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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安排：“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
各项打成一片”。
其中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台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这样就不但是让每一课成为一个单
元，并且让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书最大特色是它的文话。
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实验课本，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
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的。
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本书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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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作家，教育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
原名叶绍钧，笔名圣陶、斯提等。
江苏苏州人。
著有小说《隔膜》《线下》《倪焕之》，散文集《脚步集》《西川集》，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
雄的石像》等，并编辑过几十种课本，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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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现代建筑的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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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  读　　《叶圣陶教你学作文》是根据《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及一些叶圣陶、夏丏尊
两位先生有关写作的文章汇编而成，去掉一些目前已经不常用的写作内容，将学生们经常用到的部分
精选出来，分为作文的基础、作文的结构安排、作文的美化修饰、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好文鉴赏及学
习五个章节，让学生们根据章节的安排，循序渐进地学习作文。
　　《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一部颇有特色的初中语文课本。
从1935年到1938年先后印出四册，第五、第六两册因抗日战争爆发，没能继续编印（第四册是战事发
生之前编好的）。
　　《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之所以颇有特色，是因为两位编者夏丏尊先生和叶圣陶先生都当
过多年的语文教师，又都有丰富的写作经验。
他们两位曾经合作写过几种讲学习语文的书（本书中的部分文章就出自于此）。
他们把积聚在这些著作里边的学习语文的经验拿来系列化，再配合相应的选文，这就成了《国文百八
课》（作文的基础）。
　　《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的内容安排，用书前边的编辑大意里的话来说，就是&ldquo;每课
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rdquo;。
其中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合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这样就不但是让每一课成为一个单
元，并且让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文话是全书的纲领，是全书成败所系，因而也是编者用力最多的部分，有系统而又不拘泥于形式
上的整齐：第一册从&ldquo;文章面面观&rdquo;开始。
接着讲文章的分类，这是个总引子。
接下去用不多几篇讲最常用的应用文：书信。
这以后就是本书的重点：讲记叙，讲题材，讲顺序；后面接着讲：日记，游记，随笔；然后讲直接经
验和间接经验，将立足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接下来讲叙文中的感情抒发，记叙文中的
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再讲小说，记叙文的一个特种形式；然后再转入说明文及议论文。
后面没有编出来，不知道计划之中文话准备怎么分配。
单就前面来看，大纲目仍然是按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顺序讲解，可是在这三部分之内和之外都
是提出若干小题目，一次讲一个题目，既有联系，又不呆板，很少出现&ldquo;一、二、三&rdquo;
或&ldquo;甲、乙、丙&rdquo;。
给读者的整个印象是生动活泼，文话本身就可以作为文章来学习。
　　讲过文话，讲讲文选。
《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里的文选有两大特色，一是语体文比文言文多，二是应用文和说明文
比较多。
现在看起来，这好像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这是很突出的。
当时流行的几种初中国文课本都是文言文比语体文多，销行最广的正中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课本几乎
全是文言，只有很少几篇语体文点缀一下。
《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里的应用文有书信，有调查报告，有出版物前面的凡例。
说明文的篇数之多，方面之广，也都胜过同时的别种课本。
文选中篇数最多的自然还是记叙文，包括有抒情或议论的成分在内的。
语体文里边很多是常被选用的名篇，如鲁迅的《孔乙己》《秋夜》《风筝》，朱自清的《背影》《荷
塘月色》，冰心的《寄小读者》，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都
德的《最后一课》等等；另一方面，也有别处没大见过的，例如朱自清的《卢参》，丰子恺的《养蚕
》等等。
　　如果说《国文百八课》也有缺点，那么完全没有注释应该算是它的缺点。
编辑大意里说：&ldquo;本书所收选文都是极常见的传诵之作，不附注释，教学时当也不致有何困难。
&rdquo;又说：&ldquo;关于难字、典故、人地名，有现成的辞书可以利用。
&rdquo;这就是没有考虑到有的学校的图书设备不够好，有些教师的语文修养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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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也还有一般辞书里查不出的。
　　总的说来，还是得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文话。
现在也有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实验课本，但往往是大开大合，作文讲解和选文各自成为段
落，很少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的。
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作文的基础）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
　　另外，本书的后半部分收入了一些叶圣陶、夏丏尊两位先生有关写作的文章和讲义稿，二位先生
集数十年写作经验，多角度多侧面地讲述了写作成功的诀窍和失败的根源，均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
精髓所在，对于当前的语文教学，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第一课　  文章面面观　　文选一　  读书与求学  &mdash; 孙伏园　　四十岁以上的人每把求学叫
做读书；这读书也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所称的求学。
四十岁以上的人一说到求学，即刻会引起他那囊萤映雪、窗下十年的读书生活，所以他以为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以外无求学，要求学惟有读书。
而四十岁以下的人，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新教育已经发现了曙光，知道求学不必限于读书，于是轻轻
易易地，把年长者认为读书这件事，用求学两个字来代替了。
　　拿小学校来讲，校内功课共有七八种，国文只占七八种中之一种；国文之中，造句也，缀字也，
默写也，问答也，而读书又只占四五种中之一种。
中学大学也如此，有试验室，有运动场，有植物园，有音乐会，有各种交际，种种分子凑合而成为所
谓求学，读书更是其中的小部分了。
　　有的前辈先生说：&ldquo;学生只准读书，不准做别的事。
&rdquo;试设身处地一想，青年学子要不要怒发冲冠，直骂他为昏庸老朽？
因为青年一听见他这句话，立刻就要想到，&ldquo;然则我们踢一脚球，走一趟校园，拿一支试验管，
也犯罪了，这还成什么世界！
&rdquo;其实呢，前辈先生口中的所谓读书，有一大部分也无非是求学，不过在他们壮年的时代，读书
以外的求学确是少有罢了。
　　这两个字的关系并不很小。
因为专心读书，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识。
凡书上所有，虽假也以为真，反之则虽真也以为假，这是读死书的先生们的普遍毛病。
第二，身体一定不能健康。
所谓求学，是游戏与工作间隔着做的。
在游戏的时候，虽然似把所学渐渐的忘去，其实则是渐渐的刻深，凡是学习以后继以游戏的，则其所
学必能格外纯熟。
因所学纯熟而得到精神上的慰安，因精神上的慰安又影响于身体上的健康。
所以专心读书的人决不会有健康的身体的。
第三，专心读书的人一定不能在团体中生活。
　　这第三层最重要。
学生到学校里去，不是去读书的，是去求学的，换句话说，就是去学做人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学做人便是学习社会的生活，就是团体的生活。
团体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监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学问。
团体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须遵守秩序。
章程法律虽然都是纸片，但潜伏着有莫大的势力，这势力本是团体中的各分子所给予的，却依然管束
着团体中的各分子。
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扰乱团体安宁的事实，团体一定会有制止的实权，使秩序永远保持。
但是各分子中如果真正不满意于团体进行的方向而想设法改良的，也不是没有方法，这方法就是提案
。
提案希望大多数的人通过，所以有宣传，有各种运动，使大多数人对于现状感着不满，而对于新提案
表示同情，于是而有不费一兵一卒而得着的人群的进步。
这就是提案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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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既经通过而尚有不奉行的，乃至被发见有违反议决案的行动的，于是有团体中的任何分子负着监
察的责任。
这种事例，讲起来非常简单，但孔孟之书里是不载的，前几年的教科书里也未必载，一直要到最近的
三民教科书里也许会有。
但有什么相干呢？
这全在于实地的练习。
如果在学校生活时深知球场规则的，出来决不会在各种会场里捣乱，也不至于因一时的私利而起干戈
的冲突。
十几年来，中华民国的扰攘不出二途，即文人争国会、武人抢地盘是。
从前在北京时，朋友间闲扯谈，有人研究这现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毫不迟疑地答复他，说这是因为国会议员与督军们都没有踢过球的缘故。
这句话是顽皮的，意思却是庄重的。
那时候的国会议员与督军们都是旧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确一辈子只把读书当做求学，没有受过一毫好
好的游戏教育、运动教育和团体生活的教育。
　　于今十余年了，情形还是没有十分大变。
这次中央全体会议如果开得成，那自然是一天大喜；万一开不成，如果有人来问我，我还是毫不客气
地答复他，这是因为中央委员都没有踢过球的缘故。
　　叫人读书的人现在还是遍地皆是哪！
　　书是前人经验的账簿，查阅起来当然可以得到许多东西的，但是前人有的爱上账，有的爱把账目
记在肚角里，死的时候替他殉了葬。
即使前人经验全在书里面，他的一点也只是浅陋的，我们要依着他走过的途径，在实验室里，在运动
场里，在博物园里，在实际社会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行。
　　研究呀，向着学问的大海！
书籍只是海边上的一只破船，对于你的造船也许是有参考用处的，但你却莫规行矩步地照着它仿造，
因为这只是前人失败的陈迹，你再也没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过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发老翁，也只有劝人好学，万不会再有人劝人读书了吧。
　　文选二　  差不多先生传  &mdash; 胡 适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
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
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
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ldquo;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太精明呢？
&rdquo;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道：&ldquo;红
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rdquo;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ldquo;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rdquo;他说是陕西。
先生说：&ldquo;错了。
是山西，不是陕西。
&rdquo;他说，&ldquo;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rdquo;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
千字常常写成十字。
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笑嘻嘻地赔小心道：&ldquo;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rdquo;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
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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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ldquo;只好明天再走了。
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
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rdquo;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先生。
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
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ldquo;
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
&rdquo;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
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ldquo;活人同死人也差&hellip;&hellip;
差&hellip;&hellip;差&hellip;&hellip;不多&hellip;&hellip;凡事只要&hellip;&hellip;差&hellip;&hellip;
差&hellip;&hellip;不多&hellip;&hellip;就&hellip;&hellip;好了&hellip;&hellip;何&hellip;&hellip;
何&hellip;&hellip;必&hellip;&hellip;太&hellip;&hellip;太认真呢？
&rdquo;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
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
无数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
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
&mdash;&mdash;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文法　  字和词　　一篇文章是用许多单字连缀成功的，用一个个的方块的单字结合而成一篇文
章，这里面就有许多条件。
一个单字本身往往意义不定，要和别的字拼合起来摆在句子当中看，才会明白。
例如一个&ldquo;会&rdquo;字、一个&ldquo;的&rdquo;字，单独写在这里意义就不确定，要和别的字拼
合，放到句子当中去，才显出它们的一定的意义来。
　　文人争国会。
　　会　 这次中央全体会议如果开得成。
　　专心读书的人决不会有健康的身体的。
　　的确一辈子只把读书当做求学。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
　　单字列入句中的时候，成了句的成分，有的仍保存着独立的资格，有的却不然，和别的字互相拼
合，另成一个意义了。
这种句的成分，文法上叫做词。
　　文章是由句结成的，句是由词结成的，词可以是一个单字，也可以是几个单字，一个单字并不一
定就是一个词。
有十个单字的文句，并不一定就有十个词。
　　文法所讨论的是词与句的法则，字和词的区别是先得分辨清楚的。
　　[习问]　　1.文选一与文选二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这两篇文章中哪几句是最要紧的话？
　　2.试辨认下面各词的意味。
　　事实　  事例　  事情　　管束　  制止　  监察　　扰乱　  捣乱　  冲突　  扰攘　　3.下面各文句
，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成怎样的话？
　　有的爱把账目记在肚角里，死的时候替他殉了葬。
　　新教育已经发现了曙光。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
　　4.文选一、文选二里面，你觉得哪几句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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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5.把下列各单字，单用或和别的字拼合起来造成种种的句子使它们的意义确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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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章是记载世间事物、事理，抒述作者意思、情感的东西。
每一篇文章有着内容与形式的两方面，某篇文章记载着什么事物、事理或抒述着什么意思、情感，那
事物是什么样子，事理是否真确，意思是否正当，情感是否真挚，又，那些事物、事理或意思、情感
对于世间有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有什么益处：诸如此类是内容上的探究。
同是记载事物、事理或抒述意思、情感，在文章上有多少方式，怎样说起，怎样接说下去，什么地方
说得简单，什么地方说得繁复，到末了又怎样收场，以及怎样用词，怎样造句，怎样分段落，怎样定
题目、加标点：诸如此类是形式上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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