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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与人生》

内容概要

《作文与人生》内容也很丰富，它分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文字写作之必要条件、文字的要素、文
字的戒律、文字的质力、文字等7篇。这本书不但是一般青年的作文的指导以帮助他们写好白话文章
，并且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指导，其中或多或少揉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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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与人生》

作者简介

高语罕（1887—1948），安徽寿县人，原名高超。“五四”前后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教育史、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不可忽视的人物。1914年底赴上海，积极参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新
文化运动。1922年8月赴德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1925年12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随陈
独秀赴武汉，任《民国日报》社社长。著有《白话书信》、《国文作法》、《现代的公民》、《现代
情书》、《红楼梦宝藏六讲》、《康德的辩证法》等30余部。《白话书信》再版39次之多，发行10万
余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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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篇语言文字的起源与进化/
第一章语言文字的起源/
第二章语言文字的功用与其进化/
第二篇语体文与文言文/
第一章语体文与文言文的生命/
第二章语体文与文言文的对照/
第三篇文字写作之必要的条件/
第一章多读小说/
第二章多读新闻杂志/
第三章社会科学的常识/
第四章自然科学的常识/
第五章外国文字的常识/
第六章实际生活的体验/
第四篇文字的要素/
第一章目的/
第二章事实/
第三章语言/
第四章思想/
第五章读者/
第五篇文字的戒律/
第一章虚伪/
第二章夸大/
第三章模仿/
第四章轻薄/
第五章阿谀/
第六章傲慢/
第六篇文字的质力/
第一章漂亮/
第二章生动/
第三章简劲/
第四章譬喻/
第五章重点/
第六章统一/
第七章匀称/
第七篇文字的内容/
第一章民众的立场/
第二章斗争的精神/
第三章丰富的情感/
第四章深远的意识/
第五章客观的分析/
第六章辩证的逻辑/
第七章超越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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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与人生》

精彩短评

1、文章
2、还可以，看一下吧。
3、民国时期的作文书，比现在的作文书看起来有意思多了，更接近作文的真髓。
4、估计儿子看不下去，我先看了看。理念是对的，但写作年代跟现在比变化很大，有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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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与人生》

精彩书评

1、众所周知，语文学科的发展曾一度受政治的影响而走了一段弯路——在这段路途中，政治思想成
为语文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因为出于政治方面的种种考虑，使得一些在语文学科方面颇有建
树的学者失去了应得的关注——甚至有的人几乎从语文教育史中消失了。而高语罕先生即是这些“隐
身者”之一。高先生作为五四前后的一位名人，曾担任过《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发表过多篇宣传新
文化的运动的文章，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写出过介绍康德思想的《康德的辩证法》，他曾担任过黄
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在国文研究方面他先后出版过《国文作法》《作文与人生》《体材与风格》等多
部关于国文教学教法类的专著。但由于他是陈独秀的追随者，所以他的国文方面的专著曾一度在语文
教育领域中消失。这本《作文与人生》第一次出版是在1928年，在接连的几年中一再加印发行，而我
们目前所见的到简体字版本是依据1936年的繁体书排本整理而来的。而这次再版的《作文与人生》终
于使我们有机会一窥高先生在作文方面的见解了。通观本书，由于时代的变迁，这本书中的有些内容
，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合时宜，这种时代使然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正如前辈学人所提倡的那
样：我们读前人的书时重要的是以“同情地理解”的态度去发现书中的亮点，所以我们也应该看一看
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炫目之处。在这本书的《自序》中，高先生强调：这本书，既可以作为“一般青
年的作文地指导”，又可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指导”。这无疑揭示了这本书中所包含的两方面的
内容：一、作文的知识；二、对青年思想的指导。从这两方面出发，高先生在介绍作文的同时，在选
择事例、枚举文章的过程中，更多地注重了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社会观念和较为具体的社会事实来进
行具体地解说。这样的做法现在看来无疑是利弊共存的，其利在于促成这本书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
色，而其弊在于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功利思维气息比较浓重，未免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从而使这本
书的中的学术性的价值大大折扣。但是如果我们抛开高先生所预设的主观立场，而仅从作文知识和认
知社会这两面去学习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获得到很多启发的。一、作文时一种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脱
离生活的屠龙术。前几年，有人研究了近些年来的高考优秀作文，发现其中存在辞藻华丽、内容空疏
、人云亦云和名人开会等现象，这些无疑是每个人都不愿意见到的，但要想提出正确的方法予以纠正
，却也让人不知从何下手。其实，这种现象的根源，正是作文训练失去了“目的”的所致，而关于“
作文的目的”，高先生说：“作文的目的不外下列五种：（1）发表自己对某种问题的意见。（2）发
表自己对某种现象的感受。（3）描写自己内心的生活现象。（4）批评某种学理或某种社会。（5）与
人辩论——攻击或防御。”这五个“目的”无疑是从作文的功能的角度对写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这要比记叙文、议论、说明文等问题的导向更切合生活的实际状态，无疑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写出属
于自己的文章。高先生还特别强调：作文需要“未提笔作文，先就得立下作文的目的”，“没有目的
的作文，便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失却文字的作用了”，“作文必定先要有目的⋯⋯这是文字的第
一要素”。我们不难看出高先生反复重申的“有目的地去作文”的观点，应该是可以较好地克服上述
弊病的有效方法之一。二、谨守作文的戒律，做有意义的文章。目前在中小学生的作文中，存在着抄
袭、宿构、虚假套作等问题，这些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虽然可能有多种，但归根结底必然与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头脑中缺乏明晰正确的作文观念有关。而这种人人应该具备的作文观念，用高先生的
话讲就是“文字的戒律”！高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六种文字的戒律：虚伪；夸大；模仿；轻薄；阿谀
；傲慢。我们不用仔细去分辨这些戒律的使用环境，单就提到这些词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些戒律
难道不就是做人的戒律吗？古人讲文如其人，原来是要先有其人，再有其文的呀！如果我们能够谨守
住这几条戒律，坚持反映真实，如实反映事实，不夸大事实的面貌，写出自己的真实见解，不为了逢
迎而作文，戒除傲慢的习气，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而且有一定意义的文章来!这几
条戒律，可以说是我们在做人和作文时所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呀！三、每个人都应拥有属于自己
的思考力、辨识力。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法国的帕斯卡尔回答，人的特异之处在人于会进行持久
而有系统的思考。那么怎样才能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呢？高语罕先生在“第七篇 文字的内容”中有三
点内容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三点内容是：深远的意识、客观的分析、辩证的逻辑。关于这三点的
解说，我们无需多看，因为只要我们秉承“听其言观其行”的理念，考察一下高先生的“行”就可以
知道其内涵了——因为事实要比言辞更具说服力。在谈到让学生多读新闻杂志时高先生强调要对杂志
上的文章追本穷源，不能简单了解之后仅作“笑痛”且“气痛”的行为，而既应看出其进步之处，又
应看出其荒谬之处；在阅读其他内容的材料时，也要穷究其因，看它是否与事实的情况相符合，这样
才能“每日每时都发现新的问题”，才可以达到开卷有益的效果。此外，在介绍“文字的戒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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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虚伪”的时候，高先生说：“我们不但要警告我们的青年自己做文应该力除虚伪的毛病，并且要
警告我们的青年读人家的文字时，也要谨防为虚伪的文字所欺。”上面这两则内容均不是从正面阐释
前面三点内容的，但我们可以发现高先生思考的方式，正是体现出他所提倡的前面三点的内容，甚至
其中还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色彩，而要知道批判性思维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在美国引起广泛重视的
，而高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在熟练地应用这种意识了！行文至此，再去翻阅高先生的这本
《作文与人生》，越发感觉自己所面临的依旧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藏，而自己所揭示的只是宝藏
的一角，而更多的惊奇和欣喜依然有待我们的进一步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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