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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内容概要

《文章讲话》是“跟大师学语文”丛书中的一种。书中夏丏尊和叶圣陶先生以名家名篇为例，解答了
文章写作的各方面问题，对于如何写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如何句读、如何安排文章中的对话、如何通
过文章表情达意、如何写文章才有气势、如何用文字表现动态和静态，以及阅读什么、怎么阅读等等
人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遇见的问题，给予了精辟独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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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作者简介

夏丏尊先生（1886—1946）和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他们都把毕生
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身为开明书店总编辑
的夏丏尊先生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先生任杂志主编。这本杂志以先进的文化

Page 3



《文章讲话》

书籍目录

陈望道序
夏丐尊序
句读和段落
开头和结尾
句子的安排
文章的省略
文章中的会话
文章的静境
文章的动态
所谓文气
意念的表出
感慨及其发抒的法式
附录
关于国文的学习
国文科课外应读些甚么
国文科的学力检验
阅读甚么
怎样阅读
学习国文的着眼点
先使白话文成话
中国古籍中的日本语
双字词语的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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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章节摘录

　　开头和结尾　　写一篇文章，预备给人家看，这和当众演说很相像，和信口漫谈却不同。当众演
说，无论是发一番议论或者讲一个故事，总得认定中心，凡是和中心有关系的才容纳进去，没有关系
的，即使是好意思、好想像、好描摹、好比喻，也得丢掉。一场演说必须是一件独立的东西。信口漫
谈可就不同。几个人的漫谈，说话像藤蔓一样爬开来，一忽儿谈这个，一忽儿谈那个，全体没有中心
，每段都不能独立。这种漫谈本来没有甚么目的，话说过了也就完事了。若是抱有目的，要把自己的
情意告诉大家，用口演说也好，用笔写文章也好，总得对准中心用功夫，总得说成或者写成一件独立
的东西。不然，人家就会弄不清楚你在说甚么写什么，因而你的目的就难达到。　　中心认定了，一
件独立的东西在意想中形成了，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原是很自然的事，不用费甚么矫揉造作的功夫了
。开头和结尾也是和中心有关系的材料，也是那独立的东西的一部份，并不是另外加添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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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编辑推荐

　　“跟大师学语文”丛书收录了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等大师的著作，他们根据多
年教学与创作实践，总结出学习语文的经验。本丛书能够解决读者生活中面临的阅读什么、如何阅读
、如何鉴赏、如何写作等实际问题。既有语文知识又有学习方法，涵盖语文学习的各个方面，是一套
讲授如何迅速提高语文素养的指导性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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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精彩短评

1、会讲的人未必会写，会写的人未必会讲，要达到二者之间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切换，必要经过
苦心的修炼。
2、还没仔细阅读，稍微翻阅了下，很好。对小孩来说很有用。
3、写的很有意思~
4、夏丐尊的几篇文章太棒了。
5、学作文，就得跟大师学。现在的教育偏离了正道
6、这就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学语文啊，不过这学习也是愉快的，不至于像老大做IT那么可悲不。看老
一辈的语文教学多么实在、透彻，回忆起所接受的教育，并未对基本的要素：语汇、句子、作文、阅
读和鉴赏做全面系统的讲解。虽全部融合在课文中，也有相应练习，但愚钝如我，并未习得其中要领
，以至今日作文完全词不达意，腹内空空，搜索枯肠情状只有自己晓得。
7、值得一读，感觉对文章讲话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8、是大师级水平，文章通俗，深入浅出，受益匪浅。
9、好朋友送的生日礼物
10、尊重并理解汉语的起点~加油，这是一条不归路
11、大师就是大师，浅显平易的文字很好的阐述了很多有用的方法。喜欢。
12、这是一本好书，通俗易懂，值得阅读。
13、这本书对语文教师或即将成为语文教师很有帮助，建议大家看看1
14、和语文随笔一起买的，孩子很喜欢
15、好的很哦
16、语言学是门学问。
17、特别适用于写作初学者，值得一看
18、跟大师学语文。
内容没得说，推荐购买。
一共三本，适合语文爱好者购买。对语文写作与教学有指导作用~~~~
19、经典好
20、这样一本语文教学的小册子，读过之后，打上四星是不为过的。当真是循循善诱，点到实处，每
一个章节的编排都是丰富的教学经验下，积累到质变的撰写。用于教学实在收益不菲，由此可以洞见
的民国教育家、教学专员的知识储备，与当下的语文教学相比，当真厚实深远。每一个细节的引用，
都见作者用了大工夫编纂，将“语文”点到了更大的视野中。
21、13032（0328-0330）；15014（0217-0218）。
22、真正的理论书籍不应该是板着一副深奥的面孔，而应该是这样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在朴实简单
的文字中体现大家对语文教育的关切，语文老师值得看，家长值得看，学生也值得看
23、其实没有细看，稍微浏览了下，挺实在的
24、再读一遍
25、从最基础学起
26、收藏之,学习之!
27、仔细看看大师们的话，很有道理，很受启发。
28、一部语文老师必读的语文教学佳作
29、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相比《文章作法》，似稍显实用些。
30、这本书的内容是作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离我们现在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如
何学习语文、写作等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看来语文学习万变不离其中，多看、多读、多背肯定是法宝。
31、字体排版很适合，内容看着还蛮有趣。希望读初中的孩子也会有跟我一样的看法
32、浅显易懂，喜欢
33、不看后悔
34、值得反复阅读，深究其意的书。照叶先生对待合格中学生国文的标准，现在多少大学生能达到？
35、很优秀的作品，不愧是大家。耐心学习吧。 好书，大家一起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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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36、送货速度快，满意
37、叶圣陶的经典，非常值得读，特别会家有孩子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
38、我爸挺喜欢的
39、大师的语言，简练、通俗、至理
40、他们是大师，他们的态度是谦逊的，生怕自己讲的不好有负读者的信任，因此语气是和缓的商榷
的；而我们现在的专家们生怕读者对他们的话产生质疑，因此语气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他们是大师
，他们是谨慎的，写作“想不苟且，太矜持”，“每期不必全有，决勿苟且塞责”而我们现在的专家
十几天可以写出几十万，没本练习册上参考书上都挂着他的名字，不知丢不丢人；他们是大师，他们
是朴实的，许多道理打了生动的比方说的透彻，全书看不到什么专业性很强的术语，即使有，也解释
得清清楚楚；而我们现在许多专家生怕读者看懂了他的文字，写得都不是人能看懂的话，简称“人话
”。看了这本书，做老师的应该想到的是：原来语文可以教得这么生动有趣；看了这本书，当专家的
应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师！再次相信，真理是朴素的，再次相信，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
41、初中作文补课。
42、大师的文章就是好的，那么平易而有道理可寻。
43、不是说3月15日到三月16日满200送100吗？怎么我当天在网上定了200元的书货已收到，也付了款，
还不见兑现啊？不会是骗人了吧？
44、很好，帮同事买的，是看到报纸推荐才买的
45、大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东西
46、古人古文，玄虚的多，晓白的少，后人继承其词汇，也多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套路。比
如说“文气”，高深莫测一个词，且谁有底气说个明白透彻？可夏老先生就有这本事。看此书，许多
原本玄虚的疑问，心里头镜子似的明白了。咱都不是什么有顿悟灵气之人，关键时刻还是得高手点拨
才行。但有点小小遗憾，老先生举例有点独沽一味，来来去去总是项脊轩志什么的，也或许是战时写
作比较紧张吧。
47、一般老师和中等以上程度的学生可读。2015年12月16日。
48、薄薄一本书，小到标点、分段、词句运用、情境、动态、文气揣摩；大到阅读的理解品鉴，写作
的态度和着眼点，内容简明深刻。文中理论多用古文名篇做示范，比起很多国外阅读方面的书，对国
人学子实在大有裨益。【序言中看到夏丏尊先生的落款时间1938年，感愧万分，两位先生饱经战乱，
颠沛流离中尚且怀有如此治学之心，可如今的国文教育于此书中的最低标准又能达到几分？】
49、: �
H15/1418-1
50、语言简洁平实，说理透彻，非常实用。
51、经典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好好学习的。
52、喜欢语文的、爱好写作的，都可以读。
53、买来收藏收藏收藏收藏！
54、我大概看了看不适和小学生内容不错
55、书是去年在上海书城看到，读了不能自已。觉得很不错。推荐给大家！！纸张很好。排版设计也
很好。最好的还是内容浅显易懂，深入浅出。
56、质朴清丽，娓娓道来，
57、作为一名工科生，我眼里的创作向来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仿佛作者取万物之精华，天地之灵气，
一吞云，一吐雾，便能成就一篇佳作。感谢有这么一些书，能为我这样的人拨云见日，解释神秘之中
的奥妙，把“说不清道不明”化成“可培养可修炼”，让创作也变得可亲可近。
58、不仅适用于高中生的文书学习，大学生也适用。
59、大师把原本以为多么深奥的东西，讲得那么浅显易懂。经典好书，不可不读。
60、毕业再看打不出四星了  感觉回到一下中小学语文课 老师可爱
61、粗略勾勒如何作文；讲解了词、句、篇章、动静、文气、意念等问题。反倒是附录让我更受用，
指导中学生学语文，提出了标准和方法；作为中文系毕业生，我深感心痛与羞愧。
62、这个刚看 不好评价
63、既适合高中、大学生阅读，也适合职场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阅读。QQ544827666愿与大家分享好
书、分享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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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64、其中一篇“关于国文的学习”写的很深刻。
65、性价比很高正版很赞包装不错
66、囤货中，商品不错。很满意。
67、从中学到的很多~~
68、看了许多的书，还是觉得看一些古籍比较能够静下心来。
69、对孩子语文学习有一定帮助
70、内容简练,思想突出
71、老爸说他读过这本书后 对写作有了领悟 比较好的写文章 如今著书立传都是这本书启迪的原因 他
曾经推荐给全国优秀书刊征集组并得到推荐成功的回函 那是他第一次得到全国性机构的正式信函 
老爸希望这本书可以影响孩子们爱上写作
72、这本书虽然是写给中学生朋友看的，但是作为语文老师如果能认真的读一读，可以给我们带来一
些新的视角，认识文章，从而对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不少的教益。
73、大师的作品，要好好研究才能有收获
74、作为有一定文化的中国人确实需要一定扎实的写作技能。后面几篇很有帮助。
75、高中就该学的东西，18岁之前却没有看到
76、语言表达的优秀读本，值得学习
77、我们要用心看书。
78、简单地说，这个系列五本都是非常好的语文补课书目⋯⋯相当好的写作指导。文章写得娓娓道来
。
79、买来看看学学，还不错。
80、叶老是我最崇拜的教育家，凡是他的书都是很好的。
81、有所收获
82、通俗易懂，适合初级学语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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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讲话》

精彩书评

1、作文真的是一道难题。把文章写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平时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
仿，模仿名家手笔，模仿高分作文，模仿别人的风格。文章当然是可以越来越好，这之间就要加以琢
磨，每个段落，每句话，其实都有可以提升的角度。在一句句中打磨，才能得到有效提升。这本和叶
圣陶的怎样写作是差不多的：这本书还是讲到的怎样写作，讲到的文章整体的做法，从文章的每一个
部分开始把控，整体来看和《怎样写作》是差不多的，我们今天来看看不同之处。今天讲作文中的感
情抒发这一部分。许多人写现代诗，第一句都有这样的习惯！啊～～～⋯⋯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好像通过这一个字就可以表达无尽的感情了呢？反正刚开始诗歌就要抒发这么强烈的感情的并不多
见。常见的是在末尾或者接近末尾的地方抒发最强烈的感情。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也常常会抒发一
下感情，或热爱，或向往，或谴责，或悲愤，总之要表明我们的态度。但是如果直接说出来，那就太
没有什么意思了，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含蓄的表达。在古代的诗文中，这种情绪是怎么表达的呢？
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顺便鉴赏一下诗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
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
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轼《赤壁赋》这种感慨比较玄妙，在寻常人看来，也许
可以说是“事不干己”。如果把自己认作大宇宙大自然的一部份来看，谁也会觉得自己的渺小、孤独
，起无可奈何之感。一般所谓“怀古”的文章，那情怀和这颇有相通的地方。如：越王勾践破吴归，
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惟有鹧鸪飞。——李白《越中怀古》这种感慨也由今昔对比
，觉得今不如昔而生。但这所谓“昔”，远在数百年或数千年，对于作者亦可说“事不干己”的。这
时作者的情怀另有一种，就是把自己短短的生命投入在无限的时间的大流里，于是数百年、数千年前
的盛况，好像和自己也有过关系似的，这才抚今追昔，生出感慨来。感慨文章中所含有的感情，分析
起来似乎就不过上面所说的几种。无论哪一种，其性质都是退婴的、消极的、无意志的。如果以现实
的人生为标准评价起来，那种自己觉得渺小、孤独，觉得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害多利少的。感慨的结果
原也可引起积极的情怀，如有感于年龄已老，益思效力于国家社会，目睹世事日非，发心改革恢复，
悟到人生的无常，就去积极地做宗教上的修证等等，古今原有其人。但这时感慨的情怀已被破坏变质
，感慨早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就感慨的本质说，完全是退婴的、消极的、无意志的东西。感慨之情的
性质大约如上面所说。次之，再来看看感慨文章中发抒感慨的方法。文章发抒感慨，不消说有种种技
巧，种种方式。我觉得归纳起来只有一个法则，就是把时间郑重点出。这法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感
慨之情原由今昔对比觉得“今不如昔”才发生，所以时间观念与感慨之情就有密切的关系。凡是感慨
文章，记述事物的变迁，都把时间郑重点出。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
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这些例里的“今”、“昔”、“旧时”等字
，都是用来点出时间的，偶然有表面上不说出时间的，实际暗中仍有时间观念。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
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浮生若梦”就是说“人生短促”，“为欢几何”
就是说“为欢不久”；“白头宫女”是尚存的“今人”，“说玄宗”是“话旧”。前者是人和宇宙的
对比，后者是今昔的对比，时间的观念仍是存在的。以上赏析诗歌的部分出自本书，我略微修改了一
下。详细的可以多看几遍，或者去看看原书。因为大师写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化的。这一小节中
，我们学到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凡是感慨文章，记述事物的变迁，都把时间郑重点出。
2、如何写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如何通过文章表情达意？如何写文章才有气势？如何用文字表现动态
和静态？以及阅读什么、怎么阅读？⋯⋯这些我们在写作中都会遇见的问题，书中都有解答。非常喜
欢这套跟大师学语文系列丛书，读完这套书，内心真实感慨，大师就是大师，经典就是经典，这套书
读完，确实让我对写作有恍然大悟，顿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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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章讲话》的笔记-第24页

        句子的安排以谐和为原则，谐和与否的识别方法是读。

同字面、同句调在单句里应该力避，可在排句里，却不必忌用同字面或同句调

2、《文章讲话》的笔记-第80页

        要领略文章的气势，念诵是唯一的途径。念诵起来须急忙追赶，不能中途停滞的就是所谓气势旺
盛的文章。

3、《文章讲话》的笔记-第157页

        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上，不应该着眼在内容上。

Ps:我读书，向来重内容，轻形式；重阅，轻读。是以写作水平不见提升，还不能轻松自如地叙述自己
所要叙述的事物，议论自己所想议论的事情。今后必须改进，方能不空读书。

4、《文章讲话》的笔记-全书总结（不含附录）

        对于文章体式写作方法尚未得门径的初学者有些帮助。

1.句读与段落
句读：凡是断落的地方，意味都会增强。要根据情境活用，比如依照自己的情感重点决定文章的句读
，在平日说话时也可运用此法则，通过顿挫传达心情。
段落：分段不同，文章的情调和意味也会不同。分段并无定式，一般可根据两个原则：一是依据文章
内容（如总分总），二是心情的自然流露。

2.开头和结尾
开头和结尾与中心关联。
开头如戏剧开幕，选择适当，足以奠定全幕基调，统领全幕氛围。一般有：
  1) 冒头法：先不触题，由其他事物说起;
  2) 破题法：开头点题。
结尾讲究余味，文字完了意义未尽。

3.句子的安排
熟习句式：安排句子，不合适则变换句式。
与上下文调和：
  1) 留心单句、排句。单句里避免同字面、同句调；排句需灵活，同字面同句调忌呆板。
  2) 注意句子所用辞类的字数，讲究精确（书、书籍、书本）

4.文章的省略
字面的省略：删掉后意义不欠缺。
意义的省略：不发感慨，不表情感，让意义自己呈现。
事件的省略：文字并非万能，记述事件时可采用“有效”的标准，其余留白。

5.会话：传情达意，表现人物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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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并非必须；日常会话写入文章，需精选，需明确。

6.静态
1) 写事物本身动作
2) 赋予事物动作
3) 给事物加上形容修饰
4) 只写事物名词（让情感自己呈现）

7.动态
连续的动作：
  1) 利用短促的句逗；
  2) 提示时间的短迫；
片段的动作（片段可包含在连续中）：
  3) 分析动作的顺序
  4) 写从动作得到的感觉

8.文气：文章气势
1) 文气有强弱，但强弱与文章好坏无密切关系；
2) 用口念诵
3) 加强文气的方法：
  a 以一词句统率许多词句；
  b 一串文句中叠用调子相同的词句；
  c 多用连接词，尽可能使文句上下关联。

9.意念的表出：用符号（词/语/句）表达意念（动作情态等）
1) 多积累词句
2) 依照情境，严密选择符号：a 积极选择（适合情境）；b 消极选择（意念明确）

10.感慨极其抒发
今不如昔才生感慨，郑重点出时间是关键。

5、《文章讲话》的笔记-第77页

        调子相同的词句虽能使文气加强，但也须运用得适可而止，于必要时善为变化。

6、《文章讲话》的笔记-第20页

        文法上通得过的句子，摆入文章中去看，因上文下文的情形，也许会通不过。要补救这毛病，唯
一的方法是改变句式，使它合乎上文或下文的情形。

7、《文章讲话》的笔记-第16页

        文章的开头犹如一幕戏剧刚开幕的一刹那的情景，选择得适当，足以奠定全幕的情调，笼罩全幕
的空气，使人家立刻把纷乱的杂念放下，专心一致看那下文的发展。

找到适当的结尾好像行路的人遇到了一处适合的休息场所，在这里他可以安心歇脚，舒舒服服地停止
他的进程。若是找不到适当的结尾而勉强作结，就像行路的人歇脚在日晒风吹的路旁，总觉得不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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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当的地方。

8、《文章讲话》的笔记-第16页

        “作者在一个字也不曾写之前，整篇文章已经活现在胸中了。这时候，该用什么方法开头，开头
该用怎样的话，也都派定注就，再不必特地用什么搜寻的功夫。不过这是指有修养的人而言。如果是
不能预先统筹全局的人，开头的确是一件难事。”
我想老先生这话说的是再准确不过了。
记得之前我读书的时候，一有点儿感想就草草下笔，结果，有开头无结尾，中间衔接也不是很自然。
后来，写的渐渐多起来，才开始积累了一点经验。先在心里把要写的东西从整体上过一遍，然后再把
细节部分如何安排思考妥当。这样看似费时的准备其实到真正写时就会节省不少时间。最后再修修改
改，一篇文章就写就了。
今天再读老先生的概括，有此感受，故记之。希望今后再勤加练习，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思维能力
。

9、《文章讲话》的笔记-第1页

        

10、《文章讲话》的笔记-第66页

        表达事物的动态，最重要的是电影。为要保持动作的连续紧凑，利用短促的句逗；提示短迫的时
间（应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分析动作的顺序步骤（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
北市买长鞭）；摹写从动作得到的感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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