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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品格》

内容概要

该分册围绕“怎样学习和鉴赏国文”的主题，选编了27篇民国名家的小品文。所选篇目均来自著名的
《中学生》杂志，刊载时间从1931年1月至1948年5月，作者主要有教育家叶圣陶、夏丏尊，编辑家兼
学者周振甫等，另有朱光潜、李广田、俞平伯、沈从文等名家的少量篇目入选。这些篇目，或谈学习
国文的切入点，或谈文学作品的鉴赏，或谈国文自身的品格（风格、情调、远近法等），各有侧重地
展示了本册的题目“文字的品格”，也反映出民国名家身体力行地参与文化建设、关心基础教育的精
神品格。相信通过编者的精细拣选，广大青少年读者一定能在阅读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国文的魅
力、文学创作的窍门，从而开阔视野，提高语文素养和文化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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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于国文的学习（节选） 夏丏尊国文科的学力检验 夏丏尊学习国文的着眼点 夏丏尊 选本的阅读 孙起
孟 庞翔勋读《史记·叔孙通传》 叶圣陶讲解 叶圣陶再谈讲解 叶圣陶题目与内容 夏丏尊 叶圣陶谈幼稚
李广田文章的趣味 周振甫论用字 尤墨君文章的省略 夏丏尊文章中的会话 夏丏尊情境的融会 周振甫关
于修辞 陈望道语文与经验知识 冯三昧词语的描写 周振甫词语的情调 周振甫词语和风格（一）——刚
健和柔婉，绮丽和平淡 周振甫词语和风格（二）——简约和繁缛，缜密和疏放 周振甫文学与科学 李
广田谈“中学生与文艺” 俞平伯鉴赏的过程 周振甫谈文艺欣赏 李广田 文学中的远近法 丰子恺谈读诗
与趣味的培养 朱光潜谈散文 李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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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国文的学习（节选）  夏丏尊
国文科的学力检验  夏丏尊
学习国文的着眼点  夏丏尊
选本的阅读  孙起孟  庞翔勋
读《史记·叔孙通传》  叶圣陶
讲解  叶圣陶
再谈讲解  叶圣陶
题目与内容  夏丏尊  叶圣陶
谈幼稚  李广田
文章的趣味  周振甫
论用字  尤墨君
文章的省略  夏丏尊
文章中的会话  夏丏尊
情境的融会  周振甫
关于修辞  陈望道
语文与经验知识  冯三昧
词语的描写  周振甫
词语的情调  周振甫
词语和风格（一）——刚健和柔婉，绮丽和平淡  周振甫
词语和风格（二）——简约和繁缛，缜密和疏放  周振甫
文学与科学  李广田
谈“中学生与文艺”  俞平伯
鉴赏的过程  周振甫
谈文艺欣赏  李广田
文学中的远近法  丰子恺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朱光潜
谈散文  李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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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国文的学习（节选） 夏丐尊 一 引言 摆在我面前的题目，是“关于国文的学习”。就是要对 
中学生诸君谈谈国文的学习法。我虽曾在好几个中学校任 过好几年国文科教员，对于这任务，却不敢
自信能胜任愉 快。因为这题目范围实在太广了，一时无从说起，并且自 古迄今，已不知有若干人说
过若干的话，著过若干的书，即在现在，诸君平日在国文课里，也许已经听得耳朵要起 茧哩。我即使
说，也只是些老生常谈而已。我敢在这里声明，以下所说的不出老生常谈。把老生 常谈，择要选取，
来加以演述，使中学生诸君，容易领会，因而得着好处，是我的目的，这个目的如果能达到若干，那
就是我对于中学生诸君的贡献了。二 中学生应具的国文能力 国文二字，是无止境的。要谈中学生的
国文学习法，先须豫定中学生应具的国文程度。有了一定的程度，然后 学习才有目标，也才有学习法
可言。诸君是中学生，对于毕业时的国文科的学力，各自作 着甚样的要求？我原不知道，想来是必各
怀着一种期待的 吧。我作了许多年的中学国文教员，对于国文科的学力，曾在心中主观地描绘过一个
理想的中学生，至今尚这样描 绘着。现在试把这理想的人介绍给诸君相识。他能从文字上理解他人的
思想感情，用文字发表自己 的思想感情，而且能不至于十分理解错，发表错。他是一个中国人，能知
道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大概。知 道中国的普通成语与辞类，遇不知道时，能利用工具书物，自己查检。
他也许不能用古文来写作，却能看得懂普通的 旧典籍。他不必一定会作诗，作赋，作词，作小说，作
剧 本，却能知道什么是诗，是赋，是词，是小说，是剧本，加以鉴赏。他虽不能博览古昔典籍，却能
知道普通典籍的 名称，构造，性质，作者，及内容大略。他又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一个二十世纪的人
，他也许 不能直读外国原书，博通他国情形，但因平目的留意，能 知道全世界普通的古今事项，知
道周比特（cupido），阿普 罗（Apollon），委娜斯（Venus）等类名词的出处，知道 “三位一体”“
第三国际”等类名词的意义，知道荷马（Ho mer）拜伦（Byron）是什么人，知道《神曲》（Devine
Comedy）《失乐园》（Paradise Lost）是谁的著作，不会把 “梅德林克&quot;误解作乐器中的曼陀铃
，把“伯讷特·萧”误 解作是一种可吹的箫！（这是我新近在某中学校中听到的笑 话，这笑话曾发
生于某国文教员。） 我理想中所期待悬拟的中学毕业生的国文科的程度是 这样。这期待也许有人以
为太过分，但我自信却不然。中 学毕业生是知识界的中等分子，常识应该够得上水平线。具备了这水
平线的程度，然后升学的可以进窥各项专门学 问，不至于到大学里还要听名词动词的文法，读一篇一
篇 的选文。不升学的可以应付实际生活，自己补修起来，也 才有门径。现在再试将民国十八年八月
教育部颁行的中学课程暂 行标准中所规定的高中及初中的毕业最低限度钞列如下。（甲）高中国文科
毕业最低限度：（一）曾精读名著六种而能了解与欣赏。（二）曾略读名著十二种而能大致了解欣赏
。（三）能于中国学术思想、文学流变、文字构造、文法及修辞等有简括的常识。（四）能自由运用
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 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五）能自由运用最底限度的工具书。（六）略
能检用古文书籍。（乙）初中国文科毕业最低限度：（一）曾精读选文，能透澈了解并熟习至少一 百
篇。（二）曾略读名著十二种，能了解大意，并记忆 其主要部分。（三）能略知一般名著的种类，名
称，图书馆及 工具书籍的使用，自由参考阅读。（四）能欣赏浅近的文学作品。（五）能以语体文作
充畅的文字，无文法上的 错误。（六）能阅览平易的文言文书籍。把我所虚拟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和
教育部所规定的中 学生国文科毕业最低限度两相比较，似乎也差不多相仿佛。不过教育部的规定，把
初中高中截分为二，我则泛就了中 学生设想而已。现在试姑把这定为水平线，当作学习的目标。怎么
去 达这目标呢？这就是本文所欲说的了。三 关于阅读 依文字的本质来说，国文的学习途径，普通是
阅读与 写作二种。阅读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从文字上理解他人 的思想感情”的事，写作就是我在
前面所说的“用文字发 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事。能阅读，能写作，学习文字的 目的就已算达到了
。先谈阅读。“阅读什么？”这是我屡从本志读者及一般青年接到的 问题。关于这问题，曾有好几个
人开过几个书目。如胡适 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此外还有许多
人发过不少零碎的意见。但我在这里却不想 依据这些意见，因为“国文”与“国学”不同，而且那些
书目也不是为现在肄业中学校的诸君开列的。就眼前的实况说，中学国文尚无标准读本，中学国文 课
程中的读物，大部分是选文。别于课外由教师酌定若干 整册的书籍作为补充。一般的情形既不过如此
，当然谈不 到什么高远的不合实际的议论。我在本文中只拟先就选文 与教师指定的课外书籍加以说
述。然后再涉及一般的阅读。P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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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民国的文学教材，大师们的文学感悟，值得一看。
2、大师们的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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