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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胜过十本修辞书，很有趣，虽然里面的学生是中学生，但是大学生也不妨一读
2、本是中学国文辅助读本。读此书的时候竟忆起中学的语文老师、河坊街的烤红薯、还有洪春桥的
松涛来。
3、相見恨晚：初中時怎沒讀到此書？
4、刘海鹏推荐
5、宽容的时代自由的心。
6、此书当为中学时期的必读书，读到这本书有些迟了。对书中关于文学史的一节印象很深，各朝各
代的文学作品本就没读过多少，学什么文学史？
7、内容三星。写书的心值得再加一星。现在的人哪里有这份情怀？哪里有这么好的作文书？
8、回归原点的国文教学法。
9、语文老师都应该来看一看这本书
10、我获益匪浅
11、读书，作文，生活。
12、既是小说又是理论
13、购书记录
14、我的小初中 哈哈
15、确实不错，很适合高中生
16、初中读的，大开眼界，鱼戏莲叶间，要再读一遍
17、通俗又易懂~回到初中重新学语文嘞
18、大师写小书
19、清新的文字阐述语文的精要之处，感觉比教委的语文课本好看
20、如果我在初中的时候看过这本书，或者遇到这样一个“王老师”，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21、在故事中讲解读书、作文之道，非常受益。
22、挺不错的，《读声》一篇颇有收获。
23、在图书馆半个下午就读完了。时不时会心地笑出声来。这个才叫“教育家”。
24、爸爸给我看的书
25、有益。
26、小说体的语文教学辅导文章，很有意思。可以保鲜的知识和方法教学论。这样的书于师生的教与
学都是有意思的。
27、小学读物
28、一本好书，在娓娓道来的故事里，释疑解惑
29、一群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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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到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是：真可惜！这是一本给适合给教授初中级别的老师以及初中生看的书，
可惜的是我们的亲爱的初中级别的老师和学生都没有看过！老师忙于应付学生，学生忙于应付老师，
谁都没有心思哪怕瞅上这么一眼也好。不过，这本书的行文语言以及部分内容对现代的学生而言恐怕
有点儿过时了，毕竟时代不同，学生所学也是有不同的。因而，我一边看这本书，一边在心里盼望着
要是有哪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师能在这书的基础上稍稍修改一下，改成适合现代初中生看的书就好了！
这样才能让这本书充分展示它的价值。
2、这是我第一次写书评，为了练笔也为了让自己养成习惯，静心看书，定定浮躁之气。因要完成教
育史作业之缘，看了夏丏尊和叶圣陶合著的《文心》。也感谢导师每个月要求我们写篇读书笔记的严
格要求。这本书，二老很用心思的将自己在国文教学上和文学上的学识用平易的语言表述出来，意在
为当时青年学生的国文学习给予指导和帮助。既然是指导性的书难免会叫人直接联系想到纯粹说理枯
燥无味老学究性的书籍，可是《文心》却不然，用的是故事的体裁，（从文体的选择中我们可看出二
老对青年的用心）它以两个刚进高中的学生作故事的中心人物，叙述他们的平常生活，故事中的学校
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当时捧起来读这本书的读者没有太大的差异，国文的知识巧妙的融合在故事的生活
中，读起来自然顺畅。32个故事汇成的这本书，基本涵盖了修辞、语法、词汇、诗词、小说、日记、
书信、工具书、文学史等国文知识。仔细读完《文心》后，会感叹自己的中学生涯并没有好好学习语
文这一学科，因为书中的规矩道理我并不熟识。在第一个故事中，书中的以解读鲁迅的《秋夜》为例
，向我们说明文章有内外经验之分，要正确解读这些文章的内容，我们需要不断从文字里收的方法，
学习经验的方法。从来我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取内容，看的明白就过，看不明白的艰涩文字也并不去仔
细追问，或者在仔细追问时便会反笑自己：这些于己何用，还不如多做点题目来的实际。没有养成仔
细探寻的习惯，一部分可能和惰性有关一部分也是缺乏明确的方法，倘若我们知道例如文章的内外经
验的原理，大体也会觉得有迹可循，这些在没有看《文心》之前是全然不知的。我们更愿意接受易懂
易于接受的物品，读书也只是为消遣为一笑，为一轻快，不会再多的去细细品味文人大家的字字珠玑
，不懂得文章得来的甘苦，快餐式的阅读，只徒增一个故事。《文心》里提倡读书要经济，读百本书
得了百个故事不如细读一本耐读的书，得一个读书的好习惯。一直认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
也会吟”，读完《文心》方觉自己可笑，不仅仅是因为书中说写的国文知识我所知甚少，看到书中“
触发”一章写到“只管把书读呆，也没有什么意义”后更加觉得羞愧。只读却没有从书中有所悟，有
所得，确实没有什么意义。除去《文心》中所提到的国文知识，叙述乐华因为家境问题辍学的故事也
让我获益匪浅。提到停学了不意味着停止学习，就像在校上学最终之目的也就是学一些进入社会生存
的本领，他提出终身学习，学以致用的观点至今依旧适用。结合夏丏尊先生自幼求学几经停学最终成
为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的经历，其实离开校园的自我学习是需要更多的是自律和自学能力。古人常
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如果用这句古语来作比喻来评价《文心》，那么《文心》是一剂可以细细喝下去
却不觉苦的良药。
3、《文心》    夏丏尊、叶圣陶著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讲作文的方法诀窍的作文书，以前80年代的时候也
有过，俟鄙人一读此书，便觉过往所读虽流畅易懂，却始终欠缺些许典雅。至于今时之作文书，更无
足观矣。本书由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合力撰写，又得语言学家陈望道作序，加之又是夏先生的千金
和叶先生的儿子共结连理的见证，各种名头之下，着实辉煌。难得的是，辉煌之下又名副其实。教作
文却又夹杂当时旧国之光景，“课外活动停止了，将这时间改行军事训练；各科教师都暂抛了原有的
课程，改授与抗日有关的教材。沈先生于算术科的应用问题中用飞机速率、军舰吨数、粮食分配等做
题材，张先生教地理，所讲的是东北的地势，李先生教历史，所讲的是历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形
⋯⋯”所谓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说的就是如此。所谓国难当头，前方的自是奋勇抗战
，后方的也尽心支援，各尽其力。能在如此紧迫时期，写出泽披后世（特别是关于后辈作文为人）之
书，为日后文化事业再起重筑基础，自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智慧。只可惜今日的出版商除了一印
再印以往的经典《文心》、《文章作法》、《语文漫谈》，却无新的经典诞生，真不知是以往的书过
于经典，还是鄙人见识实在鄙陋，不识好歹。于是吕先生一册《语文漫谈》遗失于所谓“刘项”手中
，直让鄙人念叨。《文心》  夏丏尊、叶圣陶著  三联书店  99年11月一版一
印http://www.viyami.com/myblog/user1/pires043/archives/2008/2008227215556.html
4、本书是一本语文教育的名著，作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和夏丏尊先生。书前有陈望道先生和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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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先生的序，书末有叶圣陶先生之子叶至善先生写的跋。对于本书，陈望道、朱自清诸先生都给予
过中肯的评价。阅读它有如沐春风之感，于无声处接受了先生的语文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我觉得凡
是中学语文老师都应该读这本书，并且要推荐给学生读。另外，对国文有兴趣的社会青年而言，它也
会是一位良师益友。
5、这是一本毋庸置疑值得百读的好书。只是，越读它我越感到悲哀。按照序言的说法，这是一本给
适合给教授初中级别的老师以及初中生看的，此类人群看最有益处，因为此时正是自己认识文法，识
别文风的打基时候，书中每一章节所讲述的内容，都是稍稍想钻研国文的人第一步会碰到的问题，此
书正可以解惑指路，每一章节都值得细读分析，况且，以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呈现，也不觉无趣。可
是，我却越读越觉得现今已经文心不再。按理说，我已经是一个在读大学生了，书中的规矩道理应该
早已熟稔才是，从小到大，语文学习的也算卖力，却从未有过这样当头棒喝的感觉，总觉得过去许多
时间被荒废了，或者说，是在不知道如何学习的情况下荒废掉的，这样最让人觉得可惜。曾经我以为
“教育大师”这个称号实在太有欺世盗名之嫌，可是现在才知道手段之高低，虽然时事变迁，文学总
有继承发展之变化，可是书中所理多是基本之法理，为何从未有过如此系统听闻，这总是一件可悲哀
的事情。我想，也绝不是自己年纪大了，事理文理清楚了再看此书才有一种梳理的感觉，读罢更多的
，却是气愤与悲哀，为从未有过文中所有的学习气氛而气愤，为荒废过许多青春时间而悲哀。但还好
学无止尽，受用于此书，自当勤勉。我记得看到某一章时想起的一点念头，可以一述。记得读余光中
时曾看到他写过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说中国文字文法，理应在极长时间的繁衍后有许多变化，宛
若凤凰涅槃一般，许多字词组合，语法语势，都不应该拘束一格，而应随心所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深以为然，到读过此书之后才觉可笑，并不是说余光中所说的可笑，而是为自己的无知而笑。
余光中所言，固然没有错，但是随心所欲应是大师，即使不是大师级别，也应对固有的文章之法熟稔
于心的人，才能在固法之上变化自如，顺应文章的发展。可是我们连基本的国学经典都没有读过多少
的人，何言“改革”与“发展”呢？再观现在的许多书籍，更是把文法严谨抛在一边，即使自己也是
如此。现在我总是觉得，作文虽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却无法随心而写，没有驳杂的知识与对词句
的深入了解，终无法提高水准，落得泛泛之辈。受教于此书。一点想法，自己还是太学术浅薄，不能
尽言更有益之处，只能极力推荐此书，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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