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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教育要教什么，我认为简单地说，就是教三件事：怎么读书；怎么

写论文；怎么思考。延展一下，像我的学科——社会学，还教怎么做社会调查，

自然科学则要教大家怎么做实验，这样加起来就是五件事了。后两件事我不准备

在这儿谈，有些我也不懂；有些说起来时间不够，比如怎么写论文。所以在这儿

就谈两件事：一是怎么读书，二是怎么思考。其实这倒应了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就是在为这两句话做注脚，谈谈具体来说

怎么读书，怎么思考。 

怎么读书呢？我想从不喜欢读书开始谈起，我觉得我所见到的情况，无论小

范围还是大范围，都不怎么令我满意。整个来说，和其他民族比较起来，我们这

个民族现在不太爱读书。对此我和很多人交流过，和在外面做教授、做学生的人

都交流过，大家有个共同的判断：中国人不太爱读书。虽然我们受教育的平均程

度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所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

比其他大国少不了很多。但是从图书的销售上看，我们和人家相差很多，我们的

畅销书都不能称其为畅销书，畅销书都要达到几十万、上百万，我们这样的畅销

书几乎没有。一些好书，包括一些国际知名的著作，在国外动辄可以卖几十万册，

在我们这里只能卖一两万。有一本书非常好，叫《钢铁、细菌与大炮》，在美国

卖几十万册，我向同学推荐，没有一个人看完不说好。但这本书在我们这儿只能

卖一两万。再举个例子，看人家日本的地铁里，等车的所有人都拿着书看，车来

了以后，上车的上车，下车的下车，很拥挤，相互把位置调整调整，从兜里拿出

书报继续看，一个车厢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站台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

对比而言，我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看法，我们不大爱读书。 

人跟人不一样，不是人人都爱读书。有些喜欢做实际的事情，比如采购员、

商人，他们不一定爱读书，也未必需要，是吧。但就连我们大学当中，就连我们

名牌大学当中，我所看到的读书的情况也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我在学校呆的时间

不多，北大２年，人大５年，７年当中教过５门课；在我教每门课的时候，我把



我读过的自认为很好的书，令我激动的书介绍给同学的时候，我很少能看到同学

们读书的势头令我感觉到后生可畏，马上可以超过我。我自己连高中都没读过，

我插队插了八年半，进了大学以后读了一年半，开始考研究生，我读研究生时我

们读书的干劲是我们的老师们远远赶不上的。我们那时候学力是很低的，但我们

热爱读书，有干劲。教书的七年来我只见到一个学生，在我教“生物学对社会科

学的启示”的时候，感觉这个学生读这路书有点痴迷了，很快我读的书他差不多

都读了，我们能对上话。这以后他经常从网上下载一些英美学术刊物上关于社会

学与生物学交叉的新成果发过来，我很受益。我就碰到这么一个学生。我非常高

兴，也非常失落，这样的学生怎么就碰到一个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全国上下，

包括我们名牌学校的学生，我看不到他们热爱读书，这是最使我悲哀的事情。 

什么原因呢？中等教育是祸根之一：我们的中等教育不但没有激发，相反挫

伤了大家的读书兴趣。我们学的东西太狭窄了，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被动

地去重复，去记忆。而且，在这个过于狭窄的领域中又逼迫同学们用力过猛。狭

窄、单调而且用力过猛，最后造成学生们厌学。这是我首先想到的理由，这个理

由我想是成立的，但是充分吗？我怀疑。日本的中学教育也非常的残酷，听说日

本的厕所里面都写了很多考题，比如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湖是……？准备

高考已经到了如此残酷的程度，同学进了大学以后，第一年也是要松一松、歇一

歇。可是日本民族，包括他们高校的同学仍然热爱读书，从地铁上看到的现象不

会欺骗我们，足以证明这个民族热爱读书。所以我感觉刚才那个理由是成立的，

但绝对不充分。还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大学教育专业化太早，而后还是大家学

的东西狭窄、单调，同学没有较多的选择余地。这是我猜想的又一个原因。还有

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氛围太过功利，不重视主体自身的乐趣，不重视开

发主体阅读的兴趣，这种氛围之下人们动辄要发问：这有什么用？能帮我找工作？

能帮我升官？能帮我赚钱？对不住，往往都不能。很多人类的文化精品不能帮你

这个忙。当前社会氛围急功近利、实用主义。这三个原因结合起来使我们无法建

立起读书的兴趣。我想说，即使不做学术工作，如果你最终没有养成对读书的热

爱也是很遗憾的，我觉得你人生当中少了很多乐趣。而你如果以后想做学术，我

以为是绝对做不好的。我说你最好改行。活着的乐趣不都是读书，而多个乐趣是

很好的事情，虽然无此乐趣也不影响你活着，但如果还想做学问，绝不可能做好。

我相信在座的有些同学今后还想做学问，而其他的人能喜欢读书也是不错的事情。

如果还有这样的念头的话，亡羊补牢，赶紧去培养读书的乐趣。 

又到了快要考博的时候了，各地的学生发 Email 跟我联络，他们在选择要不

要考我的研究生，我也在选择要不要带他。不是看着特别合适的人我一般泼冷水，



我说你别报我了。我希望我所培养的学生博览群书。所以在我这儿就是要劝告你

们博览群书。因为只有经过广泛的阅读你才能够发现你自己，知道自己读书的乐

趣、研究的乐趣在什么地方。此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起读书乐趣？是因为我们

的教育太狭窄，是因为让我们看的书都是服务于“科举”的。那么要开发大家的

乐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有选择的自由，能接触各种类型、风格的图书，

在这样宽泛的阅读当中，一个人才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起自己的读书兴趣。

一上来就太狭窄、单调，可能只有小概率的人能和这样的书目对上路子，大多数

人可能就会厌学。 

在这一个阶段应该博览群书的第二个道理是早期不开发，日后你喜欢的读书

范围一定是狭小的。到了４０岁，接触到了此前你没有接触过的图书、没有接触

过的领域，你就可能读不下去，觉得索然无味。读书兴趣的培养跟生理上的一些

其他的喜好的养成很相似。你的食谱有多宽？你喜欢吃多少样东西？是不是偏食？

大家知道牛奶的养分非常高，也并不太贵，因此西方人牛奶的摄取量非常大，一

天喝一公斤甚至更多，不分时段，早晚都可以喝。可我们中国人不成，我们只有

一部分人能够消化牛奶，很多人喝多了腹泻。为什么呢？不完全是先天的，很多

是后天的原因。我们胃里缺少一种酶，小的时候多喝牛奶，就能够开发这种酶。

如果小时候不怎么喝牛奶，到年岁很大时再喝，胃里就没有能够消化牛奶的酶。

读书兴趣的培养也是一个道理，小时候如果不开发广阔的兴趣范围，大了就费劲

了。童子功是非常之要紧的。有一次我去哈尔滨，参加农场总局成立２０周年庆

典。有人接站，上了一辆小面包车。在车上司机说：我是车队队长。多年不开车

了，负责调度。今天我正喝酒呢，喝了二十多瓶啤酒了，忽然来了电话说找不着

司机了，叫我安排。怎么办？我出车吧。我一听就觉得今天可是倒霉了，一个喝

了二十多瓶啤酒的人给我们开车。他接着开始吹牛，说他从１６岁开始开车。车

上坐着的“侃爷”周孝正老师，马上跟我们打了眼色说没事，绝对安全，人家童

子功。果然人家车开得极其利索，一点事都没有。这就是童子功。所以你要现在

开发读书乐趣，实在是够晚的了，你现在还不开发就完了，就废了，开发不出来

了。 

博览群书的第三个道理是，如果一个人读书的兴趣太窄了，写的书没人愿意

看。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

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专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

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和我有交

往，我这样一个幼年断学的人在杂学上还要胜过他们几筹。知识面太窄了，书写

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跟国外的经济学家比起来，差太多了。 



下面谈一点点怎么读书。读书是要记笔记的，因为你是专业读书的，你不是

爱好者，至少今天你不是。笔记怎么做？笔记是给自己做的，自己能看懂就行。

笔记可以记得极其简短。家里人看不懂，老师也看不懂，不要紧，是给自己不是

给别人记的。笔记实际上是一个索引，看到两个字，哦，他说的是这个观点，就

行了。或者再加个页码，在这本书某页，日后要引用，要深入思考，把那本书拿

来翻到那一页，就行了。绝对要记笔记，这句话你要切记。再说一点，读书读完

以后要和人交流，要经常去卖弄，跟别人吹牛。这是非常好的，这样能帮助你记

住书里面的东西。你给人讲的时候你可不是拿书给人家念，会不知不觉地加进你

的思考，至少加进你所强调的东西。这样有助于将书中的内容跟你的思想融合。

你当时能从脑子里拎出什么东西来，肯定无意识中进行了筛选，那是你最喜欢的

东西，你喜欢的东西你才能牢牢地记住。读书能正确理解更好。其实正确理解谈

何容易，大师的门徒们一向都是有分歧的，谁的意见最正确啊，很难说。理解得

正确也好，有一点误读也不要紧。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开发你的心智、开发你的思

想，读了以后跟作者的认识完全一样，第一没有可能，第二也没有意义。要都是

这样，人类的思想就不会发展和拓宽了，一个好的思想激发了杰出的少年，他们

受到激发以后将这思想稍微变异了一下，思想就是如此发展的。所以重要的是受

书的启发产生一些新的念头，是不是正确理解不是最重要的。读研究生的时候一

年应该读多少书呢？我想得七八十本，当然不算过手的。过手的书要达到一百多

本，通读的要七八十本。七八十本可以包括小说的，包括你个人的一些特殊的爱

好，比如你喜欢的诗词，都可以的，但我想一年读的书总得要七八十本。不读七

八十本书你算干什么的？你不是职业读书吗？ 

读书就说到这儿，下面转向另一个主题：思考。社会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

是一个个解释系统，解释我们的社会，解释我们的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的任

务是解释世界，我们的任务是改变世界。我们这等侏儒没有这种雄心壮志，至少

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我所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好已经很不错了，那就是解释社会。

我们即使能改变这个社会，影响这个社会，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于我们不该抱

那样的奢望。我不想极大地改变世界，我不相信极大地改变世界以后能够带来一

个全新的、美好的世界。我只能抱着慢慢来的这样一种态度，这就是我跟马克思

的不同，这就是我为什么只能做一个所谓哲学家、所谓侏儒，去解释世界。再者，

这也是我的角色决定的，有的人的角色可能更直接地影响社会，比如政治家、官

僚，乃至大商人，而我只是一个学者。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日后可能也只是一个学

者。我们的角色就是要解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解释并非不是一种参与，解释

并非不能影响这个社会，但是你也不要对解释抱以过大的期望，以为它会很快影



响这个社会。不可能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解释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怎么发育出解

释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会思考。 

我说要从解释你身边的生活开始，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学习思考，要学会解释

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疑团。你要对你周边的日常生活有好奇心，要问为什

么。可能你跟你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你除了活着以外还会经常好奇和提问：哎，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周围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可以诱发我们

去思考、去解释。比如家里的状况，你来到世界上的最先目睹最先感受的小环境；

比如你亲属的谋生之道，他们靠什么活着；他们怎么有的人下岗了；他们之间是

有差别的，在职业上，在社会地位上。在你记忆中你的家庭消费在这二十年来的

变化，这种变化怎么样发生的，和大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生活在农村，

故事会更多。因为一个村落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在农村会目睹形形色色的

生存方式。在城市互相关起门来，互相了解很少，在农村因为有很大的透明度，

你从小就会接触到很多的纠纷，你会看到分家，看到村庄政治，看到要选举了，

村里人在争夺权力，这是城市里的少年绝对看不到的，你不想看都会不知不觉地

听到看到。现在你来到学校了，周围的日常生活仍然有望成为你的思考对象。比

如，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为什么要有手机呢？座机解决不了你的信息沟通？说

手机方便，真的有那么多要紧的事没有它就不成，没有的事。可能发短信真的很

方便很便宜，但方便、便宜诱使你发了很多很多短信，加在一起钱也不少。我相

信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非常耐人寻味，非常有琢磨头，不是像每个人张嘴就说

出的那样。社会上自欺欺人的事比比皆是，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我说要从日常生

活去学会思考、学会思想、学会解释。因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去解释世界，

首先要从解释周边开始培养这个能力。如果你解释周边的能力远远逊色于你的同

龄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解释世界，见鬼吧，你不可能解释好。 

我讲的这个小题目是思考、思想。要这样培育自己的思考能力、思想能力。

现在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是和生活是脱离的、割裂的，不相干的，这很遗憾。

那些大思想家们的思考、研究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是是融于一体的。他们的研究、

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谋生的差事，那是另一种

境界的东西。对他来说，那是跟他的生存完全一体的，甚至于是他生存的核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像天职一样的东西，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当然包括他日常生活，

去发现信息，去提出问题，将生活和学术融为一体。他的很多基础感受依赖于生

活给他的刺激。 



再给大家说一个培养思想能力的小手段：记笔记。读书记笔记似乎平常，但

观察周围的事情有什么想法记笔记，多数同学恐怕就想象不到了。要记笔记，要

深入去想一些事，一些小事，然后记笔记。那些东西是很珍贵的，是你思想成长

的轨迹，你记下你怎么想的，你再想的时候就像登台阶一样走得更高了，而不是

像拉磨一样在转圈。实际上由于高度分工，现代人的生活接触面是不大的，甚至

非常狭小，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是非常珍贵的；而我们所特别强调的是，要从

这个方面开始思想、开始思考。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记两本笔记，一本是读书笔记，一本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

思考所做的笔记。这两个东西是相互对照、相互促进的。你对书本理论学得越多、

理解得越深，你就能在观察周围的生活时有更深的理解，跟没有读过那么多理论

的同龄人比起来，对生活的解释就不一样。反过来说，你对日常生活观察得越细

致越深入，积累了很多心得，回过头来再读那些理论著作，你的理解同没有对生

活做细致思考的人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它也会帮助你读懂很多书，帮助你和

一些书产生共鸣。因为你有感受，你对社会的诸如公平问题、正义问题有很深的

体会，你的体会和著者的理论是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的。这两者构成了你的学术档

案。这个学术档案越装越多，你读了几百本书了，你对日常生活有好多好多思考，

二者融合在一起，一个人的思想学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问 答 

问：有人说，要少读书多思考，您认为跟您的思想有冲突吗？ 

答：圣人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大概要读多少本书，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我自己的感觉是

你们读书没有进入高度亢奋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读书少，如果你读书已经痴迷了，

可能才谈得到不要读过了头，读与想要匹配，还是孔子那句话：“思而不学则殆。”

我们读书离饱和程度都差得远。但读书有没有一个最佳数量，我觉得是有的。比

如说我是属于中等程度的一个人，我读起书来是很疯狂的，比如我在这儿呆了一

个月，读书已经超过３０本了，我现在每天去图书馆，一次借两三本。这３０天

过手了一遍《史记》，过手了半部《汉书》。但我始终觉得我不适合于读太多的

书，比如说要是我读了陈寅恪先生那么多书，我可能就傻了。你得看自己记忆的

容量，但我觉得同学们中多数人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一个月读了３

０多本书。我在这就没碰到几个同学跟我交流书，比如关于消费课程方面的书。

没有，见不到这样的同学。 



问：您分析了中国人不喜欢读书的原因，但分析原因没有多大启发性。如果

读书是快乐的，我觉得您的重点应该是说读书有哪些快乐引导人认识他原来认为

不快乐的读书事实上是快乐的。 

答：这个事我没有必要鼓吹，没有必要做广告。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滋

味，你要尝一口。而过去光让你吃苹果了，我说的是你要有选择自由，先要摆出

另一些品种的水果。喜欢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一种吸引与被

吸引。我向你讲半天梨子也很好吃，描述那滋味，有用吗？ 

问：您强调读书的数量，但未详细说到读书的结构，即博与专的问题、兴趣

与专业的问题、精读与细读的问题。还有，书指什么？包括报纸杂志、网络文章

吗？ 

答：不包括。问题问得很好。我前面说了，我们专业化走得太早了。国外的

教育不是这样的，国外教育中跳槽、换专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认识自己的

兴趣事实上是有过程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格，那时候

同学们没有东张西望的余力，没有慢慢发现自己兴趣的空间，而后就盲目地进入

了专业，而这个专业又过于强化。另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功利思想的影响。早期的

阅读是应该博杂，而后“专”是没有问题的。日后你要以这个专业为饭碗，名缰

利锁之下，你岂能不专？你不要评职称吗？你不要在专业里发文章被同行承认吗？

所以专的事情是不用发愁的事情。没有绝对真理，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在一定时空

下发生的，我这种观点就是在今天这种时空下产生的。在今天这种时空下还用提

倡“专”？ 

问：您觉得做学术不是一件最奢侈的事情吗？您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您身边

学生的生存状况吗？ 

答：做学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觉得对国家、个人来说这是两件事情。在

很多硕士阶段的同学犹豫要不要读博士时候，我都会综合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

我不希望一个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同学去读博士读得那么苦，很多年也不能

独立生活、赚钱。一个人的选择是很综合的事情，不应该自私，不考虑抚育自己

的父母。对个人而言，中学毕业分流一次，你上大学了，有人没上；大学时候分

流了一次，有些人工作了，你读研究生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生的奖学金又这样的

微不足道，跟没有差不多，那样读来读去的话，你跟老同学比是最贫困的，心态

就不好了。所以对个体，做学问毫无疑问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真正做得好的学术又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本来的学术界

应该是小而精的，不应该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规模在干什么？其中很多人在忙生



存，在骗钱。金圣叹曾写过一个对子，上联是：“真读书人天下少。”学术是一

种奢侈，社会养不起太多的学术，必须少而精。 

问：近几年，人们对一些经济学家要么成为“御用学者”，要么成为利益集

团的代言人有很多看法。您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学术的

自由呢？ 

答：你从经济学家开始问，我就从经济学家开始回答你。近代经济学的鼻祖

亚当·斯密的一本书，严复翻译的是古文，《国富论》，经济学家是研究一个国

家怎么富裕的，不是研究私人如何富裕的。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只帮助企业和自己

致富，这是辱没了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问：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流行，您能评价这样一种现象吗？这种

现象是否会影响学术的纯洁性？ 

答：我们每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结合体。比如你现在是个学生，也是一个家

庭中的儿子，还是某些人的朋友。就我来说，有些人说我是个社会学家，有些人

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说什么都不要紧，学科划分都是件人为的事情，而问题

是自然的，不是拿单一学科的知识可以透视的。我算个学者吧。除了学者，我还

是个公民。我吃着学者的饭，但我同时还是个公民。我和别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

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喜怒哀乐，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的想法。我刚才不是说要从对日常生活的投入中去增长你的思考能力嘛。公共事

务与学术天然地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人的研究与公共事务相距很远，但并不

是没有关联的。这不要紧，还是有关联的，对于社会的良性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 

问：您说，学术只是解释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

是什么能够支持一个学者将其一生投入其中？学者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仅仅止于

单纯的读书兴趣，如果不能成功地参与世界的改造，一个学者的价值在哪里？ 

答：是两个动机支撑着我做学术的。我想如果只存在任何一个动机的话，都

是容易动摇的。比如你说你做学术是为了经世济民，经世济民要有实际成果，如

果你忙了几十年也没有实现经世济民，你不觉得自己的选择荒诞吗？而经世济民

是要有条件的，建议、方案，是要被采纳才有效果的。你不是实践者，你不是掌

权者，如果你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很小，你当初还愿不愿意进来做这件事情。所

以说这位同学说经世济民应该是学者的最主要动力，我要给你泼冷水，你要是抱

持这样一个动机，并且是强烈而单一的动机的话，很可能你最不容易持续下去。

如果智力足够的话，你应该看到学术研究能够经世济民的概率很小，那你还要不



要做？而我说，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支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智力游戏，是

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贡献实现不实现到社会层面上都可以。思想领域

的人为社会思想库提供一点东西，这个思想库会在明天或者遥远的未来反馈给社

会。你的思想被加入到文化库、思想库里面，跟别的因子一起发酵，然后反馈给

社会。一个人如果只为学术而学术，不关注养育你的社会，那是没有良心，但如

果仅为经世济民作学术，这人大约弱智，根本看不到如何实现，还干什么呀。我

觉得有上述两个动机，才能持久下去。只是经世济民，学术将是单薄的。只有关

心非功利的学术，兴趣才是广博的，视角才是宽阔的。有些东西好像没什么用，

然而在你关心了以后，你的本领不知不觉大了，你解释社会的能力强了。就说此

前刚刚去世不久的我们社会学界的老权威费孝通，至今为止我对他没有过一句话

的评论。他刚去世的时候，我接到《南方周末》的电话，想让我说几句话。我说：

我不说，我现在说是不厚道，人刚去世，我对他发微词不好。我觉得他是悲剧人

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

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

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

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这是很遗憾的。

他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个学生、他的同学利奇争论过，他说他的旨趣不在于认

识文化的普遍规律，只在于中国，在于寻找中国的富裕之路。他自己说，有一段

时间他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他为什么会这

样？因为研究不允许做了。而如果研究不仅为效果，更因为热爱，为学术而学术

的话，不允许做、没有用途，仍然可能喜欢做，不是为社会做，仍然会为自己做。

在为学术而学术上，他比不了潘光旦。 

问：当读某一本经典著作时，由于读者的理解能力有限而产生诸多困难，甚

至第一章就难以理解，您有何建议？ 

答：循序渐进。先从能看懂的开始看，要是一点都看不懂就先放下。没别的

好办法。 

问：您知道在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是什么书吗？ 

答：不知道。但我知道西方人在交通道路方面比中国人要明智，很多人自己

先开车，然后换乘火车、地铁。他们因为知道每天要在车上度过几十分钟，所以

他们通常是有备而来，不是偶然地读书，偶然地读报。有备而来跟偶尔为之就大

不一样。 

问：英国有句谚语：“有学问无阅历，不如有阅历无学问”。老师怎么看？ 



答：这谚语从中国语言里可以找到许多近似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

达即文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还说过一句话，跟这句话更相似，

“行有余而学文。”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对这样的人非常

尊重。我不是很看得起对世事没有什么感觉的书呆子。但是个人是极其有限的，

一个人只能亲历一段时间，而如果读过书就可以了解其他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这

种经历跟你亲身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亲身经历是深刻的、直接的、全方位感受的，

但是非常有限的，而读书，虽然不是直接的、亲身的，但如果你对上下五千年有

一定的了解，并能与你切身的一小段深刻理解结合起来的话，你就挺厉害的了。

反之，二者相背不能结合的话，你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你在你有限的时

空里，游刃有余，你活得可以说有血有肉，对得起你的父母亲朋。但是我们人类

是一种有历史的动物，不是生活在瞬间，我们因为有历史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感

觉，也因为有历史、有文化积累而变得格外的智慧。所以你要完全离开了这些东

西，离开了书，大概很遗憾。 

问：您对学术界打假怎么看？ 

答：这些活动挺好的，但我看来这些事情对于改善学术界、净化学术界，是

小打小闹、杯水车薪，没什么用。根本大问题没有解决，打假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中国的假冒商品能靠王海来解决吗？根本不行。虽然不行，但是这些个体的行为

是道德的，正义的。 

问：您对大学的事情怎么看？ 

答：学术界的事情，走到今天已经令我失望到极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比如我曾经认为应该教授治校、学术民主化，现在我放弃了这个主张。十年前这

么做还可以，十年后很多学校——我们学校还算好的——教授团已经污七八糟

了，过半的人根本不可以当教授；还有拉帮结派的现象，一个系半数教师是首领

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谈什么教授治校了。如果一个系已经被大量不称

职的人占据，你问我这个系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多院系都是已经无可

救药了。中国的事情不能细看，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见林不见木，我们

也可能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吧。不能细看，包括教师，也包括同学们。同学们是

最无辜的，不管你们犯了多么严重的过错，比如在我们课堂上，我的课上经常有

三四个人迟到，这是我在北大人大都是没有感受过的。这事也不全是同学们的错，

对不对？你们都长这么大了，怎么这样啊，还不是一些教师给惯出来的。比如于

老师那天跟我说，北大毕业的一个天才少年，正在香港读书，前几天来看他。于

老师跟我说这孩子上他的课呀，一次都没来过，然后考试不知道怎么的，考了个



第四名，真有天分。我说，他一次不来你还给他分啊？要是我早就叫他滚蛋了。

他不来上课就是教师们惯出来的，我这个课迟到还算好呢。这堂课过了３０分钟

一个同学刚来，下堂课还是这样，讲过几次没用，下次还这样。你是在侮辱你自

己，还是在侮辱我呀？我在美国念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所以我说细处不

能看，细处真的不能看。我们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神圣

感。我在这里呆了五十多年，我看到了我们社会的若干细部，就这样我们能在世

界民族之林里获得领先地位？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看到自己有起色的地方，是吧？

可能外面的人更能看到，因为外面人会跟你以前比。但是内部人看到很多细节是

无可救药的，是悲哀的，有什么办法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