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汇总8篇)
军训心得是对自我认知和自我提升的一个总结，它让我们更
加清楚自己在军训中的定位和角色。军训是我大学生活中最
具挑战性和有意义的一段经历。在军训中，我学到了许多关
于纪律、团结和合作的重要课程。通过军训，我变得更加坚
强和自信，也培养了自律和自立的能力。军训是我成长的见
证，它让我懂得了与人为善、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对我未来
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一

如果世界是一首歌，四季就是每一个跳动的音符，动物们就
是每一个节拍，大自然就是那支神奇的笔，它们共同谱写着
美妙的旋律。

听，燕子的歌声，它们哼唱出了春天的故事;看，树上的鸣蝉，
这是夏天的目光;听，落叶“沙沙”飘落的声音，这是秋天的
歌声;瞧，洁白的雪花，那是童话中的精灵吧!

人，自然，动物，是好朋友，让我们一起谱写这美妙的四季
之歌!人，自然，动物，是地球的精华，是天地间的灵物!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二

昨天我和妈妈一起去北京图书馆买老师推荐的《森林报》和
《感恩朋友》两本书，我在书店里先翻了几页，觉得很好看，
于是回到家就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的作者生动有趣的讲述了
“一年四季动物的习性和植物的现象”。

我看了这本书有了不少的收获，知道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例
如，秋天的最后一窝兔子叫作“落叶兔”，夏天花开草长、
春天万物复苏，还有杜鹃鸟很懒，总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



鸟窝里去，让别的鸟来孵自己的蛋，然后小杜鹃长大后就飞
走了……。

这本《森林报》分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自然变化，
来描述自然现象，写得很生动，就像一幅幅鲜活的语言画一
样，将我带入不同季节。它将我带到冬天，冬天的语言画让
我感到冬天的寒冷，就像要穿棉袄一样，冬天地上白皑皑的，
天上也不断飘下美丽的雪花。看到夏天的语言画我就觉得要
吃几支冰棍，闷热的想脱衣服。我仿佛看见夏天琴鸟正在比
赛，秋天侯鸟都飞向南方，地上都是落叶，好像将夏天的美
丽带走了一样，春天万物复苏，那一片森林里又充满了春机
盎然，欢快的声音。

我随着作者妙笔生花的语言画经历了一年四季的大自然的变
化，这让我知道森林中的动物和植物都是随着春夏秋冬一年
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其实人和动植物一样也是随着一年
四季的变化而变化，冬天是收藏的季节，也是太阳偷懒的季
节，所以白天短，黑夜长。聪明的大树早就在秋天掉光了消
耗树能量的树叶，用少许的能量来保存自己的身体，以顺利
度过严赛的冬天，动物为了保存能量采取冬眠来抵抗寒冷进
入了漫长的冬眠，人们也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来保存自己的能
量，并吃起腊八粥等补品来增加营养强壮体质，以抵御严赛
的冬天。人们和森林中的动植物一样都在收藏自己的生命能
量，也盼望着春天的阳光等太阳回到世间所有的动物将重新
恢复勃勃生机。所以人们在冬季结束之时，要用春节方式来
迎接和庆祝春天的到来，也开始出洞了。人们常说“一年在
季在于春”，人们在春天里互相祝愿恭喜发财，诸事吉祥，
这就像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等待着来年的丰收，这就是
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部分（150字）



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忙碌，这让
我们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迷茫。然而，文学作品与心灵的相
遇可以让我们寻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和力量。最近，我读了
一本名为《森林报春》的小说，它给了我深刻的触动和思考。
本文将从情感的释放、人生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
人之间的亲情展开论述，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情感的释放（250字）

《森林报春》是一部由王安忆女士所著的长篇小说，塑造了
一群性格各异、追求自由与爱的人物形象。通过小说中的人
物和情节，我能够感受到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情感的
释放渗透到了文字中。例如，书中的男主人公林宇生活在一
个繁忙喧嚣的城市中，他艰难地追寻着内心的自由和爱情，
最终选择放弃了一切，回到了美丽的乡村。在读到这部分时，
我也感受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自由和热爱的渴望。在这个瞬
间，我的情感被释放了出来，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

第三段：人生的选择（250字）

小说中的人物们都在追寻着自己心中真正的人生选择，这也
引发了我对人生抉择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
临各种选择和困难。与书中人物不同的是，我们无法预见未
来的结局，而只有通过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来选择前进的方向。
读完《森林报春》后，我意识到人生的选择既需要理智，也
需要勇气。只有勇敢面对困难，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这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第四段：人与自然的关系（250字）

《森林报春》中的小说情节贯穿着对自然的描写和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探讨。小说中，乡村的自然景色展现出比城市更为
真实和美丽的一面，这让我深刻地反思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却时常与自然疏远，忽视了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读完这本小说后，我对于自然的珍视
和对生活的感恩更加加深了。自然给予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也应该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学会与自然相处，保护和
爱护自然。

第五段：人与人之间的亲情（300字）

在《森林报春》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也被提及了很多次。
无论是主人公与家人之间的牵挂，还是朋友之间的理解与共
处，都展现了人类之间的亲情之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
常常面临着亲情的考验和挑战。与书中人物不同的是，我们
要学会宽容和理解，以及对亲人的关爱不分条件。亲情是我
们人类一直追求和依赖的情感，而《森林报春》给了我更多
的启发和思考，让我变得更加关心和呵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结尾部分（100字）

通过阅读《森林报春》，我不仅扩宽了文学的视野，还受到
了很深入的思考和触动。情感的释放、人生的选择、人与自
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都是这本小说给予我的体验
和触动。我相信只有用心去读书，才能真正体验到文学作品
带来的力量和温暖。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四

森林报春是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以一个年轻女子森静子的成长故事为主线，深刻描
绘了日本社会的变革以及人性的弱点。通过阅读这部小说，
我深受触动，不禁思索了许多问题。以下是我对《森林报春》
的阅读心得。

其次，我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弱点和脆弱。森静子是一个内心
敏感而脆弱的女人，在婚姻的不幸和社会现实的压力下，她
逐渐迷失了自我。她曾经追求过自己的理想，却因为种种原



因放弃了。她在家庭生活中感到孤独，渴望得到关爱和理解，
但最终选择了逃避与自杀。小说中，森静子的心理变化引起
了我深深的同情和思考。每个人都有弱点和脆弱的一面，我
们应该更加关心身边的人，并用温暖和关怀来消除别人的痛
苦。

此外，小说中描绘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困境。森静子作为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面对丈夫和社会对女性角色的限
制和歧视，她一直感到束缚和无力。在那个年代，女性的地
位和权利受到严重限制，她们只能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存在。
这种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存在，我们应该
反思这种现象，争取性别平等的权利。

最后，小说中所描述的自然景色和心灵的解脱给我以启示。
森静子在人生的低谷中逃到了山中的小屋，那里被自然包围
着，远离了喧嚣和压力。在那里，她找到了内心真正的宁静
和平和。这个场景提醒着我，我们应该放下物欲和功利心，
去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平静和安宁，真正找到自己内心的
解脱。

总之，《森林报春》是一部深刻揭示人性弱点的作品，它通
过讲述一个女子的人生故事，描述了社会的现状和人与人之
间的隔阂。在这个物欲横流、人际关系冷漠的社会，这部小
说引起了我对人性的反思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阅读，
我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多关心和理解，我们应该努力争取
性别平等，去追求内心真正的宁静和解脱。希望这部小说能
够给更多人带来启示，并推动社会的改变。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五

近日，我有幸阅读了经典童话故事《森林报春》。这是一部
由中外儿童文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深受大家喜爱。在阅读
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这个故事所传递的温暖和正能量。它
让我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唤起了我



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保护之心。

第一段：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森林报春》故事以小鹿报春的方式作为主线，通过小动物
们与大自然的互动，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和希望的故事。作
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的情节安排得非常巧妙，很容易吸
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故事中，小鹿为了能够让森林的花朵快
点开放，她决定利用自己的芬芳气息传递希望和勇气。而其
他的动物们，也为了让小鹿可以成功使花朵开放，纷纷献出
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整个故事情节从头到尾如行云流水般连
续而紧凑，让人过足了瘾。

第二段：故事的深层寓意引起思考

《森林报春》所传递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而
是在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故事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之间
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应该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而
不是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人类对自然的掠夺
性开发，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生存的环境。
这部故事引发了我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觉得我们应
该更加珍惜和保护大自然，积极采取行动保护环境。

第三段：故事情节温暖人心

《森林报春》不仅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而且温暖人心。小鹿
报春的行动，鼓舞了其他动物的勇气，让他们也加入到希望
的洪流中来。这种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情感，让人们感到
温暖和感激。在人性的底线上，我们都是温暖和善良的，这
部故事用小动物们的行动向我们传递了这个信息。它使我们
相信，在生活中，即使再困难，只要我们彼此相互扶持，就
能找到希望和力量。

第四段：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保护之心



通过阅读《森林报春》，我对大自然产生了更深厚的热爱和
保护之心。故事中，大自然和动物们都是具有生命力和感情
的存在。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
它们。没有了大自然，我们将无法生存。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应该向小动物们学习，学会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对生态系
统的破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环境保护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第五段：结语

通过阅读《森林报春》，我获得了很多的收获。这个故事不
仅扣人心弦，还让我明白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它唤
起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保护之心。希望这部经典的童话故
事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来，共同创造一
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六

阅读这本书，我发现森林是纷繁多彩、引人入胜的，森林里
到处都有惊喜和感动。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担负着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他们处在自然之中，又是
自然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训练、逃避和猎杀。
动物们要学习生活必备的本领，还要学会合作谁先发现了敌
人，就得尖叫一声，警告大家，让大家赶紧四散飞逃。要是
有一只鸟遇到祸事，大家就一起飞起来，大吵大叫，把敌人
吓退。

所有的动植物在与自然的搏斗之中成长或者消亡，他们既能
面对残酷的现实，又不忘享受生命的快乐。两只小熊上了岸，
看来倒是洗完澡挺痛快似的：火盆似的天气，他们穿着毛茸
茸的厚皮大衣，正热得要命呢!在冷水里浸了那么一下，他们
凉快多了。尽情地享受这份开心和惬意吧，生活之中或许充
满了磨难和竞争，但也充满了惊喜和快乐。



读《森小报》，也让我们体会到作者对于生命的尊重。那只
熊娃娃是个又可笑、又可爱的小家伙后来熊娃娃十分亲热地
依恋着这个小个子猎人。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正因为如此，森林里的人
们在夏日里想方设法捕捉野禽，又在冬日里给苦于觅食的禽
鸟准备粮食;在秋日里捕捉肥美的鱼儿，又在冬日里结着厚厚
冰层的河面上敲上几个冰窟窿，防止鱼儿会集体憋死。

让我们一起徜徉于森林之中，感受一切生命生长和奋斗的美，
也学会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七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每年暑假我
都会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几本书。今年暑假我看了《森林报》
春夏秋冬四个系列、《中华上下五千年》、《马小陶日
记》......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森林报》。

其实《森林报》这本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无趣，反而里
面的内容在作者的笔下显得特别生动、有趣。书中有许多活
泼可爱的小动物如：活泼可爱的松鼠、聪明伶俐的兔子、富
有爱心的母熊、歌声灵动的杜鹃、凶猛狡猾的豹子......这
些动物们它们有感情，有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为了生存而逃
避猎杀。

书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手兔子。一天，农庄的主人来找
猎人，他对猎人说：“猎人啊，我的农庄中来了一只兔子，
每天都来偷我们菜地的菜，而且我们布置的陷阱都被它破坏
和躲避过去，它总是有办法逃跑，我们怎么抓也抓不到
它。”猎人十分奇怪，心想：“他怎么连只兔子也抓不
住。”于是猎人就去了菜地观察，可是连兔子的影子都没有
见到，突然一个黑影闪过，老农连忙说：这就是那只兔子。



第二天猎人继续去菜地，他终于看清了那只兔子，发现它的
背上背着一根箭，那根箭射在了兔子的'背上，因为时间太长，
已经拔不出来了。读到这里我被兔子的聪明伶俐所吸引，更
被它顽强的生命力所感动。

《森林报》这本书不仅让我们深入探寻了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增长了许多动植物的知识了。更让我们明白了应该爱护保护
动植物，珍惜大自然的一切美好事物。

森林报阅读心得体会篇八

就人而言，各人的性情、兴趣、才能、需要不同，则各人的
读书方法，即有不同。

就读书而言，则不同学科的书籍，应有不同的读法。如读自
然科学书籍的方法与读社会科学书籍的方法，必有不同处。
又如读文学书的方法，与读史学书、哲学书的方法，亦不尽
相同。从前梁任公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选出中国
几种重要的经书和子书，提示其内容大旨，指出读每一种书
的特殊方法，更足见读书的方法，不但随人而异，而且随书
而异。

因此，一人既有一人读书的方法，一书也有一书的特别读法。
所以贵在每人自己根据他平日读书的经验，去为他自己寻求
一个最适宜、最有效率的读书方法。而每遇一种新书，我们
也要贵能考查此书的特殊性质，用一种新的读书方法去把握
它，理解它。

故本文不能精密的就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书，指示特殊的、
不同的读书方法。此事须有个别的指导，只能概括的就广义
的读书的方法，略说几句。

读书，若不是读死书的话，即是追求真实学问的工作，所谓



真实学问即是活的真理，真的知识。而真理或知识即是对于
实在或真实事物的理智的了解，思想的把握。换言之，应用
思想或理智的活动，以把握或理解真实事物，所得即为知识、
真理、学问。故读书即所以训练思想，应用理智，以求得真
实学问。读书并不是求记诵的博雅，并不是盲从古人，作书
本的奴隶。书广义讲来，有成文的书和不成文的书，对于成
文的书，用文字写出来的书，贵能用自己的思想于字里行间，
探求作者言外之意。所谓不要寻行数墨，不要以词害意。至
于不成文的书，更是晦昧难读，更是要我们能自用思想。整
个大自然，整个人生都是我们所谓不成文的书。能够直接读
这种不成文的书，所得的学问，将更为真实，更为创新，更
为灵活。须以读成文的书所得，作读不成文的书的参考。以
读不成文的书所得，供给读成文的书的指针。这样，我们就
不会读死书，这样，我们就可得真的、活的学问。中国旧日
的书生，大概就只知道有成文的书，而不知道有更广博、更
难读、更丰富而有趣味的不成文的书。更不知道读成文的书
与读不成文的书，须兼程并进，相辅相助;所以只能有书本知
识，而难于得到驾驭自然，指导人生，改革社会的真实学问。
所以无论读哪一种的书，关键在于须自己用思想。

要操真实学问，首先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确切认识。要确切认
识：真知必可见诸实行，真理必可发为应用。要明白见得：
知识必然足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学术必然足以培养我们的品
格。有了真知灼见，认识透彻了，必然不期行而自行。一件
事，知道了，见到了，真是会欲罢不能。希腊思想史家尝说：
"理论是行为的秘诀"一语，最足以代表希腊人的爱智的科学
精神。所谓"理论是行为的秘诀"，意思就是要从理论的贯通
透彻里去求行为的动力，要从学术的探讨、科学的研究里，
去求征服自然指导人生的丰功伟绩。我们要见得，伟大的事
功出于伟大的学术，善良的行为出于正确的知识。简言之，
要走上真学问纯学问的大道路，我们首先要能认识知先行后，
知主行从的道理，和孙中山先生所发挥的知难行易的学说。
必定须有了这种信念，我们才不会因为注重力行，而反对知
识，因注重实用，而反对纯粹学识，更不会因为要提倡道德



而反对知识，反对科学。反之，我们愈要力行，愈要实用，
愈要提高道德，我们愈其要追求学问，增加知识，发展科学。

求学应抱为学问而学问，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亦即学者的
态度。一个人不可因为将来目的在作实际的政治工作，因而
把学问当作工具。须知一个人处在求学的时候，便应抱学者
的态度。犹如上操场时，就应该有运动家的精神，受军事训
练时，就应有军人的气概。因为每一样事，都有其标准，有
其模范。要将一事作好，就应以模范作为鹄的。所以我们求
学就应有学者的态度，办事就应有政治家的态度。譬如，曾
国藩政治上、军事上虽说走错了道路，然而当他研究哲学时，
则尊崇宋儒，因为他认为程朱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正宗。学文
则以司马迁、韩愈为其模范，以桐城古文为其依归。治考证
学则推崇王念孙父子。他每做一门学问，就找着那一门的模
范来学。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实际工作，无论如何忙迫，但只
要有一个钟头，可以读书，则在那一个钟头内，即须作纯学
问的探讨，抱着为真理而学问的态度。要能领会学问本身的
价值，感觉学问本身的乐趣。唯有抱着这种态度，才算是真
正尊崇学术，方可以真正发挥学术的超功用之功用。

我刚才已经说过，读书，做学问贵自用思想。因为读书要能
自用思想才不会作书本的奴隶。能自用思想，则不但可以读
成文的书得益处，且进而读不成文的书，观察自然，理会人
生，也可以有学术的收获。所以我首先须要很简略的讲一点，
如何自用思想的方法。因为要知道读书的方法，不可不知道
思想的方法。

关于思想的方法，可分三方面来讨论：

(一)逻辑的方法：逻辑与数学相依为命，逻辑方法大都采自
数学方法，特别几何的方法。逻辑方法即是应用数学的方法
来研究思想的概念，来理解自然与人生的事实。逻辑方法的
目的在能给我们有普遍性、有必然性、有自发性的知识。换
言之，逻辑方法要给我们坚实可靠、颠仆不灭、内发而非外



铄的知识。必定要这种知识才够得上称为科学知识。

逻辑方法与数学方法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只问本性，不
问效用如何、目的何在、或结果好坏、满足个人欲望与否等
实用问题。只问理论的由来，不问事实上的由来，譬如，有
一三角形于此，数学不问此三角形有何用处，不问画此三角
形之人目的何在，不问此三角形是谁画的，是什么时候画的，
更不问画三角形、研究三角形有何利益、有何好的结果等。
数学只求证明三角之合必等于两直角，就是三角形之所以成
为三角形的本性或本质，就是一条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理。
所以一个人是否用逻辑方法思想，就看他是否能扫除那偶然
性的事实，摆脱实用的目的，而去探讨一物的普遍必然的本
质。

中国人平日已养成只重一物的实用、目的、效果，而不去研
究一物之本性的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上的成见或习惯如不打
破，将永远不会产生科学知识。譬如：《大学》上"物格而后
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大串推论，
就不是基于知识本质的推论，而只是由效果推效果，由功用
推功用的方法。这种说法即使是对的，但这只是效果的研究。
而效果是无必然性的，所谓成败利钝的效果，总是不可逆睹
的。由不可逆睹的效果，推不可逆睹的效果，其所得的知识
之无必然性与普遍性，可想而知。但假如不去做效果的推论，
而去做本性的探讨，就可以产生纯学术知识。譬如，对于格
物的"物"的本性，加以系统的研究，可成物理学，或自然哲
学;对于致知的知的本质，加以研究，可成为知识论;研究心
或意的本性，可成心理学;研究身的本性，可成生理学;研究
家国天下的本性，可成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由此足见要求
真学问，求纯科学知识，须注重研究本性的逻辑方法，而不
可采取只问效果的实用态度。

逻辑方法的实际应用，还有一特点：可用"据界说以思想"，"
依原则而求知"两句话包括。我们思想不能不用许多概念。我



们说话作文，不能不用很多名词。界说就是对于所用的这些
概念，或名词下定义。那是指出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包括的确
切意义，规定一个概念或名词所应有的界限范围。每一个界
说即是指出一个概念，或事物的`本性。据界说以思想，就是
我们思想中所用的概念，都是有了确定的意义，明晰的范围
的。如是庶我们的思想可以条理而有系统。界说即是规定一
物的本性，则据界说以思想即是去发挥那物的本性，而形成
纯学理的知识。一个人对于某一项学问有无学术上的贡献，
就看他对于那门学问上的重要概念有无新的界说。伟大的哲
学家就是界说大家。伟大的工厂，一切物品，皆本厂自造。
伟大的思想系统，其中所用的主要名词，皆自己创造的，自
己下过界说的。一个人能否理智的把握实在，对于自然人生
的实物的本质有无真认识，就看他能否形成足以表示事物的
本性的界说。平时我们所谓思想肤浅，说话不得要领，也就
是指思想不能把握本质，说话不能表示本质而言。单是下界
说，也就是难事。但这也许出于经验的观察，理论的分析，
直觉的颖悟，只是武断的命题。要使其界说可以在学理上成
立起来，颠扑不破，还要从各方面将此界说，发挥成为系统。
无论千言万语，都无非是发挥此界说的义蕴。总之，要能把
握事物的本性，对于事物有了明晰的概念，才能下界说。并
且要能依据界说以思想，才能构成有条理有系统的知识。

至于所谓依原则而求知，就是一方面用原则原理作指导去把
握事实，另一方面，就是整理事实，规定材料，使它们符合
原理。不以原理作指导而得的事实，或未经理智整理不符合
原理的事实，那就是道听途说，虚幻无稽，模糊影响的事实，
而不是有学理根据的科学事实。先从特殊的事实去寻求解释
此事实的普遍的原则，次依据此原则去解释其他同类的事实，
就叫做依原则而求知。我们相信一件事实，不仅因为它是事
实，乃因为它合理。我们注重原理，乃是因为原理足以管辖
事实，以简驭繁，指导事实。总之，有一事实，必须能找出
解释此事实的原则，有一原则，必须能指出符合此原理或遵
守此定律的事实。单研究事实而求不出原则，或不根据原则
而任意去盲目的尝试，胡乱的堆集事实，均不能获得科学知



识。科学的实验，就是根据理性的原则或假设，去考验事实
是否遵守此原则。

(二)体验的方法：体验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
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
解之。体验法最忌有主观的成见，贵忘怀自我，投入认识的
对象之中，而加以深切沉潜的体察。体验本身即是一种生活，
一种精神的生活，因为所谓体验即是在生活中去体验，离开
生活更无所谓体验。体验法即是教人从生活中去用思想。体
验法是要人虚心忘我，深入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命脉，以领会
欣赏其意义与价值，而不从外表去加以粗疏的描写或概观。
体验是一种细密的、深刻的、亲切的求知方法。体验即是"理
会"之意。所谓理会即是用理智去心领神会。此种方法，用来
体察人生，欣赏艺术，研究精神生活或文化创造，特别适用。
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皆出于体验。而朱子
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他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
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皆我此处所谓体验方法。

(三)玄思的方法：所谓玄思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求形而上学
的知识的方法。此种思想方法，甚为难言。最简易的讲来，
可以谓为"由全体观部分，由部分观全体"之法，也可以称为"
由形而上观形而下，由形而下观形而上"之法。只知全体，不
知部分，则陷于空洞。只知部分，不知全体，则限于支离琐
碎。必由全体以观部分，庶各部分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
不致争执矛盾。必由部分以观全体，庶可见得部分的根本所
寄，归宿所在，而不致执着一偏。全体有二义，一就复多的
统一言，全体为万殊之一本。一就对立的统一言，全体为正
反的综合，矛盾的调节。全体与部分息息相通，成为有机的
统一体。譬如，由正而反而合的矛盾进展历程，即是由部分
观全体的历程。反之，由合，由全体以解除正反的矛盾，以
复回双方应有的地位，即是从全体观部分的历程。譬如，读
一篇文字，由一字一句以表明全篇的主旨，就是由部分观全
体之法。由全篇文字的主旨，以解释一字一句应有的含义，
便是由全体观部分之法。如朱子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事物之本末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
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能由部分而达全体，由支节达贯通，
由形而下的一事一物而达形而上的全体大用。又朱子复能由
太极之理，宇宙之全，而观一事一物之理，而发现本末精粗，
条理井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这就是由全体观部分而
得到的境界。

总结起来说，我们提出的三种思想方法，第一种逻辑的方法，
可以给我们条理严密的系统，使我们不致支离散漫;第二种体
验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学问有亲切丰富的内容，而不致干
燥空疏;第三种玄思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有远大圆通的哲学识
见，而不致执着一偏。此处所谓逻辑方法完全是根据数学方
法出发，表示理性的基本作用。此处所论体验，实包含德国
治文化哲学者如狄尔泰(dilthey)等人所谓"体验"和法国柏格
森所谓直觉。此处所论玄思的方法，即是最平时最简要的叙
述一般人所谓辩证法。此种用"全部观部分"，"部分观全体"
的说法以解释辩证法，实所以发挥黑格尔"真理乃是全体"之
说的精义，同时亦即表示柏拉图认辩证法为"一中见多，多中
见一"(多指部分，一指全体)之法的原旨。这三种方法并不是
彼此孤立而无贯通处，但其相通之点，殊难简单说明。概括
讲来，玄思的方法，或真正的辨证法，实兼具有逻辑方法与
体验方法而自成为寻求形而上学的系统知识的方法。

知道了一般的思想方法，然后应用思想方法来读书，那真是
事半而功倍。

第一，应用逻辑方法来读书，就要看能否把握其所讨论的题
材的本质，并且要看著者所提出的界说，是否有系统的发挥，
所建立的原则是否有事实的根据，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有原则
作指导。如是就可以判断此书学术价值的高下。同时，我们
读一书时，亦要设法把握一书的本质或精义，依据原则，发
疑问，提假设，制范畴，用种种理智的活动以求了解此书的
内容。



第二，应用体验的方法以读书，就是首贵放弃主观的成见，
不要心粗气浮，欲速助长，要使自己沉潜浸润于书籍中，设
身处地，切己体察，优泳玩索，虚心涵泳，须用一番心情，
费一番神思，以审美、以欣赏艺术的态度，去读书。要感觉
得书之可乐可好，智慧之可爱。把读同代人的书，当作就是
在全国甚或世界学术之内去交朋友，去寻老师，与作者或国
际友人交流思想、沟通学术文化。把读古书当作尚友千古与
古人晤对的精神生活，神游冥想于故籍的宝藏里，与圣贤的
精神相交接往来，即从这种读书的体验里去理会，去反省，
去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去体验古人真意，去绍述古人绝学，
去发挥自己的心得。这就是用体验的方法去读书，也可以说
是由读书的生活去体验。用这种的读书法，其实也就是一种
涵养功夫。由此而深造有得，则其所建立的学说，所发出的
议论，自有一种深厚纯朴中正和平之气，而不致限于粗疏浅
薄偏激浮嚣。

第三，应用全体看部分，从部分看全体的方法以读书，可以
说是即是由约而博，由博返约之法。譬如，由读某人此书，
进而博涉及此人的其他著作，进而博涉及与此人有关之人的
著作(如此人的师友及其生平所最服膺的著作)皆可说是应用
由部分到全体观的方法。然后再由此人师友等的著作，以参
证、以解释此人自己的著作，而得较深一层的了解，即可说
是应用由全体观部分的方法。此外如由整个时代的文化以观
察个人的著作，由个人的著作以例证整个时代的趋势，由某
一学派的立场去观认某一家的地位，由某一家的著作以代表
某一学派的宗旨，由全书的要旨以解释一章一节，由一章一
节以发明全书的精义，均可以说是应用由全观分，由分观全，
多中见一，一中见多的玄思的方法以读书。

此法大概用来观察历史，评人论事，特别适用。因为必用此
法以治史学，方有历史的透视眼光或高瞻远瞩的识度。由部
分观全体，则对于全体的了解方亲切而具体，由全体观部分，
则对于部分的评判，方持平而切当。部分要能代表全体，例
证全体，遵从全体的规律，与全体有有机关系，则部分方不



陷于孤立、支离、散漫无统纪。全体要能决定部分，统辖部
分，指导部分，则全体方不陷于空洞、抽象、徒具形式而无
内容。

因为此种玄思的方法，根本假定著作、思想、实在，都是一
有机体，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故读书，
了解思想，把握实在，须用以全体观部分，以部分观全体的
方法。

末了，我还要说几句关于读书的价值，读书的神圣权利，和
读书的搏斗精神。

人与禽兽的区别，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根据科学的研究，
却只有两点：一、人能制造并利用工具，而禽兽不能。二、
人有文字，而禽兽没有文字。其实文字亦是一种工具：传达
思想、情感、意志，精神上人与人内在交通、传久行远的工
具。说粗浅一点，人是能读书著书的动物。故读书是划分人
与禽兽的界限，也是划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读现代的
书即所以与同时的人作精神上的沟通交谈。读古人的书即所
以承受古圣先贤的精神遗产。读书即可以享受或吸取学问思
想家多年的心血的结晶。所以读书实人类特有的神圣权利。

要想不放弃此种神圣权利，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我们惟有
努力读书。读书如登高山，非有勇气，绝不能登至山顶，接
近云霄。读书如撑船上滩，不可一刻松懈。读书如临战场，
不能战胜书籍，利用书籍，即会为书籍所役使，做书本的奴
隶。打仗失败只是武力的失败。而读书失败，就是精神的失
败。朱子说："读书须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最足以表
示这种如临战阵的读书精神，且足以作我们读书的指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