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积累读书资料技巧

一、积累读书资料的作用

读书成才．是无数点滴成功结出的果实，要想求得广博的

知识，就不能放弃对每一天，每一个阶段读书效率的追求，要

积小胜为大胜．常言道：一滴水，可谓微也，但切不可轻视那

微小的一滴水． 如若将长江大河、湖泊、海洋细细拆开，那还

不是无数个点滴吗？难怪古人写诗曰：“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

西江十八滩．“这就足以告诉入们一个道理：滴水汇集起来，其

力量是无比巨大的．

因此，广博的知识，同样地离不开平时微小的点点滴滴的

知识积累． 那种希望＂抄一条近路，，，找一条一步登天暴发成才

的道路想法，是办不到的．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说得好：“学习

当如卒过河飞为了获得做学问、干事业的真功夫、硬本领，

就应该有“过河卒“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精神，对读书知

识要一点一滴地去汲取，去汇聚，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打下

雄厚广博的知识基础．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读书人的一个深刻体会．这个

“少＂，常见有三种情况：

1读书不多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待到“用时”就自然

会感到“少”了．

2读了一些书，由于平时少用或不用．所以到了“用时”,

就不会用。因此，也恨“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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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书不少，知识也丰富，由于某些材料，日子一长记不

清因而也会出现“用时”方恨“少＂的情况．

有的人会问 ， 用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个“少”呢？那只有靠

勤学苦练去解决． 凡是读书想成才，决不是躺在安乐椅上，伸

手便可以得到的． 上述”方恨少＂的三种情况，只有后一种在勤

学苦练的前提下，采取一种办法可减少这个“少＂ 。 而这个办

法．就是靠注意积累读书知识、掌握做读书笔记、读书卡片、

剪辑报刊杂志资料等技巧．

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不仅对记忆有帮助，成为随时可查

的＂备忘录”，而且还对读书和从事研究工作有促进作用。记下

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卡片，可以分门别类地翻检储存，的确是读

书成才的好方法。它简便易行． 只要手勤心细，形成习惯，则

大有益处。

那么．怎样积累读书资料呢？邓拓曾经把读书积累知识比

作农民拣粪． 他说：“农民出门，总是随手带着粪笸，见粪就

拣。 一次拣一点，不算多， 但长期积累，肥料就可观了。”

积累读书资料．应该有农民拣粪积肥的那种劲头。读书看

报、思考问题所得到的一些启发似乎甚微． 但是如果平时

注意把它积累下来，长期坚持，集零为整，那就不愁获不到成

果。世界著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60 多

年发明创造了 1000 多项。他的成功秘诀，就是他随身带着

一个小小的本子，经常用于记录自己生活的素材。他说：“这就
等于储蓄，日积月累，脑子里储蓄多了，就能应付自如． ．

读书中，采取多摘、 多记、博采厚积、零存整取，它会不

断地充实我们的知识宅库，使之成为知识的富翁。大凡名人学

者、他的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日积月累地掌握大量的资料．

他们的独到之处，无不建筑在已有的资料基础之上． 反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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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注意从点滴知识的积累做起，那将无成千事业．

在读书过程中，运用积累读书资料的技巧有多种多样，本

章主要把怎样做读书笔记、读书卡片、剪辑报刊资料等常用的

几种积累知识技巧，分别介绍给读者，以便从中得到收益。

二、怎样做读书笔记

1 、 读书笔记的作用

革命老人徐特立，有一句读书名言：“不动笔墨不看书”。

这是他的读书经验，许多有成就的名人、专家学者，也都是这

样读书的．一个会读书的人，都深知这是读书治学的经验之

谈．

青少年朋友，当你读过一本书以后，时间一久，印象就渐

渐地模糊了， 到后来几乎全淡忘了，读了等于没有读． 这是为

什么？其主要原因， 就是读书没有做笔记，读过以后就算了所

造成的。 因为，人的记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即使你采取各种

强化手段，也难以把每天所接触的，每天所读过的书本知识全

部装进脑子里去。于是．人们在读书过程中，总结出各种各样

的方法来提高读书效率。人们总结读书经验时，总是提到读书
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所谓“手到 “，就是指要多动

笔，做好读书笔记．

善千读书的人，总是书不离笔的。例如，东汉哲学家王充

酷爱读书。那时候，还没有便于随身携带的钢笔或铅笔，为了

作笔记，他们在住房的窗台 、 书架角上安放笔砚简牍，遇到有
价值的东西就随时记下来．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他借助笔记整

理出大量的资料，终于写出了一部包括 85 篇 20 余万字的《论

衡〉〉。又如：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时，曾用了 23 年的时间，阅

读了大量的书籍。 先后从 148 本书和 49 种期刊的 23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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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了摘录、札记、提纲、图表．评论等，共达六十多万字．

他之所以这样重视做读书笔记，是因为笔记是读书的重要过

程，是学习获取知识的得力工具。 具体来说，做读书笔记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点：

(i)做读书笔记．可以激发你的思考． 人们读书往往容易性

千急，如果采取边读边做笔记，就能迫使你静下心来，去读精

读细些；读书时，如若思想闪出火花，做笔记能及时把它收集

起来；读书以后， 大脑一时理不出一个头绪时， 做笔记能帮助

你清理出要点和线索来。

＠做读书笔记，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 俗话说：“好记性不

如烂笔头”“眼过千遍不如手抄一遍入大量做读书笔记，不仅

可强化人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积累丰富的知识、开拓生活的视

野．

＠做读书笔记，可以帮助你积累资料．我们读书时，把笔

记和卡片分门别类，组成系统，使你使用时十分方便． 一且需

要使用这些知识时，方可以一查就能查到自 己所要用的资料，

从而达到左右逢濒的作用．

＠做读书笔记，是你创造的发源地． ，读书时做笔记，可以

随时把阅读时产生的创造性的思想，在笔记本上写成短文，经

过加工整理以后，就可以成为你自己的论文或作品．

2、读书笔记的种类及做法要求

＠眉批笔记。读书时， 遇到有所感受之处，或做眉批，或

做旁注，或把读书时所产生的心得、评语、异议、疑问、赞叹
等，随时写在书页的空白处， 记下自己的观点，留作日后重点

学习。对书中重要的句段下面，均可标上圆点、直线、曲线、

波浪线、双线、加框等记号，这就是眉批笔记． 该笔记简单方

便，读书时随手可以进行。既可边看，又可边做。下一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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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眉批又能起到作用，指明书中的要点，告诉你上一次读书

时有哪些体会．

(.2）提要笔记． 把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基本内容提纲掌领地

写下来．这就是提要笔记．

读书过程中，有许多书长篇累牍，看过以后不便于记忆．

怎么办？你可以采用“采花酿蜜＂的办法，提炼书中的要点。然

后，把它做在笔记本上。做这种笔记，要把原文的主要内容概

括出来．即包括原文的中心论点、律要论据、突出的论证等，

重要文章还要记述它的时代背景和它所起的作用．但是，要注

意内容的连贯性，其概括要准确，不能歪曲或改动原意，不要

把自己的看法或个人的感想掺杂在里面．

＠摘录笔记。 把书籍或文章中一些重要的观点、 精采的措

写， 或跟自己的学习、 工作思想有密切关系的重要的词句，或

数字材料，按照原文准确无误地摘录在笔记本上，这就是摘录

笔记。它通常适用于以后要研究或引用的名言、 警句、资料、

典故、数据等．

读书时，遇到名人佳句．或者生花妙笔之处，在赞叹之余

时．不妨摘录下来．这样天常日久，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鉴赏

能力和写作水平，而且在自己谈话、 作文时．引用一段，还可

以增加一些文采，加强一些说服力。 在摘录时，必须认真体会

摘录文章的上下意思，严防断章取义，要准确地记下原文， 不

能改动任何字句和标点、符号。

Q)提纲笔记。 把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分段写成

提纲， 这就是提纲笔记．

提纲笔记，它适用于较为艰深的书或文章。 读书要根据原

文，找出其内容要点，用自己的话简明扼要地写出米．以便掌

握全书的内容和逻辑结构，其效果比通读一遍还要好．做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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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一般不要抄录原文、但决不能丢掉要点． 做完笔记以

后，要与原文查对一下，看看有无片面或遗漏的地方．

＠综合笔记·一个问题、 一件事物．往往各家著书立说．

观点各说不一，众说纷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在读书时，你

就可以多找儿本书来对照学习，集思广议，博采众长。然后．

再综合成一份尽可能完善全面的材料。如果长此以往、才能使

自己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

＠心得笔记． 读完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以后，把自己的体会

和感想写下来，就是心得笔记．

读书之时，如果一有感想体会，就趁热打铁，随手做下读

后感，并把读书的心得体会写成短小的文章、札记、随笔，作

为自己日后的研究成果保存起来．它是一种比较正规的读书笔

记形式。 一篇读书心得，可以着重读一点或儿点自己感受最深

的体会也可以对其中某·-~正确观点加以补充发挥，或对某一

错误观点加以分析、评论和批判。

做心得读书笔记时，既不要盲从，认为书上的见报的就一

定是对的；也不要妄枉自大，目空一切。只有这样．才能使自

己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又可以锻炼你的独立思考能力．

＠剪贴笔记。把你在报纸、刊物上看到的好文章、好图片

剪下来，并且分好类，贴在过期的杂志或专门的大本·-f..t，设

计版面、安排布局，贴好以后在前边写上分类目录．如果经常

这样做，不仅积累了读书资料，而且还是一种有趣的工艺劳

动．

＠课堂笔记． 要做好课堂笔记，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搞好课前预习 。 在上课以前，应该对老师上课时要

讲的内容、事先进行一次预习，使心中做到一个大概的了解。

J．课时，应该对老师的独特见解做下笔记，而对教材或参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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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上能找到的东西，只要注明出自何处就行了．

第二．抓好重难略详．上课时，老师每讲的一个问题，应

该记下他从几个方面分析，每一个方面又分几点阐述等等．如

果讲到重点或难点时，老师一般都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你就

应该把它详细记录下来，课后再进一步研究。而对于那些具体

举例的引证材料，则略记几笔就可以了 ．

第三， 下课以后，要及时进行复习和整理．通过整理课堂

笔记，可以及时补上漏记的主要内容，捕捉老师讲课的要点．

理清老师讲课的思路和阐述问题的逻辑结构；并在此基础上 ，

产生自己对问题的见解，从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相反，切不

可上课时当“打字机”．下课时把笔记一扔了事。那样，除了你

只有几大本笔记以外．是不会学到什么东西的．

第四、搞好笔记布局． 做课堂笔记时，最好标题独立成

行，重点、难点、疑点要独立成段。每一页纸，都要留出一些

空白处，以便填补有关内容或贴放有关问题的卡片。总之，做

课堂笔记，要尽量使笔记做得整洁美观、秩序井然，做到不但

复习时方便，而且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上述八种做读书笔记的技巧，在具体的实践中．人们可以

根据自 己的不同特点、习惯、爱好或者需要，灵活运用。并因

人、因时；因地而定，以不断提高做读书笔记的能力和技巧，

这对较好地完成读书任务，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 做读书

笔记，都要在结尾注明作者、书名、版本和页码。这可以帮助

人们记住重要的观点、段落和便于查考应用。总之，做读书笔

记并不难，只要好学、有决心、有耐心，是很快就可以学会

的．开始时，往往不太习惯。但是，只要坚持一个阶段，就可
以掌握自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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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做读书卡片

I、做读书卡片的具体要求

＠卡片，是指一种较硬的纸片． 大小任使用者选择． 如果

有条件的话，最好大小一律，这样既便于整理与放置，又便于
查阅．

＠卡片的具体要求。 读书卡片的字数，有长有短。 长的则

千余字，短的则一、 二十个字，应一切从实际出发。书写时，

最好单面写． 否则．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因为读书卡片，有时

要排比使用，如果两面都写，就会受到正面、反面的牵制。 此

外， 字要书写的端正清楚，校对也要认真。 章太炎曾经就此说

过“一字不清，误事十载“ 。 这是至理的名言。

那么， 读书卡片要记些什么？其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各个

人的专业需要而笔录。总之 ， 以下几项内容是不可缺少的： ＠

所记资料内容；＠资料来源或出处以及日期（如果是从报刊上

摘抄下来的，就要记明某报或某刊，同时写明见报年、月、日

或刊期．如果是从书上摘抄下来的，则要写出书名、出版社某

年、某月、第 x 版、第 x 页）； ＠题目（根据所记下来的资料．

可以由自己概括）；＠作者．

读书卡片，所记载的资料内容，有的可节录原文，有的可

作成提要，有的可用条目的形式列出等等，这些就由你自己去

拿定主意． 但是，不论怎么做，都要忠实千原文，文字尽量简
要，提纲掣领．

＠读书卡片的式样。 根据以上所说，读书卡片的一般式样

是：

＜＜国外对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题目）

西方国家的传统教育强调考核学生知识的积累，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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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贝书虹说}考核学牛常；决眼前实秝问题的能力。

美国大学招生有两种考试： 一种叫成绩考试； 一种叫能力

考试。 能力考核也与科学知识有关，不过更浅些，更活些，能

考出学生能力的高低。美国很多大学很重视能力考试，早把考

试直点放在考察能力上．

1979 年，日本开始实行新的大学招生考试刺度，改变以

往一次成绩决定成败的作法．高考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次考

高中基础知识，第二次考查学生对所学专业的适应性，包括思

维能力和综合能力等．各大学根据两次考试成绩和中学提供的

调查表，统一研究是否录取

1980 年。英格兰一个考试委员会的物理考试共分 4 次进

行： 1考察实验能力，时间一个半小时，成绩占 15%; 2考基

础知识掌握情况，要求迅速、 准确，时间一个半小时， 成绩占

30%; 3考察知识综合运用能力，题目要求难度大，时间 3 小

时，成绩占 35%; 4考察能力强弱，时间 2 小时，成绩占

20%．这样考试，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得较全

面，并能灵活地运用知识，具有较强的能力．

周立 （作者，著载 1982 年（（教育研究〉〉第二期）

读书卡片，既可以备忘，也可以起到索引的作用．如果做

的卡片多了，不妨在每一张卡片上都编上顺序号． 在此基础

上，还可以进行科学的分类（如艺术、哲学、历史、 美术. ..

...)，以便保存和查用．

2、 读书卡片的类型

读书卡片 ， 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三种： 一是内容摘要卡片

法，是指抄录书本原文和文章的内容； 二是书名或论文索引卡

片法 ， 是指不摘内容，只记题目名称，提示在哪里可查到原

文． 上述两种卡片都必须注明：中书名或文章题目；＠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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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平出版社名称；也出版或发行年月． 三是随感卡片法，是

指将自己在读书过程中，随时想到的体会、问题抄在卡片上，

分类存放，便于以后整理研究．

内容摘录卡片法，是读书卡片中最常见的卡片．这种卡片

的最大好处是： 可以把分散在许多书中的材料集中起来，通过
分类、比较、归纳、概括，从中获得新的认识．

除此之外还介绍理科读书卡片、史科读书卡片．

＠理科读书卡片．它与其他科目卡片相比，具有自己的特

点：即它有理科的“眉目“．大量运用理科特有的表达形式．如

表格、 图式、公式、数学方程式、 化学反应式、工艺流程图、

仪器构造示意图、分子结构模型等等，它使读书卡片一目了

然， 鲜明易读，好象画家画人头像一样，先勾勒出一双眼．活

灵活现．

理科的内容，它包括了定义概念．定理和定律． 其内容叙

述严谨，系统性强，并有特定的范围，濂远浣长 ， 涉及面广．

只有抓住童点，精心选择，才能画好这双“眼飞做理科读书卡

片，不仅要抓住重点，划清＂眉目“；还要有一个由浅人深．去

粗取精，由广博至深广的过程，这和读书的进度是一致的．读
书卡片的技巧高低，却反映出人的读书历程，和知识更新程

度。读书卡片，也有一个新阵代谢的问题，淘汰了的陈旧卡
片，不要随意丢弃，至少它还可以成为你的读书目录．

有的书， 只读一小部分， 但是可以记录下它的主要篇目 ．

待 H 后可能要用时，还可以找出原著来再读。即使是一篇目
录，也有做读书卡片的价值。除此之外．这里特地介绍几种理
科必须缩写的符号：

如 ：？问题；工总之；．：因为 ； 入所以； 丛加热： f 气

体; }沉淀； ～近似；圭恒等； ac 交流电； de 直流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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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不过，所采用的缩写符号，务必前后要一致，使自己一看

即明白而不引起歧义．当然，采用通用的符号， 最好以别人也

能看得懂为好，从而方便今后的卡片交浣．

＠史科读书卡片．学习历史的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如何
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取出有用的成份， 使至让它永久保存

下去。 光凭脑子记是不行的， ．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年代、本

件、如果记得太多了，还会发生混乱，以至遗忘．

著名的史学家吴哈，曾积累了大量的读书资料卡片。他主

张勤读勤抄，由于他勤奋而出名，上大学时，就有了个“太史

公＂的雅号。正因为他如此认真地积累读书资料，使至运用起

来得心应手，后来撰写出 了 （（朱元璋传）入《灯下集〉入《春天

集〉〉等大址的著作， 扬名于天下。

史科读书卡片，主要有两种：一是史料目录索引卡片， 主

要是指把所见的有用文章的题目记在上面。同时，还标明所载

书藉或刊物的名称及页码，作者的姓名。如若报刊上的文章，

还要注明期号．长期坚持做这种卡片，能帮助人们查找资料．

了解史学界研究的动态， 这对于资料来湃较充足和方便的同志

来讲，是很有必要和大有益处的． 二是史料文摘卡片亨主要是

指摘录自己认为有用的史料或史家的论述． 字数不宜过多， 材

料要典型，每张卡片要根据所摘录的内容加上一个恰当的标

题． 另外，还要注明出处，以便千今后查对．

做完摘录卡片以后，还要进行分类 。 即分中国史、世界

史、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等等．如果多了，还要细分。应

按朝代、 事件、人物等内容分类。分好了以后，还应标上号码

并编上一个目录。当然，分类、编号等等类似的工作与摘抄卡

片必须同时进行。否则，积压过多容易引起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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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史学家吴呤曾说：“做卡片要注意方法． ”即少每段资

料上要加题目 ， 并指出这个资料属于什么问题； ＠抄录内容时

要有所选择，选择一些能说明关键性问题的资料；＠写清材料

的来源。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事一张。 即不能把不同内容和性质的资料.混记在同

一张读书卡片上。

＠什么资料要记，什么资料不记， 应从需要出发．事先要

明确一个范围。当然，范围稍为宽一些为好。

＠按照卡片的分类，把卡片存放于卡片箱内（卡片和卡片

箱可自己做，也可到文具店去买），便千保存。

这样， H 积月累， 当读书卡片多了， 要及时加以研究和分

析，并从已有的资料出发，集中补充新忙资料。 如果你自己感

到有足够的论据，对某一个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时，你就可以

写一点东西了 。 做卡片应吸取的教训是：有的人一生长年累

月，辛辛苦苦做了一大堆卡片。 而有经验的人看了，却叹口气

说：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功夫臼费了．

那么，做出的读书卡片，为什么没有使用价值？其关键性

的原因在千：做读书卡片的人，不懂得卡片的性质和作用，或

者不明确书写卡片的规格，不明确做卡片的目的。 那么，怎样

做读书卡片，才符合规范呢？其方法是：

＠明确做读书卡片的目的，做读书卡片的根本目的，是为

了积累资料，更好地协助大脑储存“信息”和史料，以备今后查
用．

初学做读书卡片的人，容易存在的问题是，往往在实践中

分不清哪些内容应该用卡片＂储存＂，哪些内容应该用大脑记

住，而容易把一般性的常识性的知识当作资料记在卡片上． 例

如有的同学在学习中国通史时，却把什么叫母系氏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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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戊戌变法等之类的一般性常识做成读书卡片．根据读书卡片

的要求，象做这种类型的卡片，就没有什么必要或意义了．

学习历史， 一般性的知识，应该让大脑去记住，而不应该

交给卡片去＂储存”；更何况类属常识性的知识太多了，岂能一

一都做成卡片呢？如果退一步来说、忘却了戊戌变法的内容或

者什么年代等等，即一翻书就可以晓得的事，而用不着去做卡

片．

＠做读书卡片要求内容准确，最好摘录原作。如果要摘编

大意，那就要忠实于原作，切不能“想当然耳． ， 掺杂自己的看

法。这是与做读书笔记的不同之处。

例如，有一个自学中医的背年，他一边读 《温病学讲

义〉入 一边做读书卡片．他嫌其“原文”部分是文言文 ， 费解，

就照着“释义“文的部分摘编起米． 由千他对原作领会不深，无

意间造成了差错．如“温热火”术语噜其含义不尽相同，而他却

在卡片中通用起来．摘编后，又加评语，评说部分义没有”按~ . I 
字或者别的什么字加以区别，而闹出笑话出来。

上述这种做读书·卡片，由于记载不确切，有的甚全歪曲了

原作。就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这一点，对初学者来说， 一定

要引起注意．

＠做读书卡片要讲究系统性，即围绕专业积累资料．系统

性，表现为读书卡片向纵向和横向深入发展。以学习、研究中

国古典文学为例．即纵向发展是：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基础—一

唐代文学基础学习－唐诗学习一－►杜甫诗学习一-村甫诗研

究横向发展往往是在纵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即是杜甫诗

研究－唐诗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君了上述事例，就不难看出读书卡片资料，是随着各专业

的纵向和横向发展而积累起来的．相反编如果做读书卡片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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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音、没有系统性．对天文、地理、生物、化学等等学科无所

不记．乍看起来．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万象，实际上是浮光掠

影，深度不够。这是在做读书卡片时，切不可取的．

四、怎样管理读书卡片

建立读书卡片库以后，必须加强科学的管理工作。 而读书

卡片的管理工作， 又是十分重要的，切不可马虎．我们时常看

到一些人，辛辛苦苦地做了一大堆读书卡片，由于不会管理，

或管理不得法，查阅起来极不方便，一旦查得不耐烦时，就索

性去查原著．因而经常概叹道：“做卡片真是白费精力，还不如

翻书本省事飞千是，对读书卡片的兴趣索然，以后就不再去

做读书卡片了．其实，怨不得卡片。 其间题主要是出在自己对

卡片的管理不善，或不当而造成的．

所谓读书卡片的管理，就是把读书卡片科学地分类，并按

分类放置、排列。而管理好卡片，其目的，就是要使用者能够

很快地找出卡片来．

读书卡片的管理方法有多种多样的．这里仅简单地介绍几

种：

(i)立好＂纲”、 ”目 ”，分好类．读书卡片的分类，要根据自

己所从事的专业需要而定．分类前，要拟个“纲”和“目飞然

后， 按照这个＂纲”和“目“去安置卡片． 如象新建一个城市，先

划分区域．然后再在这个区域内，划分街道及其他．

＂纲＂ 、． 目”是相对的．有时可以时为＂纲＂；有时也可以人

为“目”；有的以专业分科为“目”；有的以学术专题为＂纲飞种

种不一。如果你是从事”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工作，其专业属史

的范畴．做卡片时要根据历史的需要，即以时为＂纲＂，分石器

时代、夏、商、 西周、 春秋、 战国、秦汉、赞晋南北朝、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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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等。就在这些“纲＂，内再设“目“．如设石器、陶

器、骨器、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神话传说及其他诸目 ．

然后，又可在这些“目“内，再根据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的需要，

分设若干＂片飞

另外，有的专业不能以时为＂纲＂． 如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

的有关历史与文艺论述，只能另立一个＂纲”、“目” 。 又如民间

绘画宗教绘画等等。总之，把卡片分类、立纲、目，其目的

是要使自己使用方便就行了．

＠多立户头、多挂号。在对读书卡片上的材料分类时，往

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卡片上的资料有时既属这类，又可属那

类。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时怎么办？那你做卡片只需做一张或一

份。但必须把这张或这份卡片的内容，摘个要目，分别按插在

其他有关的＂纲"、“目“中去，我们把这种分类叫做“多立户

头”、“多处挂号”。其目的，就是使日后查阅起来方便。

做卡片，不能为做卡片而做卡片，也不能急千求用。有些

卡片，在做的时候未必马上就能用上，可是过了若干个岁月．

竟会使你获得意想不到的用处． 因此，必须＂闲时写下急时

用 ，不使急时双手空”。“书到用时方恨少，卡片使君方恨

｀少'“.

＠交流卡片是治学的良方

做读书卡片，它是提高读书效益的一种好办法，已被许多

人所效纳和采用．

对千以惊人速度增长的现代化知识， 一个人的读书范围毕

竟有限，也根本无法全部掌握它．即使是自己所涉猎的学科或

专业中的知识，也只能掌握它的很少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怎

样在可能的范围内，较多较快较好地掌握更多的知识， 却有一

个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相互交浣读书卡片。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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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充分发挥读书卡片的效能．

如果经常交流卡片，既可以开阔知识视野，又可以节省宅

贵的时间，了解到自己计划外的甚至找不到的大量书籍、文献

的主要内容从中学到许多新鲜的知识和观点。除此，还可以

以获得意外的收获，完成多项科研选题。例如：读同一本书，

如果别人有比自己高明的见解，通过互相交流读书卡片后，不

仅可以使这种见解成为自己的东西，而且还可以从读书卡片的

异同之处，启发自己的思路，促进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近几年来，许多有成就的教学和科研人员，都进行了这种

尝试，并获得了一定效益比如，对一套外国教育丛书，大家

分头去阅读，并分别做出读书卡片，然后进行互相交流。对有

兴趣的地方，如果你自己再找原著深钻细读，包你会感到有事

半功倍的实效．为此，我们建议读者们不妨去试试。

五、怎样剪辑报刊杂志资料

报刊、杂志，是及时反映学术动态和各种学科新成果的阵

地。平时，在有目的地阅读报刊、杂志之后，应该把所订阅有

价值的报刊、杂志资料随时收集起来，供今后学习研究时运

用．

那么，怎样剪辑报刊、杂志资料呢？其方法是：

l、制成剪报本．即把所需用的资料从报刊、杂志上剪下

来，贴好，并注明年、月、 日，出在何处，分类装订成册．

2、把剪裁的内容贴到一张张的卡片上，再分类装人纸袋

保存．在此同时，也要注明年｀月、日，出在何处．

3、把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中的同一研究内容，用加纸

条标明用途的办法，收集在一起保存，以备不时之需．

总之、剪辑报刊、杂志资料的好处在于：可以保持原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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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貌，义比摘录和编索引省韦、省力、省时间．

六、怎样做读书标记、符号

马克思读书时，常用铅笔在页边空白处做满记号。他不在

书里做批注，但当他发现作者有错误时，就常常忍不住打上一

个问号，或一个惊叹号．他有一个习惯，隔一些时候就再读一

次他的笔记和书中作了记号的地方，来巩固自己的记忆力．

读书时， 做标记和符号并没有统一的规范，但一个人的标

记、符号做得好坏，会直接影响读书效果．例如有的人在书

上画满杠杠条条，杂乱无章，难以分辨；有的人今天在这本书

上用这种符号，明天在那本书上用那种符号。到后来连自己

也搞糊涂了，其本意是想读好书．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所

以，读书时、做读书标记和符号的方法是很讲究的．

第 － ，要简明扼要。当你一看到相同的标记或符号，就能

很快知道大意．

第二，要便于检查．做读书标记或符号时，要求简洁醒

目．意义明确．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符号或标

记的总数．

第三，方法要研究．在读书时， 凡是自己认为重要的．关

键的、观点新鲜的、有价值的字、词、句、公式、论点、结

论，或者段、章、篇的重要和精彩部分，都可以采用边读边画

的笔记方式．

总之，读书时，在书上可根据需要勾画出各式各样的读书

标记或符号，对有些章节段落， 还可在反复阅读时反复勾画；

有些还可以采用不同颜色的笔勾画， 其标记、符号所代表的意
思可以自己选择．不过，从图书馆或向其他人那儿借来的书．

切不可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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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常用的十四种读书标记、符号式样介绍：

用什么式样的标记或符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确

定。这里仅介绍十四种常用的读书标记、符号：

(1)一一划在文字的下面，代表定义、经典论述或警句．

(2)—划在文字的下面，代表作者的观点、文章的要

点。

(3)··· …点在文字的下面， 代表论据，或是对定义、观

点、要点的重要说明。

(4~画在文字的下面，代表好的论述或描写．

(5归乙画在文字的下面，代表重要论述，或特别衙要注

意的地方。

(6)-画在文字的下面，代表关键词句．

(7)＝画在文字的下面，代表重要的、新鲜的见解．

(8)？画在一段文字的旁边，表明需要思考的地方．

（9)？？画在－段文字的旁边，表明对文章中的观点，论据

或阐述的正确性有疑问．

(10)！！！画在一段文字的旁边，表示对文章中的精辟论点
. 赞同。

(11)心公画在文字的旁边，代表要注意的地方．

(12)6画在文字的旁边，表明这是文章或某一段的结论。

(13)M 画在文字的旁边，代表必须记忆的地方．

(14)女画在文字的旁边，表明急需使用的地方．

读书做标记或符号时，必须注意的是，对仔何一种方法，

其 目 的都是为了提高读书的效果．如果你在书上勾勾划划之

后，就一去 f车，那就什么应有的读书效果，都是无法达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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