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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看《文心》／作家 朱天衣　  《文心》是一本很奇特的書，它在一甲子有多、亦即是七十多年前
，曾是一本暢銷書，內容主要在教導莘莘學子如何「讀」與「寫」，它本該以條例、工具書的形式出
現，但夏丏尊與葉陶聖兩位先生卻以小說的形式，亦即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為什麼如此呢？
我以為整本《文心》在講述「讀」與「寫」時，念茲在茲的就是「生活」－－欣賞古今中外著作時，
離不開作者執筆時的背景解析；為文書寫時，更該貼近生活。
這對初學寫作的孩子尤其重要，因此他們以幾位初中生入學後學習的狀態為故事架構，再以生活化的
方式書寫，藉以傳達他們所想說的話語。
 這樣的書寫不僅好看易懂，且兩位先生在未集結成冊前，以輪流執筆的方式陸續先在雜誌中連載，如
此一來，便可以將即時發生的時事信手拈來，成為文章的素材，當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那段歲月已
歸入史頁，但當時動盪不安的氛圍，卻扎扎實實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包括東北戰火正熾、上海陷入
保衛戰的緊張情勢，以及人們在戰爭籠罩下的困境，都穿插進故事中，且隨著故事中的人物跌盪起伏
，這樣貼近真實生活，能不得到廣大群眾的共鳴與迴響嗎？
即便以現今來看，這都算是很一種很奇特的書寫方式，而且別忘了，它本該是一本工具書。
 此外，還想談談這本書的另一個背景，就是「社會主義」的部份，在第八篇「詩」這章節裡，因為「
一．二八」事變，引起金融恐慌，許多銀行紛紛倒閉，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一般的市井小民，這和我
們此刻所面臨的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是相仿的，在這樣的氛圍裡，第一個該被撿討的當然是原本能呼
風喚雨的資本家，當時資本主義橫行霸道，還不太有其他力量能與之抗衡，「社會主義」似乎就成了
唯一的救贖，所以當故事中的枚叔帶著孩子展讀新俄作家的詩作「工廠的歌」及「天國的工廠」時，
便會如許的讚嘆。
 且後來故事還讓主角之一的樂華因家計不濟輟學到工廠工作學習，趁便也大大讚揚了勞動的可貴，這
對出生在臺灣逢「共」必反的我們而言，是會有些刺眼的，但若是我們把眼光調焦到當時的中國，清
末以降，所有加諸於我們國家的枷鎖，幾乎全來自於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稍有志氣的青年，莫
不以站在對立面的社會主義為師，尤其打著工農兵旗號，便意謂著和弱勢站在一起對抗腐敗的強權，
「擁抱馬列」在當時幾乎可說是和「愛國」劃上等號的。
 當然，爾後共產黨在中國施行許多政策後，才發現共產是理想，它的辦法卻不符合人性，在一切共產
又同酬下，人的能力降到了最低，更糟的是，以出身論階級，以至造成外行領導內行，到最後人無法
盡其才，無法貢獻一己之力，國家焉能不亂，直到發生文化大革命大家才醒悟這是倒行逆施，而這也
都是後話了，至少在這本書出版時，社會主義共產制度尚代表人道精神，它確實曾是有理想的熱血志
士冀望的對象。
 若說閱讀《文心》，與此刻的我們還有甚麼出入，那應當就是時代不同，有些習慣用語相異，所產生
的隔閡感吧！
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曾拿給身邊一位九年級的高材生試著讀讀看，她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本時
代好久遠的書，用詞用語和現在很不相同。
」但讀得懂嗎？
「沒問題呀！
意思都能明白。
」也許這正說明了歷史綿延、幅員遼闊的中華民族，即便有百花齊放的各色方言，但歸結在同一個系
統下的文字書寫，就算久了、遠了，也溝通得了，所以在進入《文心》之始，我們可試著略做調適，
讀這本書仍是可以暢行無礙的。
 說到這，不禁讓我想談談近年來的母語教學，以我所見，既然稱之為母語，就該以母親教孩子牙牙學
語的方式進行，無需文法，無需羅馬拼音，直接口傳心授，以最生活化的方式進入就對了，但不知為
甚麼，現在小學在教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時，卻編了一套看不懂、也念不出音來的文字，別說孩
子霧裡看花，連原本會說母語的大人也一知半解，這不就是教學脫離了生活的緣故？
當然有許多懷有「建國」理想的學者，冀望藉此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中國」的文字系統，但語言文字
最基本的功用即是溝通，是經過數千年演化、幾十億人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又豈是極少數人關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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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創一套系統能取代、能撼動得了呢？
 方言的繁複、多元化，只會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更多采多姿，創作出更豐美的藝術，音樂如
此，繪畫雕塑如此，文學更是如此，但用以溝通的文字一旦呈斷裂且暴戾式的變更，先不談可行性，
首先，我們就會失去和更多數的人，包括活著的及逝去的人交談溝通的能力，那會是甚麼樣的損失呢
？
數千年來，先民所流傳累積的豐富文化，可以是負債，也可以是遺產，端看我們怎麼去活用它，這在
「文心」中亦花了不少篇幅探討，在當時是「中西」、「古今」之辯，沒想到事隔近八十年，一樣的
問題仍騒擾著我們，只因為政治掛帥的緣故。
 回到本該是工具書的《文心》吧！
書中當然談到了很多增進語文能力的方法，包括題目與內容的主客關係，以觸發、印象進入書寫，信
件、日記的應用，詩詞的欣賞、創作，東方、西方戲劇的比較，書畫創作的共通性，乃至前一陣子我
們也吵得火熱的修辭學，其中雖也有較深澀的文法教學，但萬變不離其宗的，都會將其回歸到「生活
」的層面，就好比說到修辭時，書中請了一位趙先生來和大家演講，他以非常平實的口吻略談了修辭
的分類與運用，而最後終結時特別提到修辭技術的源頭，還該是深刻的生活，也就是說，再華麗的文
藻，若沒有深刻的內容，只是在文字表面形式上用功夫，那也只是雕蟲小技而已。
 回頭來看看我們的語文教學吧！
近年來，大家不是常怨嘆這一代的孩子語文程度低落，當我們把閱讀摒除於正規課程之外，老實說要
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便已是緣木求魚了，閱讀的重要花三天三夜都說不盡，這裡就先擱下不說。
而讓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覺得孩子程度不夠，那又為甚麼要把以往初中都不會教的修辭學擺入國小的
課程裡，我以為除了方便考試，沒有別的理由好說。
就像報上曾有讀者投書說道：與其每次要為某個字的正確讀音爭論不休，不如開放各式讀音，只要聽
得懂即可。
可是對不起，只要現在考試的方式不變，這建議是行不通的，因為選擇、是非題的考法，是必須要有
標準答案的，所以在同樣的需求下，修辭學便也應運而生了。
 我也看到一位老師投書要大家別輕看孩子，多給他們一些時間，認真努力的學習，孩子終究還是可以
學好修辭學的，我當然相信要學好一門絕活，多給時間是能成事的，鐵杵不就是這樣磨成了繡花針？
只是我不明白，要孩子在邏輯能力還不完備的年紀學這些修辭來做甚麼？
寫文章嗎？
閱讀文章嗎？
還是提早做一位文學評論者？
我看即便是文學評論家也不會拿修辭學去度量一位作家的作品，所以要孩子們花這麼大工夫學會如何
分辨映襯、誇飾、隱喻⋯⋯的目的是甚麼？
除了為孩子在閱讀與寫作設下更多的障礙，我真的看不出其中還隱藏了甚麼精深的道理，而且這樣大
量的時間可以讓孩子讀多少有趣的書？
學多少有意思的課程？
就算只是到操場活動活動，都要美多了。
 最後讓我們來談談書寫吧！
《文心》確實讓我重新省思了許多事，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這麼多年來陪伴孩子寫作的方式是否對了？
書中把文章書寫分成習作、應用與創作三個層面，一般課堂上的練習及應付考試自然就是習作了；運
筆嫻熟了、寫作習慣養成了，未來人生的路上凡是需要書寫的時候，手握著筆就不會有千斤重了；而
創作的範疇就不是人人可及的。
這確實也是我的經驗談，二十多年來，我所接觸過的孩子不下千人，我深切明白，其中真正能走入文
學創作這條路的孩子確實稀有，不會超過十人，這很符合社會結構的比例，而明白創作之路艱辛的我
，自然也不會隨意鼓勵孩子往這上闖，那麼，我這麼使勁的投入這項工作，只是為了讓孩子能對付學
校功課？
在基測、指考時不至失分？
偶而參加個比賽、徵文能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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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求職寫自傳、履歷不成問題？
如此而已嗎？
當我回頭再看檢視這麼些年來和孩子共處的時光，我發現，其實自己一直在和他們分享我生命中的點
點滴滴，那是生活的，也是文學的，天底下沒有一個生命是全然相同的，每一個生命都是獨特且值得
被珍視的，一個生命流動的軌跡，表現於文字、藝術，或僅止於生活，都是文學的呈現，人生和文學
是切切相繫的。
 所以文學是既深且廣的，它不僅止於寫與讀，還該是一種生活態度，我始終感謝父母給予我一個豐饒
的讀寫環境，但我更該感謝他們賦予我一雙文學的眼睛，讓我可以透過別人的書寫明白另一種生命形
態，也讓我能以一位書寫者的角度看待自身的處境，活出不一樣的人生樣貌。
《文心》最後一章的「最後一課」，談到三年來王老師所給予學生們的，不就是同樣一份禮物？
而這二十多年來，我不自覺的最想和孩子們分享的也同樣是這份捧在心口的珍寶。
 讀過《文心》，再展望未來教學寫作這件事時，我的態度仍會是一樣的，只是我會更歡欣愉悅的以父
母待我的方式，和孩子們徜徉在豐美的文學天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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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傳承半世紀、一生受用的中文學習課　　朱自清最推薦的中文學習書，一本用故事教你「讀」和
「寫」，讓你從日常生活中抓住學習中文的訣竅，寫出好中文。
　　一本用故事教你「讀和寫」的書！
　　．中文不好，其他科目也不會好：只有提昇中文能力才能增加其他科目的學習力！
　　．生活教育差，其實是中文差：只有從心感受到語文的美及意境，才能見賢思齊，提昇自己的品
格境界！
　　．中文應該這樣學，簡單有效不複雜：簡單原則告訴你如何從日常生活中隨時體會中文、學習中
文。
　　．提昇中文力，再也不怕讀和寫：學寫作就是學表達，不僅作好溝通更能抒發人心，掌握方法寫
好作文不用怕。
　　《文心》是一九三○年代，兩位對中文教育諄諄善誘的前輩為中學生寫出來的語文教育書。
　　當時這兩位教育家看到中學語文教學遇到不少問題，因此商量寫一本專講讀和寫的書，和青年學
生們談談這些問題。
兩位輪流執筆，花費了一年的時間，先是在《中學生》雜誌上發表，後來集結成《文心》這本書，數
十年來一直深受讀者歡迎，再版不輟。
　　時至今日，這本書中所談關於中文學習的一些基本觀念，仍然是學好中文最重要的基礎。
學中文絶對不只是為了考試，它還能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及處理生活的能力，所以必須從年輕的時
候就紮下基礎。
如果不把教學的目的弄清楚，或者學習的方法不得當，自然會遇到許多問題，所以，這不僅是一本屬
於中學生的書，更是中學教師應該讀的一本書。
　　這本書是用故事體裁寫的，內容多是兩位作者的親身體驗變成的故事。
循循善誘的國文老師王仰之，好學不倦的學生樂華與大文，師生之間的對話不僅僅是帶出涵括修辭、
語法、語彙、詩詞、小說、日記、書信、工具書、文學史等，與作文相關的全部語文知識，還帶出了
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求學環境，這或許也是閱讀此書額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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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丏尊　　（1886-1946）夏丏尊是上個世紀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熱心的語文學家。
他自幼學習經書，十六歲時（1900年）考中秀才。
隔年赴上海讀書，後改入紹興府學堂學習，讀了半年後因家貧不得不中斷學習，回故鄉教書，在教書
的同時仍勤奮自修中英文。
1905年十九歲時負笈東瀛，先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之後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而後同樣因為
經濟問題不得不輟學回國。
至此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
　　雖然夏丏尊始終未取得過任何畢業文憑，甚至連中學都未曾修業完，但憑著自身的毅力與勤奮自
修，在學術、語文、翻譯等方面有著不凡的成就。
　　他是中國最早提倡語文教學革新的人，是白話文運動的健將。
歷任浙江春暉中學、上海立達中學教師、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他並創辦開明書局，以及《中學生雜誌》，期望透過出版品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並提出「受教材
不等於受教育」的觀點。
認為學生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日常所必需的各種基本能力。
　　1934年，他與葉聖陶共同撰寫的讀寫故事《文心》出版，是由連載於《中學生雜誌》上的文章所
集結而成。
該書出版後深受中學師生歡迎，被認為在國文教學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葉聖陶　　（1894-1988）葉聖陶，原名葉紹鈞，是著名作家、教育家、編輯家、文學出版家和政
治活動家。
　　1907年，葉聖陶進入蘇州草橋中學（即後來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就讀時，開始接觸外國小說
及當時的文藝新潮，不僅深受影響，更與同學組織了詩會《放社》。
中學畢業後，於當地一家初等學校任教，並嘗試新式教學法。
而後至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學校任教，同年擔任商務印書館的小學教科書編輯。
　　葉聖陶終其一生都專注推動文學運動。
曾參與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新潮社」，並參與出版小說、新詩、小品、文學批評及劇本等各種文學
作品。
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學和大學任教，並與茅盾、鄭振鐸等人發起組織「文學研究會」
。
1923年在為文學家開辦的書室「樸社」擔任編輯。
　　葉聖陶擔任編輯之前，曾做了十多年的教師，教育名言是：「教是為了不教」。
亦即教育學生的目的，就是為了激發學生具備自我教育能力，能自覺地豐富和完善自己，而不需再被
誰教。
更認為應當教給學生學習的方法，而不是僅止於灌輸書本知識。
這個觀念帶給當時強烈依賴記憶與灌注的傳統語文教學方法，相當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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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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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小的書櫃六 知與情與意七 日記八 詩九 「文章病院」十 印象十一 詞的認識十二 戲劇十三 觸發十
四 書聲十五 讀古書的小風波十六 現代的習字十七 語彙與語感十八 左右逢源十九 「還想讀不用文字寫
的書」二十 小說與敍事文二十一 語調二十二 兩首《菩薩蠻》二十三 新體詩二十四 推敲二十五 讀書筆
記二十六 修辭一席話二十七 《文章的組織》二十八 關於文學史二十九 習作創作與應用三十 鑒賞座談
會三十一 風格的研究三十二 最後一課附錄 重印後記 葉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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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題目與內容　  星期六的第一班是國文課的作文。
許多同學來到這學校裡，這還是第一次作文；大家懷著「試一試」的好奇心，預備著紙筆，等候王仰
之先生出題目。
 天氣非常好。
陽光從窗外的柳條間射進來，在沿窗的桌子上、地板上、同學的肩背上印著繁碎的光影。
王先生新修面頰，穿著一件洗濯得很乾淨的舊綢長衫，斜受著外光站在講臺上；誰望著他就更親切地
感到新秋的爽氣。
 「諸君且放下手裡的筆，」王先生開頭說，「這是第一次作文。
關於作文，我要和你們談幾句話。
現在我問：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才提起筆來作文呢？
」 「要和別地的親友通消息，我們就寫信，寫信便是作文。
」一個學生回答。
 「有一種意見，要讓大眾知曉，我們就把它寫成文字；這比一個一個去告訴他們便當得多。
」 「經歷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一些東西，要把它記錄起來，我們就動手作文。
」 「有時我們心裡歡喜，有時我們心裡愁苦，就想提起筆來寫幾句；寫了之後，歡喜好像更歡喜了，
愁苦卻似乎減淡了。
有一回，我看見親手種的薔薇開了花，高興得很，就寫一篇《新開的薔薇》；再到院子裡去看花，覺
得格外有味。
又有一回，我的姊姊害了病，看她翻來覆去不舒服，我很難過，就寫一篇《姊姊病了》；寫完之後，
心裡彷彿覺得鬆爽了一點。
」 王先生望著最後說話的一個學生的臉，眼角裡露出欣慰的光，他點頭說：「你們說的都不錯。
在這些情形之下，我們就得提起筆來作文。
這樣看來，作文是無所為的玩意兒嗎？
」 「不是。
」全級學生差不多齊聲回答。
 「是無中生有的文字把戲嗎？
」 「也不是。
」 「那麼是什麼？
」王先生把聲音提高一點，眼光攝住每一個學生的注意力。
 「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
」朱志青的口齒很清朗，引得許多同學都對他看。
 王先生恐怕有一些學生不很明白朱志青的話，給他解釋道：「他說作文同吃飯、說話、做工一樣，是
生活中間缺少不來的事情。
生活中間包含許多項目，作文也是一個。
」 樂華等王先生說罷，就吐露他的留住在唇邊的答語道：「作文是應付實際需要的一件事情，猶如讀
書、學算一樣。
」 王先生滿意地說：「志青和樂華都認識得很確當。
諸君作文，須永遠記著他們的話。
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點綴。
」 停頓了一會兒，王先生繼續說：「那麼，在並沒有實際需要的時候，教大家提起筆來作文，像今天
這樣，課程表上規定著作文，不是很不自然的可笑事情嗎？
」 「這就叫作練習呀。
」大文用提醒的聲口說。
 「不錯。
要教諸君練習，只好規定一個日期，按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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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得已的辦法。
並不是作文這件事情必須出於被動，而且必須在規定的日期幹的。
到某一個時期，諸君的習慣已經養成，大家把作文這件事情混和入自己的生活裡頭，有實際需要的時
候能夠自由應付：這個不得已的辦法就達到了它的目標了。
」 王先生說到這裡，回轉身去，拿起粉筆來在黑板上寫字。
許多學生以為這是出題目了，都聳起身子來看。
不料他只寫了「內容」兩個字，便把粉筆放下，又對大家談話了。
 「我們把所要寫的東西叫作『內容』，把標舉全篇的名稱叫作『題目』，依自然的順序，一定先有內
容，後有題目。
例如，看見了新開的薔薇，心裡有好多歡喜的情意要寫出來，才想起《新開的薔薇》這個題目；看見
了姊姊害病，心裡有好多愁苦要想發洩，才想起《姊姊病了》這個題目。
但是，在練習作文的當兒，卻先有題目。
諸君看到了題目，然後去搜集內容。
這豈非又是顛倒的事情嗎？
」 全堂學生都不響，只從似乎微微點頭的狀態中，表示出「不錯，的確是顛倒的事情」的回答。
 「顛倒誠然顛倒，」王先生接下去說，「只要練習的人能夠明白，也就沒有害處。
練習的人應該知道作文不是遇見了題目，隨便花言巧語寫成幾句，就算對付過去了的事情。
更應該知道在實際應用上，一篇文字的題目往往是完篇之後才取定的；題目的大部分的作用在便於稱
說，並沒什麼了不起的關係。
這些見解很關重要。
懂得這些，作文才是生活中間的一個項目；不懂得這些，作文終於是玩意兒、文字把戲罷了。
從前有人閒得沒事做，取一個題目叫作《太陽曬屁股賦》⋯⋯」 全堂學生笑起來了。
 王先生帶著笑繼續說：「他居然七搭八纏地寫成了一篇，搖頭擺腦念起來，聲調也很鏗鏘。
這種人簡直不懂得作文是怎麼一回事，只當它是無謂的遊戲。
其實，這樣的作文，還是不會作的好；因為如果習慣了，對於別的事情也這樣『遊戲』起來，這個人
就沒有辦法了！
然而，從來教人練習作文，用的就是類乎遊戲的方法，諸君恐怕不大知道吧？
剛才看了幾頁歷史，就教他作《秦始皇論》、《漢高祖論》，還沒有明白一鄉一村的社會組織，卻教
他作《救國的方針》、《富強的根源》。
這不但二三十年前，就是現在，好些中學校裡還是很通行呢。
這些題目，看來好像極正當，可是出給不想作、沒有能力作的學生作，就同教他作《太陽曬屁股賦》
一樣，而且對於他的害處也一樣。
」 又是一陣輕輕的笑聲，笑聲中透露出理解的欣快。
 「所以，我不預備出這一類的題目給諸君作。
本來，出題目可以分作兩派。
剛才提起的是一派。
這是不管練習的人的，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例如要你論秦始皇你就得論秦始皇；要你怎麼說就
得怎麼說，例如要你說『我國之所以貧弱全在鴉片』，你就得說『我國之所以貧弱全在鴉片』。
另外一派就不然，先揣度練習的人對於什麼是有話說的、說得來的，才把什麼作為題目出給你作。
而且這所謂什麼只是一個範圍，寬廣得很，你劃出無論哪一個角來說都可以。
這樣，雖然先有題後作文，實則同應付實際需要作了文，末了加上一個題目的差不多；出題目不過引
起你的意趣罷了，所寫的內容還是你自己原來就有的。
我的出題目就屬於這一派。
」 王先生說到這裡，才在黑板上寫出兩個題目： 《新秋景色》 《寫給母校教師的信》 許多學生好像
遇見了和藹的客人，一齊露著笑臉端詳這十幾個完全了解的字。
有小半就拿起筆來抄錄，還有幾個隨口問道：「是不是作兩篇？
」 王先生一壁撣去衣袖上的粉筆灰，一壁回答道：「不必作兩篇，兩個題目中揀作一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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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興致兩個都作，那當然也可以的。
──你們且慢抄題目，我還有幾句話。
對於這兩個題目，我揣度諸君是有話說的、說得來的。
我們經過了一個炎熱的夏季，這十幾天來天氣逐漸涼快，時令已交初秋，我想大家該有從外界得來的
一種感覺，從而想到『這是初秋了』。
請想想看，有沒有這種感覺？
」 「有的，」一個胖胖的學生說。
「我家裡種著牽牛花，爬得滿牆，白色的、紫色的、粉紅色的都有。
前一些時，早晨才開的花，經太陽光一照就倒下頭來了，葉子也軟垂垂地沒有力氣。
有一天上午，已經十點鐘光景了，我瞥見牆上的牽牛花一朵朵向上張著口，開得好好地。
從這上邊，我就想到前幾天落過幾陣雨，我就想到天氣轉涼了，我就想到『這是初秋了』。
」 「你如果作《新秋景色》這一個題目，你將說些什麼呢？
」王先生問，聲音中間傳達出衷心的喜悅。
 「我就說牽牛花，」那胖胖的學生不假思索地回答，「牽牛花經得起太陽光照了，這是新秋的景色。
」 王先生指著那胖胖的學生對一班學生說：「這是他的文字的內容。
這個內容不是他自己原來就有的嗎？
你們感覺新秋的到來當然未必由於牽牛花，但一定有各自的感覺；也就是說，各自的文字各自有原來
就有的內容。
大家拿出來就是了，這是最便利的事情，也是最正當的事情。
」 大部分的學生一時沉入凝想的狀態；他們要從他們的儲蓄庫中檢出一些來，寫入他們的文字。
有好幾個分明是立刻檢到了，眉目間浮現著得意的神色。
 「再來說第二個題目。
諸君在小學校裡有六年之久，對於小學校裡的教師，疏遠一點的伯叔還沒有這般親愛。
現在諸君離開他們，來到這裡，一定時時刻刻想念著他們，有許多的話要告訴他們。
不是嗎？
」 全堂的同學有大半是像樂華、大文一樣，以前並不在H市的小學校讀書的，經王先生這麼一提，被
他勾起了心事，就覺得非立刻寫一封信寄去不可；他們用天真的懷戀的眼光望著王先生，彷彿說：「
是的，正深切地想念著他們呢！
」 一個學生卻自言自語道：「明天星期日，我定要去看看我的屠先生了。
這幾天下午總想去，只因在運動場上玩得晚了，一直沒有去成。
」 「你的屠先生就在本市，」王先生說，「所以明天你可以去看他。
他們的先生不在這裡，而要同先生通達情意，除了寫信還有什麼辦法？
現在我要問從別地來的諸君：寫一封信寄給你們的先生，是不是你們此刻的實際需要？
」 「是的。
」大半學生同聲回答。
 「信的內容是不是你們原來就有的？
換一句說，是不是原來就有許多的話想要告訴你們的先生？
」 「是的。
」 「那麼，我的題目出得並不錯。
題目雖然由我出，你們作文卻還是應付真實的生活。
」 王先生挺一挺胸，環視全堂一周，又說：「諸君揀定了題目，就在自修的時候動筆。
下星期一交給我。
作成了最好自己仔細看過，有一句話、一個字覺得不妥當就得改，改到無可再改才罷手。
這個習慣必須養成：做不論什麼事情能夠這樣認真，成功是很有把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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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心》是一本很奇特的書，它在一甲子有多、亦即是七十多年前，曾是一本暢銷書，內容主要
在教導莘莘學子如何「讀」與「寫」，它本該以條例、工具書的形式出現，但夏丏尊與葉陶聖兩位先
生卻以小說的形式，亦即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為什麼如此呢？
我以為整本《文心》在講述「讀」與「寫」時，念茲在茲的就是「生活」。
　　──朱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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