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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6_9D_A8_

E5_AE_87_E5_86_A0__c122_485298.htm 杨宇冠江苏东台人，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曾为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

，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联合国预防犯罪处官员 做学问不

可以不读书，这就应当挑一些好书。什么是好书，并无统一

标准，我以为，除了根据各人的专业、兴趣和能力读书之外

，还要读如下几类书： ■读一些中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历史

、文化方面的名著： 历史类：《史记》、《汉书》、《资治

通鉴》、《世界通史》、《罗马史》、《欧洲史》 文学类：

《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

及世界名人的著作 政治类：《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法的精神》 ■读本专

业内国外学者撰写的著作，注意最好要读原文，不宜读经过

翻译的作品。如果实在找不到原文，也只好读翻译的作品，

但有机会还是要与原文对照读 以前出书不容易，所以写书的

人不容易；现在出书容易了，所以读书的人不容易。什么人

都能写书，什么人都能出书，挑选到合适的书很不容易。当

然，人人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除了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之外

大家都可以写书和出书。但是，有些书内容空洞，或者是攒

来的、抄来的，翻来的，甚至抄错了的，翻错了的都有可能

。如此，学生买了或读不值得读的书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和金钱，而且可能带来错误的认识。 有些书宜精读，有些书

宜泛读。专业教科书和外语书应精读。精读就是要完全读懂



并变成自己的知识，以外语书为例，最好能全部背下来，如

果不行，也要做到能听懂、看懂、能以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

。 读书一定要包括书中的注释，通过注释扩大知识面，如有

可能将每个注释，起码是重要注释，所引用的书和文章找出

来读。 读书宜一鼓作气。根据自身的能力，中文书每天读五

十页至一百页是有可能的，外语书每周学一课也是有可能的

。一定要坚持把一本书读完，不能隔很长时间再重新开始，

学外语尤其要一气拿下！ 读书的时间根据自己的习惯调整，

平均每天可以达六小时左右。总体上说，在校学生的主要任

务就是读书，因此除了必要的休息、锻炼身体和日常生活的

时间之外，主要时间都应当花在读书上。 好的书，值得读几

年甚至收藏的，应当买下来读，不宜读复印本；只读一时的

书则可以在图书馆借阅。 我读的书比较杂，最近几年常读德

语教科书、医学类书、动物方面的书、武侠小说书，其他杂

书。专业方面主要读国外的专业书。我自己写的书之中常读

的只有两本：《人权法》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我

读专业书的方法是“中书外读、外书中读”。以《人权法》

为例，我读每一句时会考虑这一句外语如何表达。读外语专

业书时要想这句中文怎么表达。这样读书很累，但印象比较

深。 读书一定要使劲记住，专业的书通常比较抽象，读起来

很难，读书后一定要记在头脑中，不能读过以后不知所云。

但有些书本身就是不知所云，如果一本中文法学方面的书，

大部分人都读不懂，这种书不读也罢。 在法学方面，我判断

一本书是否值得读，通常先看目录，如果目录就不知所云，

就不读； 其次根据书中的用词、造句看作者通不通，如果书

中有若干《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的词，而且不是本专业内



的常用术语，那么这种书可不读； 再次看句子，如果书中常

有莫名其妙的句子，甚至不符合中文语法习惯的句子，也不

能读； 如果看完两三页以后还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则不继

续读； 如果该有注解的地方没有注解，不该注解的地方有注

解，或者注解不规范，也不读； 如果发现书中错误较多，无

论是水平错误，还是笔误，则不宜读下去。 来源: 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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