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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言津逮》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谈的是讲文言或学文言时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从古今文字的异形、异义、异用，讲到反映在文字上的古今风俗习惯的差别，又讲到由于传钞、版
刻的不同而产生的疑难。
以过来人的资格，把学习文言所可能遇到的困难，给读者一一指明，并且告诉他怎样去克服，正如一
个有经验的障碍赛跑运动员指点后来者怎样通过那花样繁多的重重障碍。
”书后附有工具书举要，从读者实用的角度出发，简明扼要，为初学文言者指明了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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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中行(一九○九年一月～二○○六二月)，曾用名张球，著名语文学家、散文家。
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
一九三一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
曾教中学、大学，编期刊。
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辑、特约编审。
著作先后出版有《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和白话》《负暄
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谈文论语集》《负暄三话》《说梦楼谈屑》《横
议集》《说书集》《流年碎影》《说梦草》《散简集存》等。

张中行博学多识、造诣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治学严谨，其著述，谈学问以探赜索隐的知识性见长，
书杂感以揆情度理的哲理性取胜，均以其真情、真知、真见，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颇为学术界和读
书界的人们所喜好，并成为当代杂体散文创作的代表性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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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吸收优点　　与以上说的避免误用相比，吸收优点的情况比较复杂，比较抽象。
可是更重要，因为写现代文，借文言为鉴主要是在这方面。
我们都知道，在遣词造句、组织篇章，以及记人记事、抒情写景等方面，文言有许多优点，能不能把
这些优点吸收到现代文里，做到功效显著而不留痕迹呢？
自然不很容易。
但只要用心，多体会，勤练习，逐渐接近还是可能的。
用心，要由认识文言的优点起，走向自己笔下有意地求形似，并渐渐过渡到无意地得神似。
形似，神似，都比较难说；以下着重说说文言的优点，也只是举例，供学习文言而想多致用的人参考
。
　　1.简练。
我们读文言作品，都会感到文言有个明显的特点，句子和篇幅都比较简短，因而显得干净、充实、紧
凑。
简短，原因的一部分是词的字数比较少：文言使用单音词比较多，到现代汉语里，许多单音词变为复
音词了。
但主要还是由于句子短和篇幅短。
自然，长短是形式方面的事，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如果表现某种内容需要长，当然也未可厚非。
不过也要承认，常常有这种情况，本来可以短，甚至短了表现得更鲜明，有些人却惯于用长句，写长
篇。
像这种情形，就应该尽量学习文言，把可有可无的字和别扭的说法去掉，以求短小精悍，干净利落。
　　2.词汇丰富，表达方法变化多。
这种特点也是很容易觉察的，比如同是一千字的文章，统计用词的数目（重复的不计），文言比现代
文一定多好多；表现相类的意思，文言可用的形式也比现代文多。
多，其结果不只显得灵活，而且常常能够更确切，所以值得仿效。
　　3.由修辞的角度看，炼字的工夫深。
在这方面，文学史上流传的故事不少，如“僧敲月下门”，“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
”之类，虽然过于在这上头耗费精力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但是认真求好，不草草了事的写作态度还
是可取的。
　　4.写情写景长于造境。
文言里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名句，如文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诗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
家”；词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曲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
家院”：都能用少数文字点染，画出一种优美的境界。
现代汉语或者由于不注意，或者由于句法松散、冗长，已经不大有这种本领。
能不能以文言为借鉴，在这方面有所创造呢？
这就有待于作家们努力了。
　　5.委婉。
这也是文言中常见的一个特点。
表现在多方面，由谦称到避讳等等都是。
其中不少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如上书一定要说“死罪死罪”之类。
但也有一些，如《论语·先进》：“非曰能之，愿学焉。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都是意思很真率而话说得很委婉，显得比直说巧而得体。
现在，需要这类辞令的机会大概不多了，不过在适当的场合，直说显得粗野莽撞的时候，学学文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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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法还是有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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