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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解释》

前言

　　从感觉出发　　徐国能　　我们常常讥笑现在的年轻学生是“草莓族”，意思大约是他们外表光
鲜可人，但抗压性极低，容易因为轻微的碰撞而损伤。不过据我观察，现在的大学生，对于人生发展
的忧患意识似乎远在我们当年之上。他们很早就在为“未来”准备，每天忙东忙西，鉴定这个申请那
个。当学生的那种快乐似乎是很淡薄的。不像我们当年，做学生时就安安心心地做学生，终日向往的
是杨牧在《叶珊散文集》里的那种生活方式，实况大约就是徐志摩笔下“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
到草绵绵处寻梦去”那样。回想起来，当时的悠游有着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文史科系的学生，纵
使在社会上属于百无一用的书生，但是最起码可以到中学教教书，足以养活自己，有一个尊严且小康
的开怀人生。学校是我们的桃花源，是可以适性而生的一块梦土。　　曾几何时，“当老师”竟成为
一种奢侈，即便搭上了这个已过分拥挤的班车，仍然有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辛酸。我过去认为当老师
是极喜乐的，一开始的时候是知识、技术上之传递。每见学子日起有功，如苗之抽长茁壮、欣欣荣荣
，想其日后蔚然成荫，而自己也是那清凉的灌溉者之一，此生毕竟不虚，其乐足以浮一大白。为师之
乐次在教学相长，学生无论贤愚，以其生命之经验、生活之感触回应师者所教，其中必有可思可悟之
处，一时灵感泉涌，忽透天机，其乐正是捻花而笑的瞬间。为人师而最乐者，莫过于找到志业的传人
，虽说人生营营世间无异于蝼蚁，苟求生活之安适满足便堪称成就，但我以为人人心中多少还有一分
理想的执着，或许还存一丝淑世的盼望，但限于生命，那却总是每个人的未竟之渡。倘若有一修养和
能力皆堪信任的后生承传了那理想的薪火，为人类文化保留了一点质量，其乐便是孟子所说“王天下
而不与焉”的至乐了。　　回顾我的生涯，真要感谢那些勤于付出而不计回报的老师。近年来有不少
朋友怀抱着理想投入这个行业。现在的学生早慧，家长的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学生与家长对班级该
怎么经营和书该怎么教都有自己的见解，同时面对多元社会的多元价值，老师一方面要传达某种“正
确”，但亦须尊重与包容那些另类或非主流的思想言行，其中分寸的拿捏，真是需要智慧与用心。同
时现下的教育政策摇摆不定，考试题目刁钻灵活，为了学生的成绩，做老师的更须煞费苦心地与时俱
进，将学生训练成能征惯战的考场英雄。大家见面聊起，都是不免感叹“书是愈来愈难教了”。　　
当老师本来就很困难，张爱玲就曾经说过，那难处在于“又要做人，又要做戏”。在我的朋友中，有
几位在中学任教是极为成功的，所谓成功，并不是得到了什么“优良教师”的奖状，而是我曾听见表
现卓越的大学生，很自豪地说某某是我的高中国文老师，而我也知道在升学主义挂帅的今日，他们并
不是那么在意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国文科的分数有多高，而是努力让学生懂得文学、真心爱上文学，从
此人生便比别人有了多一些的风景，因此他们并非得到学生的喜爱，而是得到学生的尊敬，他们从不
弘扬自我，而是传递文化。近来我渐渐体会他们成功的秘诀，那就是“真诚做人，决不做戏”，我认
为他们以实践，将教育工作推向了一种新的高度。　　吴岱颖和凌性杰一直是我们师大国文系引以为
傲的绝代双骄，他们的成绩是那样的好，教学是那样的投入，以才子、真儒而为良师，无怨无侮地将
虹霓般的才情化作灌溉青秧的春雨，同时永远那样谦和地保持进步。　　在他们之前，师大出身的散
文名家有颜昆阳、龚鹏程、刘墉、钟恰雯等，诗人有席慕蓉、罗任玲、陈义芝、陈黎、陈大为等，另
外，罗位育与陈灿都是极有名气的作家兼高中老师。岱颖和性杰先后从师大毕业，继承了光荣的传统
，他们是深情而精致的诗人，是从容与深刻的散文家，也是以学问和才气，将“国文老师”这个角色
诠释得非常圆满的高中老师。印象中，旧式的国文老师总有点食古不化且自命清高，用严肃的面容隐
藏空虚脆弱的心，还记得夏宇的诗是这么写的：　　住在小镇　　当国文老师　　有一个办公桌　　
道德式微的校园　　用毛笔批改作文：　　“时代的巨轮　　不停地转动⋯⋯”　　——《一生》　
　诗中曲尽“国文老师”的老朽之悲。不过岱颖和性杰却永远充满了理想与活力，永远走在时代的前
面。对“教师”一职的认知，岱颖借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话说：　　所谓的老师⋯⋯并不是一个知道怎
么去教未知者的人，而是可以把学生心中的某种问题，重新再创造出来弄清楚，以此为工作的人。　
　——《孩子为什么要上学》　　“把学生心中的某种问题，重新再创造出来弄清楚”绝非易事，但
也是教育中最可贵的部分，尤其是中学的文学教育。除了语文的训练外，一篇作品在学生心中所形成
的朦胧风景或稀薄的意象，其实是通往美与艺术的走廊，也是藉以窥探人生的幽窗。但很可借的是，
许多中学的文学课程，或许碍于时间，或许因为考试的压力，一篇作品的解读往往侧重于主旨大意或
语文常识及修辞技巧等，那些因为文字或情感所形成的点点滴滴，似乎是被刻意遗忘的房间，永远尘
封。　　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国文课并不能激发我对文学的兴趣，因为一篇篇优美的作品，最后都变
成了考卷上的关隘、成长中的绊马索，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很难在国文课上找到文学的美丽与哀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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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解释》

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即使经历了了中学六年的国文课，但也很难从一首诗中找到宁静，或在一篇小说
里产生想法而照见真理，也因此我们的社会对于文学总是流露出不解、淡漠、轻忽、讥嘲或敌视等不
友好的态度，这使得我们的社会总是对浅薄煽情的议题特别感兴趣，对什么事情都只有一时激情而缺
乏更多的深思与感动。　　《找一个解释》是深深震撼我的作品，岱颖和性杰将高中课本里被学生视
为畏途的古文作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诠释，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对古文作笺疏，也可以说
是将古代经典拿来当作自我生命的注脚。那不仅是一种将古文赋予血肉生命的教材教法，我认为其中
更具有一种暗示：那些历经了重重时光，偃卧在国文课本里的作品，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更巨大的存在
，都有一些更值得追索的情怀，那才是文学的目的，也才是老师的价值。　　回首我高中二年四班的
教室，那时我也曾在读完《桃花源记》后，隐约感到某种惆怅，也曾在假日走过繁华的西门汀而深深
觉得寂寞，也曾在夜行的校车上感到千言万语抑塞胸口⋯⋯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被重新创造出来弄
清楚”。原来在我们的教育中，“感觉”是被刻意忽略与简化的东西，这让所有的人日渐粗砺，终至
茫茫于大千。《找一个解释》的可贵之处便是在这里，透过课文，鼓励学生面对自己的感觉，追索生
命里零落却华丽的每一个片段，那些如潮如浪难以把握的生活碎片，其实是完整人生所不能遗落的，
且唯有文学艺术能捕捉它们、编织它们，让这些“感觉”永远成为我们心底对生命的答案。今日许多
人奢谈写作的教学，然而对一切的“感”与“觉”不正是创作的根源吗？性杰与岱颖对待这些课文的
态度，也揭示了写作的原则。在他们的阅读世界里，“古文”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等待你弹奏的黑
键与白键。性杰与岱颖用敏锐的心来探索读书写作的方法，以灿烂的笔触写下国文教学的可能。这让
我相信，只有艺术才能致敬艺术，文学才能解释文学。　　我深深钦佩他们对教学的真诚与对文学的
热情，不然不会有这么让人感动的作品，而且里面的句子与段落往往是那么的睿智与洒脱：　　流水
十年，恍若一瞬。如今我无法想像自己的晚景，也无法想像我们究竟要面对怎样的世界。战争与疾疫
最容易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最容易扭曲好不容易累积的文明与教养。　　——凌性杰《多么美好
的世界》：读《大同与小康》　　窗外一片昏昏，似有即将落雨的迹象。听说芒种的雨水是丰收的预
兆。这时稻子已经抽穗结实，成为种子。谷粒上会长出细芒，所以才把这个节气叫做芒种。如果可以
，我希望在秋天与你见面，知道你终将拥有一季的丰收。　　——凌性杰《给一个解释》：读《劝学
》　　如果真有所谓的终点，那必然是在梦里，而不是眼可触手可及脚步可以勘履的某个地方。　　
——吴岱颖《桃花源头一座山》：读《桃花源记》　　雨幕转为疏淡，山谷中云雾逐渐退却，巷子里
传来车轮压过积水柔软的声响，引擎声绕过角落远远地去了。或许我该出去走走，或许，该坐下来，
好好地写一首诗。　　——吴岱颖《闷》：读《始得西山宴游记》　　每一句话都美得孟浪，雅得婵
娟——那正是国文课上应该教而一直未曾教的。　　“德不孤，必有邻”，有时这么讲不免流于陈腔
，但作为一个难免时感孤寂的国文老师，的确在《找一个解释》这本书中，为许多残夜的孤灯、许多
掩卷的长叹，找到了馨香一瓣的答案。　　敬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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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找一个解释》：凌性杰与吴岱颖两位高中语文教师，以高中课本中的古文篇目为中心，对应现代社
会的生活经验，用人性化、生活化的视角重新诠释，并附上延伸阅读的篇目与书目，为经典古文找到
与众不同的新解释，令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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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性杰，一九七四年生，东华大学中文系博士，曾获文学奖、文艺奖、林荣三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
。喜欢在山风海雨中体会宁静与感动，现任教于台北市立建国中学，著有《找一个解释》、《海誓》
、《灿烂时光》、《所有事物的房间》、《关起来的时间》、《解释学的春天》。
    一九七六年生，师大中文系毕业。曾获时报文学奖、文艺创作奖、后山文学奖等。参加语文竞赛，
曾获中学教师组作文第一名，朗读第一名。著有个人诗集《明朗》。现任教于建国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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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文  从感觉出发——徐国能
多么美好的世界——读《大同与小康》
机关算尽——读《烛之武退秦师》
给一个解释——读《劝学》
你被什么说服？——读《谏逐客书》
问号之后——读《渔父》
讨债秘笈一零一——读《冯谖客孟尝君》
什么是靠得住的？——读《过秦论》
谁来晚餐——读《鸿门宴》
不能遗忘的远方——读《登楼赋》
约定——读《答夫秦嘉书》
与我同行——读《典论·论文》
难言之隐——读《前出师表》
给春天一个解释——读《兰亭集序》
桃花源头一座山——读《桃花源记◇
他们是这样说的——读《世说新语》
为春天写一首歌——读《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站在高岗上——读《师说》
闷——读《始得西山宴游记》
往上看，往下看——读《虬髯客传》
洞——读《阿房宫赋》
伪造旅行一读<岳阳楼记》
酒后的心声——读《醉翁亭记》
买出个未来——读《训俭示康》
资优神话的破灭——读《伤仲永》
月亮代表我的心——读《前赤壁赋》
万里路，行不行？——读《上枢密韩太尉书》
她们的房间——读《金石录后序》
政治是一种高明的骗术——读《郁离子》
世界病时——读《指喻》
所有事物的房间——读《项脊轩志》
发现——读《晚游六桥待月记》
潜入狱中记——读《左忠毅公逸事》
人才养成游戏——读《病梅馆记》
附录  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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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万里路，行不行？　　——读《上枢密韩太尉书》　　岛屿七月，暑假漫长得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时间悠悠如同窗外噪响的蝉声，一声接着一声。日历变成月历，界限逐渐模糊。我被辅导课困留在
岛上，忽然接到大学同学从巴塞罗那寄来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圣家堂的四座尖塔巍巍插进顶
上一片晴空灿烂，背面是她略嫌稚拙的可爱字体，大意是有人记得在旅途中寄明信片给我，应该要好
好感激从前做人不甚失败云云。老实说，不无炫耀意味。　　我知道她，一个三十岁单身女子，坚强
独立胜过另一种性别中的多数。她刚刚带完一届导师班，不急着结婚，也不愁怎样简省才能储备安度
晚年的资本，只想多看一些，多接触多感受一些。于是早早计划了欧洲自助之旅，也不管寒假才去过
日本，在积雪的富士山脚下语言不通地迷路，一办好签证，拎着行李就出发，像是约翰·丹佛唱的“
搭上喷射机离去”，似乎那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了。　　但她不知道我。事情从不如表面上看起来这
么简单，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五月中某一天，老师打电话给我，问我暑假要不要去欧洲旅行。
她说她妹妹有个学生在伦敦读书租房自住，暑假回台湾，那边房子空下来但一样要付房租太不划算。
老师打算凑一群人去自助旅行，巴黎伦敦双城深度旅游，光是住宿费用就可以省下几万，但机票交通
参观行程甚么的全得自己来，问我要不要跟。　　老师是自助旅行的老手了，光是伦敦就去过三次。
背起背包在伦敦市内大街小巷四处晃荡，如同走进自己家里的厨房。尤其在退休以后，积蓄既丰，恣
意而行，竟是毫无顾忌。前两年老师就曾约我同行，但因为时间无法配合，我没有一次能跟着去。“
如今机会大好，岂能错过？”　　老师说，为了你的创作生涯能够长长久久，一定要出去看看。于是
我开始像呆呆的南阳处士欣然规往，试着上网查资料，什么机票比价航班查询、欧洲之星法国国铁相
关的优惠资讯，甚至各种参观展览开放时间有没有订票折扣等等。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查越是心虚莫
名，资讯纷纷涌入，而我灭顶其中，一日一日，呼吸困难，连觉都睡不安稳。　　我向旅行社订了机
位却不开票，仿佛一个初学游泳的小孩站在跳水的高台上，只是拖着赖着挣扎着熬时间，迟迟不肯往
下跳。我精神紧绷，焦躁不安，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竟没有一丝拿起电话的勇气。一直等到下午五点
的钟声响起，旅行社下班了，才呼出一口大气，整个人软瘫在沙发上，有如沙场归来——原来，我是
害怕的，害怕陌生与未知，害怕一个人怎么可以忽然从这场景跳入下个场景，一觉醒来他乡异国，茫
茫不可期。　　或许我错过了那个神秘的“黄金时间”，错过了离乡远行的年龄上限，就像我在法国
国铁局的网页上看见青年特惠票价只要全票的一半，而我却无法点选——二十六岁以下才是青年，那
么，终于有点经济基础的三十岁，就只能是安土重迁的“前中年期”了吗？　　我想写一封信给老师
说我不能去了，但迟迟不知如何下笔——你要怎么告诉一个处处为你写作前途着想的长辈说，你必须
拒绝她的好意，只是因为你害怕，怕一些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同样是为了一个写作的理
由，嘉佑元年，十八岁的苏辙和同样没没无闻的父兄跋涉万里奔赴京师。隔年兄弟同登进士，名动京
师，一时成为天下美谈。他们到京之时，虽受到当时天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却尚未谒见当时朝
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枢密使韩琦。青年苏辙知道，想要一见韩琦好抬高身价的士人，多如过江之
鲫，如何才能从这些人当中脱颖而出，得到韩琦的赏识，必须下猛药、出绝招才行。如果只是言常人
之所言，对韩琦夸之赞之，申说自己渴望一见的心愿，那韩琦恐怕也只是待之如常人，不会留下什么
好印象，这次上疏作用尽失，还不如不上疏的好。　　青年苏辙于是一反常例，起笔不谈求见韩琦之
事，却转去谈写文章的心得。但也不是呆呆谈论文章怎么写，竟荡开一旁去讲养气对于写文章的重要
性。清人张孝先曾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当中说：“苏家兄弟论文每好说个气字。”他上承《典论？
论文》“文以气为主”的传统，却又开创新局，一反《论文》所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的观念，认为“文不可以学能，气可以养而致”，转而注重后天的学习，阐明了文章风格与个人气质
修养的关系。　　气要如何养？苏辙以司马迁为例：“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
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认为养气有二法，一是旅行，二是交友。下文环绕这两件
事情，闪闪烁烁，说自己进京一路看来，看遍天下壮景，到京以后，又认识了欧阳修，只差没见到韩
琦，深以为憾。他这时才点出来意：“愿得观圣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
而无憾者矣。”　　这是一篇流传千古的自我推荐信，但我每每在读到“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一
句之时，心下恻恻。我想起《深夜特急》的作者泽木耕太郎，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上班的第一天，
于人潮拥挤的上班途中，突然发疯似地决定不要当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时他二十六岁，凑出身上
仅有的一千九百美金，决定抛下一切去旅行。离开日本，辗转前往印度，又从印度新德里一路搭乘巴
士到达伦敦。他说：“说穿了，我不是为任何人，也不是为了增加知识、探讨真理或作报道，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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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沸腾的冒险，我只是想做一件毫无意义、任谁都可能、但只有异想天开的家伙才会去做的事。”
这段路程，他花了整整一年。　　真的没有意义吗？我二十七岁的生日一如往常，只是独自一个人上
班下班。当我结束一天工作，回到家中草草吃过饭了，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旅游节目不断放送
世界各国风情美景，我便以为自己哪里都去过了。“这世界再无秘境，”我对自己说：“但我永远无
法抵达。”心中遂升起巨大的悲哀。　　那些需要用自我生命去印证的事情，岂能只用知识的传递来
带过？在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里，年轻的婆罗门悉达多无法满足于教义，试图寻求真理。他
独自踏上追寻的道路，走到繁华落尽、心念成空，终于超越一切文字，在河边顿悟了万物生灭如一的
真相，而人生不过就只能这么一遭⋯⋯　　因为走过，这样的体认遂变得真实。林怀民在一篇访谈里
说：“我这个人不是那种伟大的知识分子，我总是由人生经验的某些东西引发对于世界的好奇。我是
这样的人。⋯⋯不是买本书、上个网就可以解决，阅读永远只是 参考资料而已，我一定要‘看到’。
”　　像司马迁，像张骞，像李白与杜甫，像切？格瓦拉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甚至是影星伊旺
？麦奎格（Ewan McGregor），与友人骑摩托车，从伦敦向东一路风尘前行，横越欧亚大陆，又渡海
而去乃至纽约，游历三万二千公里。对这些壮游的实践者而言，所有映入他们心中的风景，都将成为
最巨大的力量，最充沛的泉源。或许苏辙所说的“养气”，意即在此？　　新的学期开始，学生问我
欧洲之旅何如，我老老实实把这心情转折向他们报告了一遍，并且希望他们能够规划，并且循序实践
之。不仅仅只是为了写几篇文章，更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视野、修养与气度，走出这个只关心自己肚脐
的岛屿，真正走进世界，“尽天下之大观”。　　“老师，那你呢？”他们问。　　我？我刚从峇里
岛深度SPA之旅回来，开始规划寒假去日本泡温泉吃螃蟹的行程。“这叫做循序渐进，”我说：“我
的旅行经验是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别太要求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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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找一个解释》是深深震撼我的作品，岱颖和性杰将高中课本里，学生视为畏途的古文作品，用
现代的眼光重新诠释，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对古文作笺疏；也可以说是将古代经典，拿来当
作自我生命的注脚。　　那不仅是一种将古文赋予血肉生命的教材教法，我认为其中更具有一种暗示
：那些历经了重重时光，偃卧在国文课本里的作品，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更巨大的存在，都有一些更直
得追索的情怀，那才是文学的目的，也才是老师的价值。　　──徐国能　　找一个解释，替高中经
典古文找答案，提高语文能力必读，一卷盈手，仰而思，俯而叹，含英咀华，余香满颊。——北京四
中连中国老师　　经典古文，现代诠释，为21世纪重新打造文学传统。　　如果真有所谓的终点，那
必然是在梦里，而不是眼可触手可脚步可以勘履的某个地方。　　——吴岱颖《桃花源头一座山》：
读《桃花源记》　　窗外一片昏昏，似有即将落雨的迹象。听说芒种的雨水是丰收的预兆。这时稻子
已经抽穗结实，成为种子。谷粒上会长出细芒，所以才把这个节气叫做芒种。如果可以，我希望在秋
天与你见面，知道你终将拥有一季的丰收。　　——凌性杰《给一个解释》：读《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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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台湾学者的国文底蕴还是深的！
2、开篇的引言就把这本书夸上了天！着实让我感到有些许反感，在认真的读过前半本后更是觉得这
本书真的是“满纸荒唐言”，却无“一把幸酸泪”。我倒是觉得“一把糊涂味”啊.......
3、诗无达诂，解释很多，奥妙无穷。
4、以为作者会从作品本身去延伸，但看了几篇，发现都是结合自身较多，个人把它归为“读后感”
之类的书评。不过喜欢精美的装帧。
5、看了的确收益，不过里面有个别错字。
6、适合消遣也适合学习
7、这本书读完感觉对古文阅读没什么帮助，不仅字词方面完全没有讲解，而且读后感也不是很深刻
8、　　“看见树的翠绿和玫瑰的红艳，它们为你我绽放。我心中想着，多么美好的世界啊！我看到
了蓝天白云，明亮、幸福的一天。夜晚向人们道晚安，我心中想着，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我听着婴儿
哭泣，看着他们长大。他们学习着许多我从不知道的事物。我心中想着，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快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我想用心去体味生活自然会得到快乐！　　这是在结尾这本书时给我的
感受，曾经时间总不能允许我欣赏学习外的风景，现在想静下心看看书却总是不能如愿门一看着就走
神到图纸上了，幸好高考后有一年的时间让我静下了心，这也许是我大学期间看的最后一本文学吧！
尽管我是那么的热爱，但看着密密麻麻的字就分神，真的很无奈。　　一卷盈袖，仰而思，俯而叹，
含英咀华，余香满颊。　　生活就是这样，并不是每一件事都会让自己如愿，但还是要好好的，生活
还是活着，只是我们自己思想决定的，任何一件事物都有活在这世上的一个理由，当活着让我们去找
一个能让自己想得通的解释时，我们就会慢慢知道了活着的意义，然而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于是这
世界就有了不同的思想以及对同一件事不同的做法。　　生活真的很美，睁开眼看看，夕阳过后就有
静怡的时日让我们思考着等待第一缕阳光洒向这一片美丽的大地了。
9、老师说挺好看的，没想到是浪漫古言系列的
10、书的内容很不错但是唯一一点不好的这本书发到货和网上的图片不一样本来漫漫古典情系列的收
集的不少了但是这本和那些书放在一起不搭调啊
11、感觉就是字太大了
12、这是台湾最优秀的高中的语文老师对中国传统的古文、散文的解读，与我们以前的书很有一样，
非常值得在初中有高中的学生及家长们学习，是非常好的东东。
13、见解独到 但不是我之前认为的那种鉴赏 这是作文由古文而联想到的感悟
14、席殊书屋推荐
15、　　凌性杰和吴岱颖身为建国中学教师，充满着学生的朝气蓬勃之感。与大学教授那种不谙尘事
之感相去甚远。
　　选择的古文种类繁多，年代众多。由平常小事联系古文中的作者或情感，知人论世，旁征博引。
　　文章中透露着台湾学者散文中那种淡淡的清新，却又充满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这是大陆所
不能及的一种国文素养。
　　自我感觉开头几篇和后面几篇质量高于中间的几篇。每篇后的延伸阅读也给我们推荐了丰富的素
材。但可以看出，推荐的读物很多都是台湾的作家，比如朱天心、杨牧、陈芳明、陈冠学、白先勇等
。
　　不可否认，两个并不出名的老师有着奋发的精神，在书卷中低头寻找着自己的解释。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本书的编辑质量很低，错别字之多令我为之汗颜。既然是在新华书店买的
，应该不存在盗版问题。人名与古文字词中的别字让我有撕书的冲动。
　　希望看到更多好的台湾散文，寻觅那种馨香。
16、解释何其肤浅啊，抑制不住的推销自己，鼓吹自己。生拉硬拽地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评苏轼的赤
壁赋能和你的读书，评诸葛亮出师表能和你学校的人际关系相提并论吗？未免自大得可笑！还有把万
历十五年写成万历十五无。
17、订购了10本书，结果让当当网给拉掉了一本书《找一个解释》，理由是“暂时缺货”。可我查了
，一直显示有货。以前也碰到过一次，打电话去问，被告知以再买一次，结果为了省运费，又订购了
好几本，以前拉掉的书就一起送来了。这种钓鱼的做法让人感觉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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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本书内容空洞，看不下去，与对其的高评价不符。每一张纸空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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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凌性杰和吴岱颖身为建国中学教师，充满着学生的朝气蓬勃之感。与大学教授那种不谙尘事之感
相去甚远。选择的古文种类繁多，年代众多。由平常小事联系古文中的作者或情感，知人论世，旁征
博引。文章中透露着台湾学者散文中那种淡淡的清新，却又充满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这是大陆
所不能及的一种国文素养。自我感觉开头几篇和后面几篇质量高于中间的几篇。每篇后的延伸阅读也
给我们推荐了丰富的素材。但可以看出，推荐的读物很多都是台湾的作家，比如朱天心、杨牧、陈芳
明、陈冠学、白先勇等。不可否认，两个并不出名的老师有着奋发的精神，在书卷中低头寻找着自己
的解释。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本书的编辑质量很低，错别字之多令我为之汗颜。既然是在新华书店
买的，应该不存在盗版问题。人名与古文字词中的别字让我有撕书的冲动。希望看到更多好的台湾散
文，寻觅那种馨香。
2、为自己的工作找一个解释，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理由。剔除那些对教师职业的固定看法，你还得自
己去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日复一日的劳心劳身？也许在你踏入师范学院的那一刻起，你就宿命般的被规
定了后半生的人生轨迹。我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的，是文学，这是个虚
妄的名字。我想，那时候，我只是喜欢喜欢文学这件事，并不是文学本身。诗歌需要灵性的迸发，小
说的背后是人情世故。从来不是单纯的书写，就可以让自己在缪斯的殿堂里拥有一席之地。尽管日日
的书写，可以磨练自己的感觉，锻炼对文字的掌控，但仅凭这些并不足以支撑起一篇文字。所以，我
把最初的喜爱放到生活的背面。如此一来，你的焦虑逐渐退却了，奔波在一日一日里。生活像早晨的
海滩，漫步其间，偶尔会发现了昨天夜里滞留的美丽贝壳。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心力在这份工作上
消耗地越来越多，你和这份工作越来越亲密的融和在一起。但是，在你的心底，真的有一个解释吗？
无愧于内心，可以坦荡而不羞怯地说出。你自己找不到，就看看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的吧？《找
一个解释》，就是给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找一个解释。这本书是台湾的两位高中教师所写。海峡那边的
人书写的文字，读起来总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那边的书写者所独有的。你无法一目十行地
看下去，字里行间的意蕴，平和无声、稠密妥帖。人如小舟，飘荡其上，两岸风景，时而和风细雨，
一派江南风光；时而壁立千仞，人如累卵思虑危巢将覆。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
就是学生教材里的文言文。那些承载了历史烟云里人物内心世界的文字，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和后人
碰撞。不止是在学生的试卷上，对于一部分教师来说，那是他们的工作，而对于两位作者来说，它们
是生活的根据地。作者从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过往的经历出发，阐述文言文的立意所在。就像书本的
封底介绍文字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对古文作笺疏，也可以说是将古代经典，拿来当作
自我生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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