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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前言

　　仰望与断想：在大师背影之外的地方　　在种种新鲜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面前，广大教师的热情是
空前的，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面前，茫然中，
反而变得异常困惑、疲惫，变得手足无措：有了好胃口，却没有健壮起来!　　这是致命的问题，为什
么我们没有培养起来有足够"消化能力"的教师?　　看来，"消化不良"的病变已悄然进入我们一些教师
的身体。中医的观念认为，如果一个人生病了，且十分虚弱，万万不能突然间大补。这是过犹不及的
做法。要治病首先要扶本，恰当的方法是循序渐进地帮助病人恢复自身的身体机能。要引领教师从根
本上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和归属地。换句话说，中国的教育要有中国的教育之根，中国的教师要有自
己的灵魂。　　我们的教育有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上千年前就已达到了巅峰。比如孔子所代
表的传统。在卡尔·雅斯贝斯的视野里，孔子、老子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世界的"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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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内容概要

《文章作法》主要内容：“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句话虽然只指示学习“做诗”的
初步方法，但中国人学习作文，也是同一的态度。原来中国文人是认定“文无定法”，只有“神而明
之”，所以古代虽然有几部论到作文法的书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唐彪的《读书作文谱》之类以及
其他的零碎论文，不是依然脱不了“神而明之”的根本思想，陈义过高，流于玄妙，就是不合时宜。
近来在这方面虽已渐渐有人注意，新出版的书也有了好几种，只是适合于中等学校做教科用的仍不易
得，而为应教学上的需要，实在又不能久待；所以参考他国现行关于这一类的书籍，编成这《文章作
法》以救急。
文章本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意思或情感而作的，所以只是一种工具。单有意思或情感，没有用文字发表
出来，就只能保藏在自己的心里，别人无从得知。单有文字而无意思或情感，不过是文字的排列，也
不能使读的人得到点什么。意思或情感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结构是文章的形式。内容是否充实，这
关系作者的经验、知力、修养。至于形式的美丑，那便是一种技术。严格地说，这两方面虽是同样地
没有成法可依赖，但后者毕竟有些基本方法可以遵照，作文法就是讲明这些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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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书籍目录

序绪言第一章  作者应有的态度第二章  记事文  第一节 记事文的意义  第二节 做记事文的第一步  第三
节 材料的取舍和整理  第四节 记事文的顺序  第五节 文学的记事文第三章  叙事文  第一节 叙事文的意
义  第二节 记事文和叙事文的混合  第三节 叙事文的要素  第四节 叙事文的主想  第五节 叙事文的观察
点  第六节 观察点的变动  第七节 叙事文的流动  第八节 叙事文流动的中止  第九节 叙事文流动的顺逆
第四章  说明文  第一节 说明文的意义  第二节 说明文的用途和题式  第三节 说明文的条件  第四节 条件
的省略第五章  议论文  第一节 议论文的意义  第二节 命题  第三节 证明  第四节 演绎法、归纳法和类推
法  第五节 续前  第六节 证据的性质分类  第七节 各种议论的联络  第八节 议论文的顺序  第九节 做驳论
的注意第六章  小品文  第一节 小品文的意义  第二节 小品文在文章练习上的价值  第三节 小品文练习的
机会  第四节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着眼细处  第五节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印象的  第六节 小品
文作法上的注意——暗示的  第七节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中心  第八节 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机
智  第九节 实际作例和添削  第十节 分段与选题附录一 作文的基本的态度附录二 论记叙文中作者的地
位并评现今小说界的文字附录三 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传染语感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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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章节摘录

　　第三章 叙事文　　第四节 叙事文的主想　　叙事文和记事文一样，对于材料须有所选择。选择
的标准，除记事文所说的“适切题目”和“注意特色”以外，还因文的目的而定。这个目的在叙事文
中就是主想，大体有三类。　　（1）以授予教训为主例如传记等。　　（2）以授予知识为主例如历
史等。　　（3）以授予趣味为主例如小说等。　　因了主想的不同，材料选择取舍的标准也就不一
样。即如要叙述岳飞的事迹，做第一类的叙事文，应当对于他的家教、性行、轶事、格言等详加叙述
，而于他的生卒年月、生的地方、官职战功等却用不着详说。做第二类的叙事文却恰好相反，生卒年
月等应当详尽，家教轶事等只得省略。至于做第三类的叙事文，不但材料的选择不同，并且叙述的方
法也就相异。《少年丛书》中的岳飞是第一类叙法，《宋史》中的岳飞是第二类叙法，《说岳传》中
的岳飞是第三类叙法。总括一句，第一类以善为主，第二类以真为主．第三类以美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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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编辑推荐

　　夏先生和刘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又都是文章大家，因此《文章作法》可谓他们多年教
学经验和深厚文学修养的结晶，内容自然生动有趣而不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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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精彩短评

1、适合中学生、教师读
2、本书对常用文体既下了定义又有举例，看完之后应该都会写这些文体或从阅读文章中区分出各段
落属于什么文体。对于如何收集写作材料、组织材料顺序和写作注意的要点都告诉大家了。对初学者
有好处。简单、易懂。大师就是能把复杂变简单的人。
3、实话说，比之当今各大高校发的写作教程、写作教育等等教科书要好得多，对于学习写作的朋友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4、以前在上中学的时候，课本里面有介绍写作技巧的小文章，那个时候没有认真读。现在写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才慢慢的感觉到技巧的重要性，八股也有八股的好处！这本书好处就是详略得当，写的
很精巧，不压人，但绝对让人有收获！
5、感觉这般小书挺好的，虽然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
6、这本书对想学好写作文的人来说很有帮助。
7、因为年代的问题，一些说法对于现今来说不免有些老了不适用，但总体上的讲解分类举例都非常
恰当精辟，很多我以前模糊的地方现在都豁然开朗。私以为初高中老师借鉴这本书来讲授也会是非常
有成效的。
8、挺好、实用，物美价廉，值得一读。
9、大师的著作，真的启发人的心灵。让我这个老中学生一下就投入进去，收获很多。民国时的大师
真的是让人佩服的。
10、大家名作，虽是针对中学生而做，但每个文字工作者都应该看看。
11、要是小时候看了这种书多好
12、这本书是我在儿童时代读过当时的确觉得受益匪浅！那时候还是70年代说白了老师也不太会写文
章如何教学生呢？但这本书却给了我另一方世界。现在买了多只是为了收藏。小时候读到的那本废品
收购站拾得的直版繁体残本已经遗失了。为了回忆的阅读。
13、大家的书，值得一看。。
14、读了，书很好，以后还要在当当买东西。
15、大师作品,虽然成书是在许多年前,但内容绝不过时.作文就那么几招,跟着大师的脚步走近作文,聆听
大师的教导吧.适合初中以上及成人.
16、还行 个人觉得对应试作文没多大用处
17、从前的大师，真的有人文思想和情怀，真正为教育而教育。
18、对我的帮助很大，作文能及格了......哈哈
19、对写作有帮助哦，从根本帮助提高作文水平！
20、书不错，应沉下心来看才有效果！
21、内容通俗易懂，都是讲作文基本功的，感觉比自己自小学到高中从语文老师那里学到的都多。
22、大师的作文课，开卷有益
23、不愧是大师作品，深入浅出，看过之后让人受益匪浅。但写作关键还是在个人，要多练笔。
24、大师作品，物美价廉！
25、印刷质量非常好，手感很棒，当然内容更好
26、好书,值得读和收藏!
27、大手笔 非常值得拥有，书写的很实用，可以看得出作者的用心良苦，书的排版紧凑，不像有的书
字体大，行间距宽 一看就是为了赚读者的钱。 总而言之，值得一看。
28、基本看完了，这本书成文应该是在上世纪初或是中叶，文中语法，语句都和现代语法文词差别很
大，不适合现代青少年中学生读，其他阶层的人，读也不太适宜，已经过时了。讲的方法，不深不透
，只可作入门知识，而且例子多陈旧。还不如直接看初高中书本中介绍的文章的分析解释与作法举例
。看后，后悔买了来、、、
29、彼时文章作法总结，对现在依然有很大指导意义
30、书不厚，讲的比较细致，但带着一些民国时期的文学特点，孩子不喜欢，需要父母引导。
31、不错的书 文言较多 看着不错
32、留待以后翻阅，质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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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33、内容介绍翔实，方法什么的也很实用。讲解很透彻。 不论是底子好的或是需要提高的，相信都非
常有帮助。
34、这本书，应当说，是看了别人的评论后才买的。后来仔细阅读后，感觉不适应学生，也不适合想
提高写作水平的从政人员使用，因为学生看的话，有些不直接，或不是很了解；从政人员来看的话，
写得太过专业。所以，很适合老师阅读，然后向学生授之以渔，很不错。
35、读前人写的书有种膜拜的感觉
36、刚收到的书，还没有来得及看。
37、大师讲解，精辟细致，学无止境啊。
38、浅显易懂,指导孩子不错
39、　　 这本小册子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文学家夏丏尊讲义稿的汇编，由于成书在民国时期，所以
之前心中还疑虑书中的内容是否与当今时代脱节，或是内容晦涩难懂，读罢才知多虑了。以前的我错
误的认为民国时期是个动荡不安乱哄哄的年代，没有什么可供深入了解的，随着对相关历史事件的不
断了解，并读了一些民国时期学者的书后，逐渐认识到那是近代史上中国思想大转折时期，是落后的
传统东方文明与西方先进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对那之后的中国人的思想走向甚至可与春秋战国
时期的百家争鸣相媲美。那时国家、政局的动荡丝毫没有影响学者们的治学研究，同时由于加入了西
方的一些理论、方法，致使那个时代的学者有了从新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中华传统文明，并出现了最
早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 　　 从此书名即可看出此书是教授写作的，在读的过程中常感觉到“一句
话点醒梦中人”的意味的，比如他把文章分为：“内容”和“形式”两大块，“内容”可通过“经验
、知力和修养”来逐渐充实；而“形式”，则是一种“技术”，可通过努力锻炼得以快速提高；对于
初学写作的，没有“腹案功夫”的，可将材料一一地用“短文”方式记录下，然后连缀起来并加以润
色，这种办法可适用于一切文体，其实我就是惯于用这种方式的，但总觉得这是一种拿不上台面的“
野路子”，看到大师也推荐这种方法，以后便可放心大胆的用了；如今许多人写作有一种“引用癖”
（俗称“掉书袋”），仿佛才能彰显自己知识的渊博，而本书作者的观点——遣词造句少用那些用滥
的成语、典故，并最好是“写出自有特色的语言”；民国时期不少学者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敢于质疑甚
至否定古人，并勇于同行间的辩论，对于对名著“高山仰止”的今人，读之犹恐不及，更安敢挑名著
的毛病，而作者通过摘取《红楼梦》、《水浒传》和与作者同时代的鲁迅、郁达夫等的一些文章片段
进行批评指正，以达规范写作的目的。虽然我们远未达到点评名著的水平，但这也另一方面提醒写作
爱好者在读书特别是所谓的名著时，要仔细揣摩、品味名著的滋味，不要只当做外行看了个热闹，而
忽略了其中的门道⋯⋯ 　　 我总认为能用心的读一本书，从其中的二三点心得启示，便值了。此书
中对文体的分类很细，也许今人已分的不那么详细，但其中一些通用的经验技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本书很适合中学教师和学生阅读，是一本很正统的作文教学书。正如作者所说：写作勿好高骛远，
由生到熟，只要勤练，大部分人会做得比当初想的好。另外，很多书的序和附录（除了名家所做）大
多被忽略，如同蔬菜的根稍，虽不起眼但却是极有营养，往往对书的内容和成书背景有深入的描写，
为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大有益处。
40、现在的语文老师有几个能像夏丏尊一样能边教书边做文章的呢！别以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西现
在已经了out了。历史是一个圆。只要有作文课这本书永远有用。
41、大家写作的文章小书，好。
42、比普通老师好很多，因为很多老师压根就不会讲作文，可能连他自己作文水平都不咋的，这就是
中国。
43、文学大师精心所著，很值得。
44、各种文体，都有解说，增强写作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可以。
45、书的质量还不错，内容值得一看
46、内容精炼紧凑，实用
47、让我多了解了一点小品文的知识。
48、书还没看，草草翻阅了，可能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写作方式
49、值得一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50、这么好的书应大力宣传和推广。大作家的作品，虽然是大家的作品，但是作者长期担任语文教师
，又是文章大家，这本书说他们俩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的结晶，语言朴实自然，生动有
趣，简洁明快，没有丝毫的枯燥感，对帮助中学生写文章的提高有着非常的作用，好书，给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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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51、大师就是大师，深入浅出，什么人都能看懂，而且透着一股深厚学养的气质
52、适合静静玩味，定能体会出其中要义。
53、大家的小作品。值得写文章和教授写文章的人好好读。
54、通俗易懂，所举实例很详细
55、言简意赅，有利于孩子学习
56、经典就是经典。
适合在校学生。商务人士亦可借鉴。
57、好书当然值得看了
58、挺不错的书，就是快递非常的烂，没听过的快递。不专业。
59、一本上个世纪的书,现今还有用!!!!!!!!!
60、一代大师远去的背影，淳淳的教诲，永恒的风范，致敬！！
61、看后对如何写好文章很有帮助，值得一读！
62、讲撰写文章方法的书籍有很多，但往往佶屈聱牙，令人生畏。
这本小册子，让人多了一份亲近，多了意思练笔的冲动。
63、大家之作，一点也没过时，相当好的写作入门书籍！
64、一本有指导作用的书
65、不错！有利于文章写作和教材解读！正在认真的阅读中！
66、简体横排。对写东西很有助益。
67、比我想象中的来得快,是正版的.我建议想要学写作的朋友,除了多看书以外,可以考虑这本书.
68、小书的内容，大家的功底，着实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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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法》

精彩书评

1、感受民国学者的治学精神——《文章作法》这本小册子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文学家夏丏尊讲义
稿的汇编，由于成书在民国时期，所以之前心中还疑虑书中的内容是否与当今时代脱节，或是内容晦
涩难懂，读罢才知多虑了。以前的我错误的认为民国时期是个动荡不安乱哄哄的年代，没有什么可供
深入了解的，随着对相关历史事件的不断了解，并读了一些民国时期学者的书后，逐渐认识到那是近
代史上中国思想大转折时期，是落后的传统东方文明与西方先进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对那之后
的中国人的思想走向甚至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媲美。那时国家、政局的动荡丝毫没有影响
学者们的治学研究，同时由于加入了西方的一些理论、方法，致使那个时代的学者有了从新的角度来
审视和理解中华传统文明，并出现了最早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从此书名即可看出此书是教授写作的
，在读的过程中常感觉到“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的意味的，比如他把文章分为：“内容”和“形式”
两大块，“内容”可通过“经验、知力和修养”来逐渐充实；而“形式”，则是一种“技术”，可通
过努力锻炼得以快速提高；对于初学写作的，没有“腹案功夫”的，可将材料一一地用“短文”方式
记录下，然后连缀起来并加以润色，这种办法可适用于一切文体，其实我就是惯于用这种方式的，但
总觉得这是一种拿不上台面的“野路子”，看到大师也推荐这种方法，以后便可放心大胆的用了；如
今许多人写作有一种“引用癖”（俗称“掉书袋”），仿佛才能彰显自己知识的渊博，而本书作者的
观点——遣词造句少用那些用滥的成语、典故，并最好是“写出自有特色的语言”；民国时期不少学
者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敢于质疑甚至否定古人，并勇于同行间的辩论，对于对名著“高山仰止”的今人
，读之犹恐不及，更安敢挑名著的毛病，而作者通过摘取《红楼梦》、《水浒传》和与作者同时代的
鲁迅、郁达夫等的一些文章片段进行批评指正，以达规范写作的目的。虽然我们远未达到点评名著的
水平，但这也另一方面提醒写作爱好者在读书特别是所谓的名著时，要仔细揣摩、品味名著的滋味，
不要只当做外行看了个热闹，而忽略了其中的门道⋯⋯我总认为能用心的读一本书，从其中的二三点
心得启示，便值了。此书中对文体的分类很细，也许今人已分的不那么详细，但其中一些通用的经验
技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本书很适合中学教师和学生阅读，是一本很正统的作文教学书。正如作者
所说：写作勿好高骛远，由生到熟，只要勤练，大部分人会做得比当初想的好。另外，很多书的序和
附录（除了名家所做）大多被忽略，如同蔬菜的根稍，虽不起眼但却是极有营养，往往对书的内容和
成书背景有深入的描写，为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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