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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习语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本教材以《阅读与写作》为书名，已经沿用了近十年。
为适应大学公共课程的通用名称，借此次修订教材之机，把教材名更改为《大学语文》。
虽然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章”更为宽泛，因为这样就可以把文学
与非文学类的文章一并容纳进来，但我们更认同把“语文"视为“语言的文学”这样一种界定，并且在
选文中得到了落实。
　　语文的本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进一步说，语文的工具性特点，最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上。
而人文性，又主要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对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感情的张扬。
如果说，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和张扬人文精神是语文学科的性质也是语文教学的归宿，那么两者
并举的最有效手段，恰恰是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
道理很简单，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传递的人文精神最集中，其对语言的要求最严格，学习优秀的文学作
品，既是在接受人文熏陶，也是进行语言能力的训练。
所以，凸显语文学科的文学性，正是语文教学体现人文教育目的的重要标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语文>>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阅读文选和写作知识两大部分。
    文选部分汇聚了古今中外五十余篇风格各异的散文作品。
由专门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予以导读、分析和点评，视角独特。
分析精当。
写作知识要言不烦，其内容贯穿在各单元中，既注意了知识的相对独立。
又保持了各部分之间的前后呼应以及与阅读文选的有机联系。
    本书既可作为“大学语文”课程的特色教材，也适合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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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以上所选的三则《题画》短文，我们可以对板桥先生的绘画理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艺术创造的第一步是学习、吸取养料，包括向前入学习技法，从生活中选取素材等方面的内容。
但艺术有不同的风格流派和创作倾向，而且属于同一流派的艺术家又各有自己的创作风格与创作内容
。
这就为艺术家在选择学习的内容、方法两方面带来极大的自由性。
在向前入学习的态度上，郑板桥主张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创作风格“师意”而不是“师迹”。
因此他虽然以兰、竹、石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但他并不向善画竹、兰的郑所南、陈古白两入学习
，而学习徐文长、高且园两人的风格，因为徐、高两人“才横而笔傲”，而作者本人亦有“倔强不驯
之气，所以不谋而合”。
郑板桥虽对石涛的墨花赞赏不绝，但“心意之而弗学”，因为“与之自不同路”，充分体现了他根据
自己的个性向前入学习的创作思想。
在向生活学习方面，板桥先生以古人观夏云、观公主与担夫争道、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来学习草书而不
效法“成格”为例说明“师意而不是师迹”的道理。
板桥先生虽主张师法前人，但又坚持艺术家的独立个性。
主张学习古人应该“学一半，抛一半”或“学七抛三”，以免为前辈艺术家所制定的条条框框所束缚
。
他认为艺术家应该“各有灵苗各有探”、“随手写去，自成尔局”走自己独创的艺术道路。
　　在艺术创作实践方面，板桥先生提倡“意在笔先”，即在正式下笔之前心中对所要表达的感情、
所要描绘的形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
他从自己画竹的艺术实践出发，以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形象地说明了艺术创作过程的各个
阶段的不同特征。
“眼中之竹”是指艺术家看到的自然之物，“胸中之竹”则是经过艺术家选择与加工，藏于胸中已与
自然之物有所不同的艺术存在。
两者的关系是：“眼中之竹”对艺术家的心灵与情感产生刺激，使他产生创作冲动，“胸中之竹”是
对原先“眼中之竹”的主观化、个性化。
当艺术家运用一定技巧把“胸中之竹”描绘出来的时候，融汇了艺术家创作个性与理想精神的作品便
诞生了。
艺术创作本是极复杂的过程，艺术家的心理变化更是难以捉摸，郑板桥以眼中、胸中、手中之竹为喻
，形象地说明了艺术创作如何经由客观走向主观，又如何从主观具体化为艺术作品的过程，让人明白
易懂。
　　艺术作品总要反映一定的思想，表达一定的情感。
郑板桥追求直接明快、泼辣凌厉的审美效果，认为文章应以沉着痛快为最，主张直接道出民间疾苦。
他的画作多以兰、竹、石为内容，即是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的表露，而画幅旁的题字更是将画的内容明
确地阐发出来。
他的《丛兰棘刺图》题画以棘刺喻国家的爪牙，直言“兰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是以此说明宋
朝的亡国是因为国无爪牙。
他有名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也是他的作品中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兴亡的思想内容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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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新版）》是现代文员专业的基础课教材，由阅读与作文知识两部分构成
。
　　阅读部分选有五十余篇中国古今经典文章。
选文以名家名篇为主，兼顾抒情、说理、叙事等各类散文文体，并串讲一定的文学史常识和相关的作
者简介。
每篇选文均有不拘体例的提示、评点。
有的着重于思想的分析，有的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指导。
它们的语言风格也各有不同，有的直率淋漓，有的委婉含蓄。
所以《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新版）》不仅在阅读、欣赏作品方面，且在怎样评述作品方面也会使读
者有所启发。
　　《大学语文（阅读与写作新版）》推荐阅读：论语、礼记、闲情赋并序、春末闲谈、街景、哲学
家皇帝、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角“朱丽叶”、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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