不民主、顽固、不开通，这样得到的对孔子思想

与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只能是“己见”而已［６］３６。

钱穆也赞同朱子“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的看法，博览的前提是在具体阅读某一本书时，要熟

读精思。“当知只有看一书彻了，才是博极群书法，

亦才是学穷精微法。连一书都看不彻，遑论其

他”［６］４０。有些经典著作，像《史记》《汉书》《资治通

鉴》等，读一两遍是不行的，要反复读，读熟。与其

十本书只读一遍，不如把一本书读十遍。读书时要

善于思考，首先要注重时代背景的分析。他在 １９２６
年出版的《论语要略》中指出：“求识孔子之为人，不

可不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在《墨子》一书中又指出：

“要了解墨学的起源，不可不知墨子时代学术界的

情形。”［３］６３其次，读书先读人。每一本书的背后都

有其作者，只有了解每一本书的作者，才能懂得书中

所蕴含的活的精神。如果只是把书当作一堆堆材料

看，不能看到书中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就失去了

阅读的意义与价值［１０］１ １。最后，不动笔墨不读书。

钱穆教育学生读书时遇到惬意处要加以笔录，但最

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

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

步的研究［８］１２８。

除了虚己从人、好学会疑和先通后专、勤读精

思，在阅读方法上钱穆还提出了一套独到的“读书

如游山”理论。他认为，在观赏风景时，只有一心用

在山水之间，方能乘兴之所至；读书便有如游山一

般，只要专心致志，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阅

读的乐趣。另外，登山时拾级而上，每登临一山峰，

俯视山下，都会有不同的景象，殆至顶峰，然后方能

领略一个全新的境界，方能“一览众山小”。读书也

应如登山一般，随着读书越多，思考的问题越多，就

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进入不同的思想境界，不至

沾沾自喜于一隅之得，死守在一个狭窄的天地

里［８］２８。最后，登山时，不能只是一路往上爬，总要

爬一段便回过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是跑到山顶的

时候。做学术也要经常回顾，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

象［１０］１４，“只是向前趱，亦是心不静。懂得向后反复，

才有基址可守，才有业绩可成”［６］３７。

３ 有用于世的阅读动机
阅读动机是读者从事阅读活动的动因，是为了

满足读者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有了阅读需要，才

能产生阅读的欲望，才能寻找和选择到具体的阅读

对象，形成明确的阅读目的，产生强烈的阅读动机和

浓厚的阅读兴趣，推动读者进行阅读［１］１６１。钱穆的

阅读动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有益于身，有用于世。

３．１ 有益于身
钱穆认为，对个人来说，读书不能专为谋生，更

重要的在于懂得如何培养生活情趣、提高人生境界。

在书中可以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

深，能够成为读者的榜样。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

中遇见的人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过了长时间

的考验得以保留至今［５］３２０。他在《灵魂与心》中说

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

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

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挥莫大之作用。

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

神。”比如，孔子的自然生命虽然在两千五百年以

前，但孔子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却延续至今。钱穆

年轻时曾随意翻书，但是他以曾国藩为榜样，曾文正

家训教人读书要从头读到尾，不能随意翻阅，不能半

途终止，钱穆即改正此不良习惯，“凡遇一书必从头

到尾读”［２］７５。

此外，他还指出，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明白做人

的道理。为学与做人，是一事之两面。一方面，如果

一个人做人的条件不够，那么他所做的学问，便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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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更高的境界；另一方面，训练一个人做学问，同

时也是在训练他做人，如虚心、肯负责、有恒、淡泊名

利等，这些都属于人的品性。具备了这些品性，才能

做一个理想的人，才能做出理想的学问。真做学问，

则必须同时训练此种种德性。若忽略了此一面，便

不能真正达到那一面［８］２０５。

３．２ 有用于世
钱穆出生于 １８９５ 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一

年，因此，他的一生一直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

相始终，他的读书与治学始终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忧

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挚情感。他强调读书

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

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

是第二流”［９］２６５，“第一流”与“第二流”的差别就在

于能不能经世致用，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他批

评当时的读书风气还脱离不了极狭的门户之见，只

看重在小节目上的训诂与考据，而看轻从学问大体

上来求得大义的融会与贯通。若只为学术而学术，

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成为“博士”，不能成为“士大

夫”。因为士大夫能够从书中读得义理，为社会

所用［６］９３。

钱穆致用的阅读观也推动着他知行合一，身体

力行。当时国难深重，国人对本国历史文化自信心

全无，钱穆深感不平，他是怀着维护祖国文化、挽救

民族危机的宏愿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他撰写《国史

大纲》，是为了“重明中华史学”，“本不愿急切成

书，特以国难桭触，不自抑制耳”［８］１７；抗战时期，他

的著述演讲每“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

感情，振奋军民士气”；他还呼吁加强国民历史教

育，认为国史教育的意义，首先应使国民认识到本国

已往历史的真正价值，从而启发国民具有文化意味

的爱国精神，同时培养深厚的奋发复兴的想象与抱

负［７］１５９；为了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弘扬中国文化，他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办新亚书院，除授课外，又面

向社会开办一系列文化学术讲座，阐扬中国文化精

神。他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宏道为

己任”的优良传统，也激励着后人为弘扬中华传统

而奋斗。

钱穆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阅读

观，通过对钱穆阅读观的探析，我们可以感受到以钱

穆为代表的那一辈学人读书治学的严谨以及阅读背

后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读书观虽然大多是从做学

问着眼而提出的一些读书要求和见地，但是对于启

发普通读者树立自己的阅读观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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