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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读本》

前言

这本《文言读本》是《开明文言读本》的改编本。《开明文言读本》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因为
现在还缺少性质相同的书可以用来代替，我们应出版社的要求，把它改编重印。所说改编，主要是删
去若干篇课文，把原来的三册合并成一册。原先有一篇“编辑例言”说明编辑的宗旨和方针，节引如
下：我们编辑这套读本，有两点基本认识作为我们的指导原则。第一，我们认为，作为一般人的表情
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逐渐让位给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将完成。因此.现代的青年若是还有学习
文言的需要，那就只是因为有时候要阅读文言的书籍：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
的文学。写作文言的能力决不会再是一般人所必须具备的了。第二，我们认为，在名副其实的文言跟
现代口语之间已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学习文言的时候应该多少采取一点学习外国语的态度和方法，一
切从根本上做起，处处注意它跟现代口语的同异⋯⋯这两点决定了我们的选材和编制。我们把纯文艺
作品的百分比减低，大部分选文都是广义的实用文。我们不避“割裂”的嫌疑，要在大部书里摘录许
多篇章；我们情愿冒“杂乱”的讥诮，要陈列许多不合古文家义法的作品。我们既不打算提供模范文
给读者模仿，而阅读从前的书籍又的确会遇到这各种风格的文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办？⋯⋯对上
面的话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文言作为通用的书面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二，要求学习文言
时注意辨别它跟现代语的异同，是为了防止用现代的字义和句法去读古书，误解古书文义，也是为了
纠正在语体文中滥用文言词语的不良风气。《开明文言读本》原来计划编成六册一套，供高中三年教
学之用，但是只编了三册，没有完成计划。第一、二册课文的排列按内容深浅，不依时代先后。第三
册里选用的课文，除诗歌外，都是宋朝以后的作品，宋朝以前的只选了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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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读本》

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年开明书店汇集一些名家编印的系列国文教材中的一套，选取的三十二篇文章，从宋朝一直
到近代，包括小品、笔记、小说、古风、近体律绝等各种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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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 文言的性质
二 语音
三 词汇
四 语法
五 虚字
课文
一 为学 彭端淑
二 蹙盗 何景明
三 喻言【一】 韩非
四 喻言【二】 百喻经
五 游子吟 孟郊
六 王蓝田 刘义庆
七 桃花源记 陶潜
八 口技 林嗣环
九 核工记 宋起凤
十 越谣歌
十一 邹忌 战国策
十二 綦崇礼 洪迈
十三 图画 蔡元培
十四 装饰 蔡元培
十五 陌上桑
十六 瑁璃缾 洪迈
十七 书蒲永昇画后 苏轼
十八 痴华矍题记 鲁迅
十九 英文汉诂叙 严复
二十 无家别 杜甫
二十一 岳阳楼记 范仲淹
二十二 书博鸡者事 高启
二十三 促织 蒲松龄
二十四 夏珪秋霖图 李葆恂
二十五 缭绫 白居易
二十六 训俭示康 司马光
二十七 天工开物【选录】 宋应星
二十八 吴船录【节录】 范成大
二十九 绝句十八首
三十 梦溪笔谈【选录】 沈括
三十一 论变盐法事宜状 韩愈
三十二 律诗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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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文言的性质一 一篇文章，是用语体写的还是用文言写的，大致一看就能分别，虽然不是没有在界
限上的例子。文言和语体的区别，若是我们要找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说：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
，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文言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文言就是古代口语的记录，有人说只是
一种人为的笔语，是历代文人的集体努力的产物。这两种说法可以说是都对都不对，因为“文言”这
个名称包括许多不同时代和不同式样的文章。在时间上，从甲骨文字到现在有三千多年；在风格上，
有极其典雅奥僻的，也有非常浅近通俗的。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完全没有口语作根底的笔语，
文言不会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经是某一时代的口语的如实的记录，如现代的剧作
家和小说家的若干篇章之为现代口语的如实的记录。在各式各样的文言之中，我们可以提出一种来称
之为“正统文言”，这就是见之于晚周两汉的哲学家和历史家的著作以及唐宋以来模仿他们的所谓古
文家的文章的。这一路的文言在当初大概跟口语相去不太远，还在听得懂的范围之内。可是口语是不
断地在变化的，一个人的一生几十年里头也许觉察不出，可是经过三五百年，积小变为大变，这前后
两个时代的人说的话就会到了不能互相了解的程度。笔语呢，假如是大体上跟着口语走的，那么也会
变得很厉害。可是如果后一代的人竭力模仿前一代的文章，那么也许变得很少，虽然绝对不变是办不
到的。正统文言就是这样形成的。除了正统文言，我们一方面有比它更古奥，更富有方言色彩的甲骨
文、金文和《尚书》里的文章，又有比它后起的，更多一番雕琢，离开同时代的口语更远的辞赋、骈
文之类。另一方面也有或多或少地容纳口语成分的通俗文言，如一部分书信、官文书、笔记小说、翻
译文章之类。唐朝以后又渐渐地有更接近口语的文体出现，如有些诗和词，许多和尚和道学家的语录
。到了宋朝的平话小说，那简直就是语体了。元明以来的戏曲，曲文本身是一种文言和语体混杂的很
特别的文体，可是说白部分是相当纯粹的语体。这些个语体文章一向不受文学家的重视，只当作一种
游戏笔墨，一直到了三十年前的新文学运动起来，才由附庸变为大国，逐渐替代了文言，作为一般应
用的文体。二为什么别的民族很少有类似我们的“文言”的呢？原来文言的形成并非完全，甚至并非
主要的由于中国读书人的崇古的心理，而另有一个物质的基础——汉字。假如用的是标音的文字，笔
语就不能不跟着口语走。汉字有一个特点，各时代的人可以按各时代的读音去读同一个字。譬如耳朵
，古代人管它叫，现代人管它叫爸，倘若就照这个样子写成字，现代的人学习古代的文字是相当困难
的。可是当初写成个“耳”字，尽管古代人读，现代人却不妨读吾，让它代表口语里的，那么现代入
学习古代的文字就并不太难了。当然，写成“耳朵”，现代人更容易明白。可是人是有惰性的，多写
一个字多一分麻烦（而且当初也许曾经有过这个字究竟该怎么写的问题），一个“耳”字能对付也就
算了。“耳”这个字是难易适得其中的例子。一方面有用“目”代表或的例子，古今全无联系，可是
另一方面也有“牛”、“马”、“鱼”等等古今完全相通的例子。

Page 5



《文言读本》

编辑推荐

《文言读本》：中学图书馆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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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封面和封底都很脏，让人失望。
2、送人用的，大概翻了下娓娓道来，令人兴趣横生。
3、這類書自問已讀過數本，怎麼我還想讀一下，也許就是景仰諸位先生。已讀四分之一，著實好讀
，編排甚顯諸先生慎密和關懷學子之心思，雖然成書已數十年，卻仍然是一本極好的文言教材。
4、若好好读过，文言斯可通矣
5、很怀念以前的教育，所以购买一本，聊以慰藉。
6、每章之后的讨论真是可爱~感觉是几个老头子年轻时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7、一直想看，终于入手了啊
8、真国学！
9、深深的自卑= =
10、 一系列的书满当当在书架放着 真好
11、很好，硬皮的，书中有文章，每篇文章后面还有注释，有讲解，有思考题，能让你将文章理解透
。
12、我买此书的目的就像是想学习一下古文，虽然高中是学过，但是学的稀里糊涂，现在想平时没事
的时候学一学，帮助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我觉得就像学习英文一样，兴趣比较重要，工具也很重要
。这本书就是通过很短小或者很经典的一些古文文章，来培养初学古文的人的兴趣，前面的虚词解释
部分就像字典一样，有很详细的解释，随手可以翻阅查找。每篇文章后面还有问题帮助回顾，就像小
学生学习课文一样，对我这个工作了的人也挺有帮助的。
13、当下的语文辅导苏充斥着技巧，应试，没有真正去提高一个人语文素养，而这本书却是一本真正
地素质教育的好书。
14、这个系列的封面，太容易掉色了！三联，可以改进吗？
15、学习吧
16、早就买了，一直没看，进来翻阅发现以前的人做学问很是严谨，确有大家风范，这本书作为文言
读本很不错。
17、文言读本不错，对学文言文很有帮助
18、时间关系粗略的读了一遍，作为学习文言文的课本还是很有内容的，课后的讨论很好指明了思考
的方向
19、曾经是教材
20、一本很平易的书，适合自学文言文，很系统的培训你的文言能力。
21、不完整
22、三联啊你为什么印成这么丑，这么好的书！！！
三位大学者的入门学习之作，学古汉语，一定是从原典入手
23、这书是对初中和文言起步的极好资料，可以随时查阅。
24、好~快~值~
25、很经典的文言文学习教材，推荐初学者购买阅读
26、非常不错的书，孩子喜欢，挺有用的。
27、有趣的文言文读物。现在有些人畏惧甚至厌恶文言文，是因为读不懂。文言文的确有一定难度，
但你如果掌握了，会发现文言比白话精妙。简洁、高雅，令人回味。此书选编的文章短小精悍，难度
不大，读起来很有趣味。
28、　　按：今日帝都微雨，正是读书好时节。幸之大甚，于国图遇好书一册，曰《开明文言读本》
，盖乃民国初年开明书店所印之大众读本之一。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组成的著作队伍之强大令人
咋舌。全书包括理论和文选两部分，选材新颖，分析独到。慨然有民国气，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编书
者于当时时代强烈的赤子之心。
　　
　　
　　1.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盖“语体”即指“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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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读本》

　　
　　2.崇古也无非是惰性的一面。（论及文言发展与中国音文不一致原因，微吐槽我国民性，颇为中
肯有趣。）
　　
　　
　　3.李白诗一首：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
　　
　　
　　4.“脸”原指“目下颊上”那一小块，今日之脸为古时之面。
　　
　　
　　5.孟郊，字东野，唐湖州武康人，诗家。（“诗家”比“诗人”有感多了。）
　　
　　
　　6.选文《王蓝田》篇后“讨论与练习”问曰“一个人性子太急好不好？为什么？知道自己性急应
该怎么样？跟性子急相反的是哪一种人？这样好不好？又该怎样办？”（已然是修身课了。）
　　
　　
　　7.陶潜，字渊明，东晋末年人。为人恬退，不慕名，不慕利。一生穷困。喜欢喝酒跟作诗。他的
诗风跟当时的一般诗人的风格全不相同，词语平淡，可是意味醇厚。历代有多少人学他，没有一个学
得像的。（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段介绍陶渊明的文字。）
　　
　　
　　8.《越谣歌》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9.蔡元培《装饰》：都市之装饰，如《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所以求均称而表庄严也。巴黎一市，揽森河左右，纬以长桥，界为驰道，间以广场，文
以崇闳之建筑，疏以广大之园林，积渐布置，蔚成大观。而驰道之旁，荫以列树，芬以花塍；广场及
公园之中，古木杂花，喷泉造像，分合错综，悉具意匠。是皆所以飨公众之美感，而非一人一家之所
得而私也。（到底是前清翰林。）
　　
　　
　　10.这篇乐府（《陌上桑》）很像现在北方的“大鼓书”或苏沪的“弹词”，说书人的唱词有时用
自己叙说的口气，有时就用书中人物的口气。第一行“照我秦氏楼”等于说“照到咱们秦家的楼房”
，把唱的人、听的人跟罗敷打成一片，觉得特别亲切。
　　
　　
　　11.“采桑城南隅”是不是真的在城南？“东方千余骑”，是不是真的在东方？真的一千多个骑马
的？（这怀疑精神。）
　　
　　
　　12.小珰：小太监。珰是宫中太监的帽子上的饰物，金制，因此称太监为“珰”。（长见识。）
　　
　　
　　13.杜工部《无家别》篇后“讨论与练习”问曰“全篇是作者自己的口气不是？”
　　
　　
　　14.《岳阳楼记》讨论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向来被认为是作者的名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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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作者是正统的儒家。现代的观念，个人包容在大群之中，个人跟大群息息相关，所以一切思虑
行动都该以大群为前提，这跟作者“先忧后乐”的说法是同是异？
　　
　　
　　15.高启《书博鸡者事》后讨论题：博鸡者干的使当时人很痛快。用现代的眼光看起来，他的行为
有问题吗？（时刻不忘教化。类林纾译笔，往往擅改情节以免误导青年。一笑。）
　　
　　
　　16.博鸡者和他的同伴天天在金陵市中游行，台臣就不好不理，什么缘故？（这是在鼓吹游行么...)
　　
　　
　　17.《聊斋志异》谈狐说鬼与别的“志怪”小说不同，在于设想奇幻而不违人情，又常刻画世态以
寄托讽刺。全书有很多篇脍炙人口，不为无因。但是作者喜欢在篇末用“异史氏曰”开头，发一通议
论，大多数是画蛇添足。（文人好古，可以理解。亦有佳评，如《狼》篇。）
　　
　　
　　18.乐天诗《缭绫》篇后讨论题：试指出篇中美妙的描写句。（美妙这个词真美妙。）
　　
　　
　　19.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牛，中国惟水、黄两种。水牛力倍于黄，但畜水牛者，冬与土室御寒
，夏与池塘浴水，畜养心计亦倍于黄牛也。凡牛春前力耕汗出，切记雨点，将雨则疾驰入室；候过谷
雨，则任从风雨不惧也。篇后评价：说明文要写得好，必须对于所要说明的饰物先有清楚而周密的认
识。假如作者没有在田间生活过，也没有跟农民详细讨论过，他准写不出这么一篇文字。读者的本乡
若是位置在产稻区，就可以拿你自己的经验来跟这一篇里边所说的相印证。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是
作者的观察错误呢，还是古今的情况有了改变？
　　
　　
　　20.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摩诘此诗，颇堪玩味。）
　　
　　
　　21.《渡汉江》诗“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多说宋之问所作，
此本从李频。不知确否。)
　　
　　
　　22.“杜甫，字子美，唐襄阳人。官至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一般认为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
。”又曰“李白，字太白，唐代大诗人，与杜甫齐名。”（崇杜抑李？）
　　
　　
　　23.《梦溪笔谈》之“范文正荒政”一章，几乎就是罗斯福新政的翻版嘛！“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
‘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此乃以工代赈之法。又假他人之手，不亦妙哉！）
　　
　　
　　24.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
，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艹，文革？！）
　　
　　
　　THE END
29、这套书对我的教学帮助实在无可言表。这是三册民国文言课本浓缩的精华，在编排的体系展示中
，折射了目前语文课本选篇的倒退。值得一提的是，32篇课文的设置实用性高，课后问题直指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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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指导大有裨益。其中加入了文言文说明文、鲁迅、沈括的梦溪笔谈，在文艺性文言文占领中
学课本的今天，无疑给教学者带来思考和启发。第32篇唐代韩愈一篇《论变盐法事宜状》，私认为是
高年级学习文言文须达到的思想程度。站在更高的立意拥有实用的眼界，学习一种文体文字，是学习
语文的根本。另外，高年级学习文言无标点，自理，很触动我心。
30、很好，帮朋友买的。。
31、到货快，服务好！
32、老祖宗留下的文字应该传承。
33、一直都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总得感觉三联的书，封面非常隽永，雅致。这次三联的中学
图书馆文库即是如此，其所出的第一套我基本上都购齐了，个别一两本是因为先前已经购买了的缘故
。买了这么多的书，我现在已经成了新版本学的专家了，尤其对于系列丛书，因为常常在网上搜的原
因，很是熟悉一些相当好的版本。以后大家有需求可以找我了，保证你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三联的
这套“中学图书馆文库”就是其中之一，内容都出自名家、大家之手，32开本，精装封面，设计典雅
。缺点不耐脏，价格较贵。
34、没看完 
35、现行的白话文不到100年的历史，而文言文具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现存浩如烟海的典籍全部是用
文言文书写和记载的，只掌握10，而丢弃290是不划算的，无论孩子们将来从事何种学科，具有一定的
文言文是必须和必要的。看文言文的注释和翻译，很大程度上是拾人牙慧，是被别人过滤了的，原著
的观点很可能会被翻译者所断章取义或加入自己的好恶，所以说让掌握文言文，让孩子们自己去了解
和理解原文吧！好书尽在‘三联’。
36、商品本身没问题。封面有一点脏的感觉，我就用橡皮擦，结果⋯⋯书皮被我擦白了。天哪⋯⋯（
有点强迫症的同学要有心理准备，书封面脏了最好别擦，我就是例子= =。）
37、很好的工具书，闲时读读也不错。
38、大家所编，语言精练，很有嚼头。
39、内容经典。书封壳坏了。
40、民國時語文學界的幾位大師級人物編理的一部語文文言教科書 舊稱《開明文言讀本》 主要內容包
括對於古文的基本實虛詞及語法的概述 分類說明 并藉由體例寬泛的三十餘篇經典古文進行示例講解
剖析 可視為夯實文言基礎的一大好書。
41、中学学的都忘光了，但是竟然心生读文言文的冲动，那种文言文的含蓄羞涩内敛的感觉怎么突然
用上心头？！
42、#壬辰书梦#古文入门极好的书，虽然其文后一些练习已经有了语文教学的影子。但是选文以及点
评还是有大师风骨的。文章都是字字珠玑，读后齿颊留香。蔡元培先生的《图画》是说明文典范，鲁
迅古文造诣同样深厚，严复先生的英文语法说明非常经典。《训俭示康》针对今天的社会更有价值，
下一步找来《梦溪笔谈》好好读读。
43、中国古典文化宝库，见仁见智，各取所需。
44、给女儿买的书，选文别具匠心。
45、吕叔湘、叶圣陶、朱自清---这都是响当当的名家，那像现如今的“专家”啊。不错的小书。只是
阅读上跟现在的习惯少有差异。好书一本。
46、封面很脏 买了5本没有一本满意的
47、大抵是些书钞，批点不可谓过，只是不够切确。
48、文言文基础
49、此书既不是启蒙用，也不是给专找偏门文章的人用，而是从一个完整、全面的角度来细读优美的
文言文
50、三巨头合作，学习中
51、重溫了一些祖先寫的文章，最喜歡《夢溪筆談》，自己斷句很有趣。也提高了自己的文言閱讀能
力。希望我們國家的文言教育能多些、英文教育少些。
52、买了已经不见了
53、买回来后翻看了一下，的确对我的工作有帮助！
54、除去选文的用心外，“练习与思考”很有启发。
55、书是新书，只是封面有点脏，看着不顺眼，不过内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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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大家之言，闲说语文。
57、说的东西都比较透
58、很好的江南古典!!古香古色的!!!
59、不知对孩子的古文有帮助没有，还希望他能静下心来读读
60、这本书便是《开明文言读本》的改版。作者是朱自清 叶圣陶 吕叔湘
61、朱、叶、吕三大家唯一的合著本，好。
62、这个要经常读，时时读。
63、看看人家这教材写的...
64、急用参考读本.足不出户能买到.
65、总体不错，就是书的封面有点脏
66、丑老胖的起点
67、大家风范，这本书作为文言读本很不错。硬皮品相有损。
68、先生的注解比起现在的通行版，更有自己独到的意味。很注重古今汉语的差异。读于军训期间。
69、给爸爸买的，说是留给家里宝贝以后做工具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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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按：今日帝都微雨，正是读书好时节。幸之大甚，于国图遇好书一册，曰《开明文言读本》，盖
乃民国初年开明书店所印之大众读本之一。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组成的著作队伍之强大令人咋舌
。全书包括理论和文选两部分，选材新颖，分析独到。慨然有民国气，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编书者于
当时时代强烈的赤子之心。1.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盖“语体”
即指“白话”。）2.崇古也无非是惰性的一面。（论及文言发展与中国音文不一致原因，微吐槽我国
民性，颇为中肯有趣。）3.李白诗一首：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4.“脸
”原指“目下颊上”那一小块，今日之脸为古时之面。5.孟郊，字东野，唐湖州武康人，诗家。（“
诗家”比“诗人”有感多了。）6.选文《王蓝田》篇后“讨论与练习”问曰“一个人性子太急好不好
？为什么？知道自己性急应该怎么样？跟性子急相反的是哪一种人？这样好不好？又该怎样办？”（
已然是修身课了。）7.陶潜，字渊明，东晋末年人。为人恬退，不慕名，不慕利。一生穷困。喜欢喝
酒跟作诗。他的诗风跟当时的一般诗人的风格全不相同，词语平淡，可是意味醇厚。历代有多少人学
他，没有一个学得像的。（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段介绍陶渊明的文字。）8.《越谣歌》 君乘车，我戴
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9.蔡元培《装饰》：都市之装饰，如《考
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所以求均称而表庄严也。巴黎一
市，揽森河左右，纬以长桥，界为驰道，间以广场，文以崇闳之建筑，疏以广大之园林，积渐布置，
蔚成大观。而驰道之旁，荫以列树，芬以花塍；广场及公园之中，古木杂花，喷泉造像，分合错综，
悉具意匠。是皆所以飨公众之美感，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而私也。（到底是前清翰林。）10.这篇乐府
（《陌上桑》）很像现在北方的“大鼓书”或苏沪的“弹词”，说书人的唱词有时用自己叙说的口气
，有时就用书中人物的口气。第一行“照我秦氏楼”等于说“照到咱们秦家的楼房”，把唱的人、听
的人跟罗敷打成一片，觉得特别亲切。11.“采桑城南隅”是不是真的在城南？“东方千余骑”，是不
是真的在东方？真的一千多个骑马的？（这怀疑精神。）12.小珰：小太监。珰是宫中太监的帽子上的
饰物，金制，因此称太监为“珰”。（长见识。）13.杜工部《无家别》篇后“讨论与练习”问曰“全
篇是作者自己的口气不是？”14.《岳阳楼记》讨论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向来
被认为是作者的名言，即此可见作者是正统的儒家。现代的观念，个人包容在大群之中，个人跟大群
息息相关，所以一切思虑行动都该以大群为前提，这跟作者“先忧后乐”的说法是同是异？15.高启《
书博鸡者事》后讨论题：博鸡者干的使当时人很痛快。用现代的眼光看起来，他的行为有问题吗？（
时刻不忘教化。类林纾译笔，往往擅改情节以免误导青年。一笑。）16.博鸡者和他的同伴天天在金陵
市中游行，台臣就不好不理，什么缘故？（这是在鼓吹游行么...)17.《聊斋志异》谈狐说鬼与别的“志
怪”小说不同，在于设想奇幻而不违人情，又常刻画世态以寄托讽刺。全书有很多篇脍炙人口，不为
无因。但是作者喜欢在篇末用“异史氏曰”开头，发一通议论，大多数是画蛇添足。（文人好古，可
以理解。亦有佳评，如《狼》篇。）18.乐天诗《缭绫》篇后讨论题：试指出篇中美妙的描写句。（美
妙这个词真美妙。）19.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牛，中国惟水、黄两种。水牛力倍于黄，但畜水牛者
，冬与土室御寒，夏与池塘浴水，畜养心计亦倍于黄牛也。凡牛春前力耕汗出，切记雨点，将雨则疾
驰入室；候过谷雨，则任从风雨不惧也。篇后评价：说明文要写得好，必须对于所要说明的饰物先有
清楚而周密的认识。假如作者没有在田间生活过，也没有跟农民详细讨论过，他准写不出这么一篇文
字。读者的本乡若是位置在产稻区，就可以拿你自己的经验来跟这一篇里边所说的相印证。如果有不
符合的地方，是作者的观察错误呢，还是古今的情况有了改变？20.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
山鸟，时鸣春涧中。（摩诘此诗，颇堪玩味。）21.《渡汉江》诗“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
更怯，不敢问来人。”(多说宋之问所作，此本从李频。不知确否。)22.“杜甫，字子美，唐襄阳人。
官至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一般认为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又曰“李白，字太白，唐代大诗
人，与杜甫齐名。”（崇杜抑李？）23.《梦溪笔谈》之“范文正荒政”一章，几乎就是罗斯福新政的
翻版嘛！“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此乃以工代赈之法。又假
他人之手，不亦妙哉！）24.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
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艹，文革？！）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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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言读本》的笔记-...

        君乘车，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

他日相逢为君下。

————

这是朱自清、吕叔湘和叶圣陶所编《开明文言读本》中的一首。《开明文言读本》短小精悍，收录的
篇篇古文言小意大，从此古越谣歌就可窥见一斑。它讲述了那种真挚的友谊不因贫富贵贱的改变而迁
移。

 2010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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