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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承文化，学习语言，读书养气，沉思致远：古文的功劳莫大焉。
　　朱自清说：“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
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
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如今，人们又意识到了古文的重要，古文热正悄然升起。
初学古文，总觉得它佶屈聱牙，十分难学。
难学，又不得不学，于是就有人想寻捷径，把古文一律翻译成现代汉语，对照译文学习古文，以求速
成。
这种情形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尤为突出。
可惜，学生大多记住了译文，忘掉了原文，结果是事与愿违。
更有甚者，走题海之路，割裂文本，让学生埋头做题。
学生往往望文生义，千奇百怪的理解令人啼笑皆非。
　　学习古文有没有捷径呢？
有，那就是依靠选本，集中诵读。
学习古文，最根本的方法是背诵和揣摩。
背诵是硬功夫。
然而能滔滔不绝地背诵古文的学生越来越少。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训练。
训练得有合适的选本。
古文的选本并不少，但适合中学生学习的却不多。
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古文观止》之类篇目太多，篇幅太长，学生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它。
现在的古文选本，大都配有译文，对于廉价的译文，学生又往往过于相信，一味在译文里打转转，误
入歧途。
　　于是我不揣浅陋，想辑一个能给学生壮胆子，指路子，打基础的选本。
　　从心理上说，背诵时人们总是喜欢短文，讨厌长文。
三四千字的宏文，读读可以，要背诵，的确有难度。
所以让学生不惧怕的选文还是以短为上。
于是我定下一个标准：短小精悍，文质兼美。
标准一立，取舍就好办了。
短与长是相对的，文与质却有定论。
比如，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千古宏文，文和质都没的说，由于太长了，不
合标准，就不选。
非选不可的，就节录。
选文要精一些，短一些，有的短到不足百字，三五分钟就能背得烂熟，目的是提高学生学古文的自信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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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自清说：“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
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
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
”如今，人们又意识到了古文的重要，古文热正悄然升起。
初学古文，总觉得它佶屈聱牙，十分难学。
难学，又不得不学，于是就有人想寻捷径，把古文一律翻译成现代汉语，对照译文学习古文，以求速
成。
这种情形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尤为突出。
可惜，学生大多记住了译文，忘掉了原文，结果是事与愿违。
更有甚者，走题海之路，割裂文本，让学生埋头做题。
学生往往望文生义，千奇百怪的理解令人啼笑皆非。
　　学习古文有没有捷径呢？
有，那就是依靠选本，集中诵读。
学习古文，最根本的方法是背诵和揣摩。
背诵是硬功夫。
然而能滔滔不绝地背诵古文的学生越来越少。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训练。
训练得有合适的选本。
古文的选本并不少，但适合中学生学习的却不多。
对于现在的中学生来说，《古文观止》之类篇目太多，篇幅太长，学生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它。
现在的古文选本，大都配有译文，对于廉价的译文，学生又往往过于相信，一味在译文里打转转，误
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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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则通，山东人，孔孟音。
谋食浙江，移居温岭。
忝为硕士，硬充高级。
纳于言，迟于行。
教书匠，默无名。
有追求，无大志，做小事，不成不止。
好读书，乐缀文。
技不精，笔不勤，有拙著几本、拙文几篇、拙诗几首。
守本真，养性情。
自撰一联日：坐向实虚里，立于新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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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文旨：本文意在称赞对方的才能，希望对方认清形势，为朝廷出力。
　　（2）质疑：“董生勉乎哉”一句重复出现，有什么作用？
　　（3）探究：本文是赠序，属于议论文。
文章发语就用起笔，以高调笼罩全文，“多感慨悲歌之士”就不同凡响。
董生四句用叙述，说明他到河北去的原因。
用“知其必有合”给予肯定，用“勉”字基于鼓励。
第二段用‘‘然”字一转，对“有合”质疑，又用“勉”字，促其思考。
“董生勉乎哉”一语二现，语短情长。
用在第一段末，表明肯定董生的才能。
用在第二段末，进行提醒。
在最后，委婉表达希望董生能留在京城，不要去河北。
韩愈对董生的关心爱护，跃然纸上。
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一中说：“命意既自沉痛，用笔又极顿挫。
看他只是百数十余字，凡作几反几复。
”“董生勉乎哉”一句重复出现，就造成了一股曲折之气，传达出作者对董生的一片关爱之情。
　　（4）点评：　　①董生愤己不得志，将往河北，求用于诸藩镇，故公作此送之。
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终讽诸镇之归顺及董生不必往。
文仅百十余字，而有无限开阖，无限变化，无限含蓄，短章圣手。
（[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　　②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往，故“合”一层易说，“不合”
一层难说。
文语语作吞吐之笔，日“吾闻”，日“乌知”，日“聊以”，于放活处隐约其意，立言最妙。
其末一段，忽作开宕，与“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实用借笔以提醒之，一日“为我”，再日“
为我”，嘱董生正以止董生也。
想其用笔之妙，真有烟云缭绕之胜。
凡文之短者，越要曲折，盖曲则有情，而意味倍觉深长也。
（[清]朱宗洛《古文一隅》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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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读此书可通高中古文之关　　名句读 熟句读 积字义 思义理 悟笔法　　全书贯彻“三读法”：
通读 注读 研读　　突出一个“短”字　　落实一个“背”字　　体现一个“得”字　　追求一个“
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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