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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内容概要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是一套系列丛书，本书是第二册。
本册分为“学校”“时代”“人物”“历史”“少年”“科幻”六个部分，选入王安忆、莫言、苏童
、余华、阿来等众多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通过阅读这些杰出作品，让小读者享有语文课本不曾带来
的阅读乐趣。
此外，作者在每篇文章中有选择地写出精练的点评，文后还特别设有“思考”和“延伸阅读”等板块
供小读者深入解读。小读者可以在阅读中体会如何在写作中留有适当的想象空间，学会处理“戏剧化
”场景，尝试运用精妙的比喻，掌握平实的叙事基调，学会在思辨中进行思考⋯⋯
并不是每一篇作品都能带来快乐感受，有些优秀作品需要反复体味才能恍然大悟。一个逐渐成长的心
灵，需要以各种不同形态、不同题材、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来滋润，这样才能不断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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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作者简介

叶开
作家，《收获》杂志副编审，著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被评论界称为“上海的王
朔，中国的拉伯雷”。
因出版作品《对抗语文》，将公众对语文教育长期积累的负面印象激发出来，引发大众热议。如今，
他编写本书旨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对抗现行语文教育，其写作姿态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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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书籍目录

自序 文学就在我们身边
第一编 学校
在学校这个貌似平静的世界里，作家发现了不平静的风暴，从而把对社会、现实、理想的种种思考融
入小说中，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莫言
意犹未尽才是基本技法
风雨总在彩虹后  须一瓜
——五年级七班黄博浩同学文档选
留有适当的想象空间
第二编 时代
作家对时代的关心更多地投注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在这种特殊时代的反思中，也更多地强调个人的
价值。
隐居的时代 王安忆
围绕着作品的基调而叙事
天鹅绒 叶弥
“戏剧化”场景的处理
第三编 人物
一个特别的人物形象常常成为一部小说的主要象征，会在读者的记忆中留下完整的想象空间和可增可
减的、有宽广塑造空间的记忆。
棋王  阿城
留有较大的悬念空间
异秉  汪曾祺
小说也有散文化倾向
阿古顿巴  阿来
精妙的比喻让语言产生新的魅力
第四编 历史
在小说家眼中，历史不是历史而是故事，而且这故事还要跟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化学反应。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王小波
小说里也有现实
游神  马原
让文字叙述节奏保持一致
凉州词  格非
在思辨中进行思考
第五编 少年
少年处在人类成长期的开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活力、张力和好奇心，对任何既成的社会制度都会产
生强烈的对抗和破坏力。
乘滑轮车远去 苏童
时间可以成为写作的绳索
黄昏里的男孩 余华
重复而强调的叙事特点
朝着雪山去 甫跃辉
赋予人物不同凡响的意义
第六编 科幻
发展过于迅猛的科学技术似乎已经超过了科幻作家的想象力，给科幻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但同时也是动力。
太平洋人 郑文光
科幻小说的叙事魅力

Page 4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诗云 刘慈欣
唐诗可以这样读
后记  我为何编写自己的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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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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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精彩书评

1、刚刚在“朋友圈”读到一篇文章——《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教育》。作者是叶开，正是《这才是
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的编者。叶开还在书的最后写到“反思现行语文教育可知，”经典阅读“才是语
文学习之根本，大量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学好语文。以丰富的阅读来武装自己，不仅能拥有丰
富的心灵，还可以轻松应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语文考试。”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教育》的最后，叶
开尖锐提出现行语文教材或者说语文教育存在的五大问题，并在文章最后说：”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
石，语文教育是基石中最核心的部分，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养都离不开语言和文字，这个基础如果是豆
腐渣工程，则大厦虽似雄伟，而摇摇欲坠矣。“痛心疾首却绝非耸人听闻。或许是一种责任感，促使
叶开选编在他看来真正适合学生阅读学习的教材，所以，凤凰联动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出
炉了。是否后有来者并不可知（我们希望可以有），但确实是前无古人，而且，至少在现在来说，”
最好“二字，这本书是当得起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打破了现有语文教材的分类专题，而
是在”小说卷“中分为”学校“、”时代“、”人物“、”历史“、”少年“、”科幻“六个部分来
进行选篇。这样的一种分类方式在我看来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但似乎又适得其所。特别是”少年“与
”科幻“，有哪个孩子会不喜欢？而”时代“与”历史“这里面的文章都是现行语文教材避之唯恐不
及的东西，他们一直试图掩盖，而不想让孩子们早早睁开眼睛。在阅读过程中，特别是苏童《乘滑轮
车远去》中，有很多关于青春期躁动与懵懂的描写，这些会让引起孩子们强烈共鸣的描写与叙述，在
我们现行的教材中确是被打入“黄、赌、毒”一类的东西，永远上不得台面。孩子们在课本中从来得
不到共鸣，他们学到的只不过是一堆没有感情的文字堆砌，而这也恰恰也正是孩子们无法爱上语文学
习的原因。他们正是热血澎湃的好年纪，却让他们读毫无激情的文字，这也算是“残无人道”吧？小
说卷中收录了王安忆、莫言、苏童、余华、阿来、王小波等等众多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它们会给孩
子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通过阅读会知道语文原来并不是冷冰冰的枯燥乏味。小说卷中读起来最轻
松的莫过于须一瓜的《风雨总在彩虹后》，而恰恰就是在这篇看似轻松充满调侃的”不正经“文章中
，孩子们可以学到诸如”竞选发言稿“、“致⋯⋯的一封信”、“⋯⋯带给我的启示”甚至于”检讨
书“的写法，而且还能了解应该如何应对那些熟悉到再不能熟悉的作文题——《一件小事》、《可爱
的家》、《春天来了》、《我最欣赏的人》等。这让写作不再是苦差，这等于给备受所谓“作文”摧
残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窗，雾霾散开，享受一下清风明月吧；)当然，所谓语文书，当然不能仅仅是优秀
文章的简单收录，所以，作者在每篇文章中有选择地写出精炼的点评，文后还特别设有“思考”和“
延伸阅读”等板块供读者深入解读。这不再是填鸭，而是一种引领，所以，在这儿，“阅读”与“写
作”不再是被割裂的两个部分。读者可以在阅读中体会如何在写作中留有适当的想象空间，学会处理
“戏剧化”场景、尝试运用精妙的比喻、掌握平实的叙事基调，学会在思辨中进行思考⋯⋯总之，我
同意这题目——《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PS：虽然这不是真的语文教材，但是如果可以分为“
小学卷”、“中学卷”我认为就更为完美。
2、《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是一套系列丛书，我拿到手的是第二册“小说部分”。阅读之后，
感慨颇多：语文书怎么了？2003年，影星周润发的奋斗经历被列入香港中学教科书，引发社会争议。
同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入选“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性描
写，引起了部分学生家长的担忧。2004年，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青春读书课》（商务印书馆出版）
收录了“民间作品”：歌手崔健的《一无所有》、作家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同年，《Q
版语文》（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现了“MM”、“视频聊天”、“晕菜”等许多新新人类词汇
。2004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节选了王度庐的《
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的章节。2010年，《阿Q正传》、《药》、《记念刘和珍君》、《
孔雀东南飞》、《雷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背影》、《狼牙山五壮士》
、等20多篇文章，被移出了中学语文课本。尤其以鲁迅的大量文章被移出最为引人注目，被人称为“
鲁迅大撤退”。同年，“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指出苏教版小学教材中的《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
妈妈》是“杜撰”的⋯⋯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作家叶开的《对抗语文：让孩子读到世界上
最好的文字》，“吐槽”当下语文教材的种种弊端，甚至挑战现行语文教育。该书曾在一年内加印5
次，在全国引发热议。2014年，叶开“以一个人的教材继续对抗语文”，出版了《这才是中国最好的
语文书》（前两册），首印2万册销售一空，网店上架3天已经断货。为死板的语文教学，吹来一股清
风。叶开像是一个医生，为当今语文教材“诊断”：“非语文化，加入太多道德因素；随意篡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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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文意，打断文化传承；教材选文水平偏低。”他说，自己编写“教材”，就是要努力打破现行语文教
材编写的僵化体例，摈弃僵化道德伦理的灌输模式，力求把优秀作家作品用不同主题的形式介绍给读
者。他主张“大教育”概念，即：孩子要跟自己同龄人一起玩，一起观察一起交往一起幸福一起苦恼
一起长大，而不是跟大人窝在家里长大。叶开是一个有功力的选编者，《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小说部分）分为“学校”“时代”、“人物”、“历史”、“少年”、“科幻”六个部分，选入了
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王安忆的《隐居的时代》、阿来的《阿古顿巴》、苏童的《乘
滑轮车远去》、郑文光的《太平洋人》等等众多名家名篇。在每一编编首，叶开都写了自己的选编意
图。在《学校》这一编编首，叶开写道：“在学校这个貌似平静的世界里，作家发现了不平静的风暴
，从而把对社会、现实、理想的种种思考融入小说中，唤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在《时代》这
一编编首，叶开写道：“作家对时代的关心更多地投注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在这种特殊时代的反思
中，也更多地强调个人的价值。”在《人物》这一编编首，叶开写道：“一个特别的人物形象常常成
为一部小说的主要象征，会在读者的记忆中留下完整的想象空间和可增可减的、有宽广塑造空间的记
忆。”在《历史》这一编编首，叶开写道：“在小说家眼中，历史不是历史而是故事，而且这故事还
要跟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化学反应。”在《少年》这一编编首，叶开写道：“少年处在人类成长期的开
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活力、张力和好奇心，对任何既成的社会制度都会产生强烈的对抗和破坏力。
”在《科幻》这一编编首，叶开写道：“发展过于迅猛的科学技术似乎已经超过了科幻作家的想象力
，给科幻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动力。”另外，叶开在每篇文章中有选择地写出
精练的点评，文后还特别设有“思考”和“延伸阅读”等板块供读者深入解读。读者可以在阅读中体
会如何在写作中留有适当的想象空间，学会处理“戏剧化”场景，尝试运用精妙的比喻，掌握平实的
叙事基调，学会在思辨中进行思考⋯⋯叶开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他对女儿负责，对社会负责。他编
写《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对抗现行语文教育，他的写作姿态已然成
为一个新的现象，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文学事件，而且是引人深思的社会现象。一个作家，能够写出
传世美文，值得称赞，但这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工作”而已。但当一个作家的作品和时代、和改革、
和民众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这个作家就值得尊重了。在“一个人对抗语文”的路上，叶开很执拗，
也很坚守。有人说：有人说：坚是一种挺拔，而守却是一种柔情。坚是紧执，坚执住生命所不愿放弃
也不能放弃的。守则有一种思往古之悠情的情怀，则有一种古道热肠的衷情。语文书的问题，归根结
底是教育思想和体制的问题。叶开的“对抗语文”说白了，其实是对当今教育制度的一种对抗。他坦
言：“我编的不是现在通行的这种教材，因为我没编这种教材的执照。语文教材的编写到了今天，已
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僵化思想，并且通过各种形式主义而固化为某种自相证明的正确性，
似乎语文教材不这样面面俱到、不这样装腔作势就不能叫做语文教材。”那么，如果教育体制不改革
，叶开还会被“隔离”，诸多的学生还会受害。有人呼唤：让更多的作家、专家投入到自编语文教材
的行列，共同推动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据资料介绍，叶开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他在媒体
上登高一呼，便应者如云，众人力挺。郑渊洁、韩寒，也在动手自己给儿女自编教材了。期待：教育
思想和体制的改革。
3、作为一个曾经的语文老师，现在依然做着和教育相关工作的我来说，语文学习一直是生活中最常
接触的话题。客观地说，我其实是很喜欢学习语文的，其中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那些新鲜的，各种风格
的文章。即便如此，我上学乃至到现在，最头疼的依然是做语文试卷中的“阅读理解”部分。我相信
，这也是大多数孩子不喜欢语文的原因。这么说，并不是说试卷中选的文章不好，而是因为再好的文
章一旦被各种问题肢解，并被标准答案束缚，读起来也会兴趣缺缺。我到现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
标准答案这一说。明明说“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平时的阅读可以个人有个人的见解
，为什么到了考试的时候就不行了呢？语文学习就是要广泛阅读，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内容
、不同形式的文章中吸取营养，“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拘泥于课
本的那点文章，钻研得再深也是有限的，何况，很多文章在选入课本时都做了改动，使得学生根本看
不到原来的面貌。这种观点，我原来其实不怎么宣之于口，觉得有点离经叛道，但现在看似乎持这种
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了。起码，好多小学生的老师开了阅读书单，支持学生在寒暑假看书。尤其最近看
到的叶开老师选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我更是觉得，要想学好语文，广泛的阅读是必不
可少的 （当然了，“最好”两个字属于营销需要，你大可忽略）。这套书一共两本，每本都是厚厚的
。第一册分为“幻想”“文学变形记”“动物”“人与事”四个部分；第二册分“学校”“时代”“
人物”“历史”“少年”“科幻”六个部分（其实，有些部分是有重合的，人和事本来就是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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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的，只是各有侧重罢了）。两本书中，每个部分选入的都是名家名篇，应该说选入的文章都很有特点
，时间上距离现在的中学生也不是很远。编者在每篇文章的后面都有赏析，或是从人物刻画入手，或
是从修辞方法讲解，或是从思想性阐述，或是场景的处理，写作手法和写作特点都有涉及，可以说，
语文学习中的知识点涉及到了很多，但不是死板生硬地灌输，而是有理有据，生动活泼的欣赏，不至
于把原有的东西大卸八块。文章中的亮点分析能让学生有更具体的感受，文章后的阅读延伸让阅读有
了更广阔的选择性和方向性。这两本书不拘泥于教学大纲，不受限于中心思想，赏析也是从心出发，
虽然带有编者的个人观点，但是开放灵活，无疑给死板的语文教学吹来一股清风。至于这风是不是合
各个读者的口味那就见仁见智了。关于写作，叶开老师提倡要有真情实感，反对一味地堆砌辞藻。他
在第一册书中“怎样写不存在的动物”一篇中说道：那些“好词好句”是一味堆砌好呢，还是有感而
发，准确地表达更好？在自己的写作中，有追求的作家大多会注意语言的选择，不愿意被某些大而无
当的词语牵着走。他还说：好的文章，并不是依靠“好词好句”堆砌出来的。如果不发自内心，不出
自真诚，多少好词好句摞在一起，也只能是一堆毫无生命的垃圾。关于阅读，他提倡有个性的阅读。
“带着疑问和思考来阅读，并且在具体的阅读中深入，学会去寻找答案，这样的阅读，会有更大的收
获。”阅读要用心思考，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找出作品的特色；写作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掌握一定
的技巧，但不能一味地卖弄。语文学习中阅读和写作是两大难点，也是两大重点。这套书选文精，赏
析妙，从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结合具体的文章，从不同的方面给出了指导方法。学生在阅读过程中，
不仅能开阔视野而且能不断提高自己欣赏的水平。当然了，书虽然好，但只是引子，想着只读这两本
书就能学好语文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两本书给我们指出了语文学习的方向，起码是关于阅读和写作
的方法。 另：作者在文中《动物小说》一章中提到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中的一些弊端。他说道：在中
国原创儿童文学中，一些作家实际上缺乏对动物的真正研究，缺乏趣味性和童心，任何故事都要牵涉
到好人好事和怪异的纪录要求，故事叙事能力又糟糕，所以目前好的作品不多。这一点，我觉得真是
直指问题中心所在！再另：关于语文书的存在，我觉得大可不必那么一棍子打死。语文书里也有精华
，那些课文也只是引子，教师大可把课文当成教学中的一个例子，然后推荐学生读更多经典的作品。
4、很早看过叶开先生《对抗语文》的一些资料，原来彼叶开就是此叶开。终于看到他选编的《这才
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对现在的语文课文考试及作业，我很有同感，我印象中，在我的学生时代前期
还有些主观题，老是有同学抱怨老师批改上有偏差，后来慢慢地出现标准化试卷，主观题越来越少，
诸如阅读理解的类型，也被限定在标准答案之中。后来不学语文很多年，被邻居家女孩的语文作业难
住，备选答案好像都可以选，但又都不是自己理解的结论，此题确又是单项选择。之后，看侄子的作
业题，更是感觉，选择题的备选答案设置的太有局限性，而且标准答案过于标准，实在有些难以参透
语文的尴尬。看了这套语文书，本来还认为这套书的名字起得有些霸气，不过我在其中看到了学习语
文的态度，阅读，广泛阅读，正确阅读。叶开先生提到对原著内容的删减，原本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
有那么多的改版的名著，原来还是有商业因素。我本以为只有改变成册的课外阅读本，不想改变的作
品还被选入语文书里。被删减后的作品，虽然读起来容易，但理解起来总有缺斤短两的感觉。学英语
时，老师说，尽量读原著，难读点，多查字典，费点时间，能读到作者最真实的表达。对于自己的母
语，更无必要删减。理解力是需要通过更多阅读才能达到的境界。我读小说分册的首篇——莫言的《
三十年前的那次长跑》这篇文，读了三遍才读明白，刚开始我觉得让中学生读应该有难度的，可能他
们没耐心读。后面我就不抱这种想法了，渐渐读出味道了，加上文中有叶开先生的“分析”，点评，
文后有“思考”和“延伸阅读”。为读者深入解读和写作方面都提供方法途径。小说的阅读看起来是
一种消遣，但我感觉是培养语感最好的环境。学生时代，琼瑶的作品有那么多痴迷者，我觉得因为琼
瑶的小说，大家变得好有文采了呢。不过，莫言的小说我觉得受众不多，我读这套书才第一次读了，
对他那篇被选入综合分册的《大风》喜欢得不得了。他的作品总是有厚重感，而且历史痕迹浓烈。开
始，我挺担心这本书所选内容跟这本书的外形一样厚重，这不当紧紧接着就是须一瓜的作品《风雨总
在彩虹后》十多篇不同文体和内容的文章组合，况又是临摹学生的口吻书写，更有趣的是还夹带老师
批语，我觉得同学们一定会喜欢。小说分册和综合分册都选了不少分量的科幻和幻想作品，这是孩子
们的最爱。综合分册中的动物小说和人与事部分非常耐读。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的网》在本套书中
看了原著其中的篇章，感觉原文的节奏感要比电影更强，这应该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节奏。读了这
套书，我觉得叶开先生的后记很有必要细读一下，就像现在的学生要参透考题才会拿高分一样；叶开
先生编著这套语文书也不是要颠覆什么，而是想真正帮助孩子们读到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这套书不止
选入了中外知名作家的作品，还有新秀作家的优秀篇章。更有导读、解析、延伸阅读介绍。应该说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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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先生把一些好作品部分选入，更多的要延伸阅读。并且他告知读者很多阅读方法，练习写作的切入
点。我觉得这是学生很需要的。学习语文要靠阅读，这应该是大家都认可，可是怎么读，读什么，好
像从来没有统一过。这套语文书提供了不同题材，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应该说内容已经
很丰富了，但学好语文断不能仅靠这套语文书，叶开先生所提倡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向才是真正值得
我们去做去坚持的。作为家长，我觉得也应该是这套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读者群，读了这套书，大致
就明白怎么去给孩子选书，怎么帮助孩子在课堂外学好语文。有些作品甚至要和孩子一起读，和孩子
一起学语文，也许不止在学习上，更会在亲子沟通上融合很多呢。
5、看完了《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综合分册）再看这本小说分册，恍然有一种回归本土的感
觉。语综合分册不同，小说分册选取的全是国内著名作家的作品，作者按照在按照题材将这些作品进
行分类的同时，又按照时代将其进行分类。在同一个题材下，我们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到不同时代的作
家对于同一题材的不同感受。身为中国人，语文是必学的，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如果是学文科的
话，还有一直伴随着自己的学业进行下去。然而这份自己执着了几十年的学科，很多时候最终并不能
成为自己养的那个宠物，听自己的使唤。别说是小说就是一般的记叙文也是下笔难如上青天。因为小
说即是闲书的思想在很多家长心里是亘古不变的理念。现在的中学生课业非常沉重，我外甥在一所初
中上学，现在初二，每天早上六点就走（路程十分钟），晚上快六点才回，然后就是做作业的，动作
稍微慢点就得到十点左右。据说中午在学校也有作业。如此繁忙的学习，哪里来的时间阅读课外书？
不单是初中这样，小学生也这样！由《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小说分册）来谈中国的教育体制
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即便是谈，也仅仅就是谈而已。我们的孩子还得忍受如此的高负担学习生活！
什么时候，他们才能从单纯地应付考试走出来，看一样如此开拓视野的课外语文书呢？所谓的经过千
挑万选的语文教科书中的文章也不过是一种体制内的营生，其思想其语言风格的中规中矩却毫无引人
之处！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我想已经概括好的段落大意还需要孩子们再学习吗？重点在于孩子
能够谈出自己的不同之处？天上不再白云朵朵，雾霾一片，又何必强求孩子的答案千篇一律呢！给中
学生阅读的小说，我们自然是要主要思想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小说分册）中选取的小
说其思想不能说是中规中矩，在符合道德规范中又不失个性，对拓展中学生的知识面，从多个角度了
解小说自然是不错的选择！再加以作者在后面的精简到位的分析！无一不引导着阅读者的阅读倾向和
理解！
6、在目前中国的语文课约等于政治课的情况下，感觉这本书是个开拓者，引导孩子以文学而非意识
形态的角度看待文学。选的小说都是好小说，点评也很精当，恰到好处。缺点有二：1.题目取得不好
，一来太俗，完全没有叶开所提倡的文学的美感；二来过于绝对，倒不是嫌他狂，狂点没啥，但如果
是在一个成熟的阅读市场上，没关系，大家自己看是不是最好的嘛。对于缺少审美的少年读者来说，
说是“最好的”，容易限制孩子的眼界。2.选文中，文革知情类体裁偏多。这是容易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比如，“时代”这一部分，为什么不把各个时代都选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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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的笔记-《棋王》- 阿城

        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
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
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
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
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2、《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的笔记-《游神》- 马原

        她妩媚的笑脸浮现出一丝迟疑，她尽管还是高兴地说希望看到这篇小说，我的心里仍然打了个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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