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己的文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己的文章>>

13位ISBN编号：9787545506020

10位ISBN编号：7545506022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天地出版社

作者：侯仁之等

页数：220

字数：15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己的文章>>

前言

　　前  言　　民国时的文人雅士互相调侃，常常爱说的一句话是&ldquo;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
家的好&rdquo;。
这话的重点其实在前半句，后半句大抵只是玩笑，不过因说法传神俏皮，因此演绎出了许多的精彩版
本。
比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经感慨做才女林徽因的丈夫不容易，&ldquo;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
好&rdquo;；而画家黄苗子在与自己的夫人郁风合著的散文集《陌上花》的最后也曾经幽默地自剖
，&ldquo;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mdash;&mdash;除了吵架的时候&rdquo;。
说到底，不管老婆如何，文章只要是自己写的，敝帚自珍，在作者心里总还是看重甚至是有些小得意
的。
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自己的园地》，文中说：&ldquo;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
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mdash;&mdash;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
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rdquo;他后来将自己五四时期写的文章编为一集，名字就用了这个&ldquo;自己的园地&rdquo;，也有
借此总结自己一段时期努力耕种的成果之意，并隐含着不管是果蔬还是药材，终究是自己的心血的自
我肯定。
　　本册所收录的都是民国时期正在求学的中学生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发表的个人习作。
 取名为《自己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入选的篇目对于当年的中学生来说，就是&ldquo;自己的
文章&rdquo;；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对那些在20世纪前半叶为我们留下了鲜活的历史
痕迹和记录的作者们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怀念。
这些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学生们现在大多已经年迈甚至不在了，可他们当年写下这些文章的时候，却和
你们&mdash;&mdash;我们的读者&mdash;&mdash;的年纪差不多。
虽然世易时移，沧海桑田，但是细读这些七八十年前的中学生记录的所思所感，却并不让人觉得陌生
和隔膜，这也是我们觉得编辑本书向现在的中学生介绍这些&ldquo;老古董&rdquo;的必要性所在，看
看上世纪的同龄人的生活和思考，会发现这些老旧的文字里依然保有未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意义与
价值。
　　本册的作者大多不可考，有些名字看着就像笔名，有的干脆没有署名，但也有些是我们眼熟的大
人物。
本册头一篇的作者是日后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大家的侯仁之先生，看看他当年提出的对付不良教师的
招数，可能会对他一年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以及日后著作等身的经历有所理解。
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周定一在发表了本书收录的《先普子》一文一年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专
业的汉语言研究的学者，翻翻他在中学时代写下的文学作品，也能见出学者本人的文字功底。
至于当代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在北京孔德学校上学时在校刊上发表的《天国》等作品，则不仅向我们显
示了一个作家写作生涯的最初状态，而且具有某种文学史价值，不容小觑。
民国时期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的女儿马珏当年在求学期间一直有&ldquo;校花&rdquo;之称，但现在
还常常被人提起，则缘于那篇用中学生口吻写下的《初次见鲁迅先生》，以及《鲁迅日记》中记下的
来往经历。
此外，和吴祖光、马珏同学的还有周建人的女儿周鞠子，本册也收录了她在中学时期创作的诗作。
当然，更多的作者没有什么知名度，也多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不过就像千千万万的中学生
一样用文字记录他们的生活和思考。
他们追忆童年和故乡，观察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记录学校生活的点滴瞬间，在出行时体会山川或城市
的风光不同。
他们也有青春期的苦闷与愁肠，纠结着艺术与科学、娱乐与工作、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尝试着找寻自
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从读书中获得启示与营养。
本书从文体上大致将这些中学生的写作分为议论文、记叙文、小说、诗歌、戏剧五组，但其实分不开
的是，这些文章共同具有的中学生的独特气质和真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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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同为中学生的你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体会到了时空无法阻隔的共鸣，并由此获
得了乐趣和力量，甚至有了写作&ldquo;自己的文章&rdquo;的动力，那也就不枉编者从故纸堆中把这
些发黄的文字淘出来的辛苦和努力了。
谢谢你们，和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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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己的文章》为“民国时期中学生读本”丛书中的一种。

　　编者于民国期刊中精心选出50几篇民国中学生作的范文。
这些作品侧重体现了民国中学生的读书方法，民国中学生对待学业的态度及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相信
不仅能唤起当代中学生对学业的热情和兴趣，更对当代中学生的道德修养有平易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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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风，福州人。
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研究领域包括近现代文学、学术、教育史，古琴史及古琴鉴定，各有成果。
编有《废名集》，参编《故宫古琴》。
本册编者田露，沈阳人，文学博士。
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职于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
主要从事民国报刊与近现代文学、文化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己的文章>>

书籍目录

议论文
怎样对付不良教师 侯仁之
理想的中学 郑宏述
关于毕业会考 起行
中学生的生活方式 李致贵
中学生必要作文言文么 楚振元
青年苦闷的分析及其补救 王承绪
写作与生活 李生玉
娱乐与工作 沈琢琳
聪明与愚笨 王绍基
五月 令吾
谈自由 祝雨人
醉生梦死的人生观 沐绍良
科学的读书法 唐锦
文学鉴赏上的同情的重要 莫芷痕
冰心论 潘裕然
学诗随笔 祝鸿逵
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芷痕
读莫泊三《项链》 大颐
读《黑假面人》杂感 叶宗武
读韩文 戴宏复
记叙文
初次见鲁迅先生 马珏
保姆 文树新
F厨子 吴皋
天国⋯⋯ 吴祖光
幼年 马节
故居生活的回想 罗翠玉
我的幼年 凡平
寂寞的逃避 王益智
先普子　周定一
不良学生的“自剖” 雷轰
一堂课 张达孚
学校生活的日记一则 佚名
集中军训期间生活素描 晓耕
猫 孙德志
刺猬 冯午
我是燕子 佚名
搬家 刘育厚
游泳 王一矛
送寒衣 彭雪珍
春节 佟天真
香港 方殷
北平 负重
重游峥嵘山 王国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己的文章>>

西子湖畔之秋 祝雨人
小说
现代青年 海帆
收获 佚名
识字运动宣传杂记 应占先
京沪车中的Sketch 敏健
诗歌
小诗五首 周鞠子
秋江月 陈师颖
暴风雨 梁稚心
北国 张稚心
戏剧
冬之晨 一回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己的文章>>

章节摘录

　　关于毕业会考 起行 毕业会考这怪名词已在一般人心中留下了一个不良的 印象，会考制度也被一
致的认为一口牢笼青年戕贼青年的 罪恶的网。
对于这刻刻占领着我们的意识而不久就将加到 我们身上来的事，我想同学们早已是胸有成竹的准备着
表 示一些意见和态度了。
会考制度初经提出之后，国内教育家、办学者、学生 们及其他社会人士即不少批判，中以反对论调最
为强有力。
反对理由不一，或谓会考有碍青年身心各方面的发展，如 摧残青年健康抹煞青年个性等；或谓会考使
学生平时成绩 变为无足轻重（但就我所知，江苏省教厅以后曾表示让步，学生平时成绩，亦得为其毕
业标准之一）；或谓会考在达到 其目的——“整齐毕业程度”“增进教学效率”——上是一 种不澈
底的办法；⋯⋯我想教育当局总不至糊涂得连这种 种理由都不能理解其是否合理，而竟有某当局会硬
着头皮 说：“会考是国家的法令，无论合理与否，必须举行。
”那 么在他们没有想到更好的“国家法令&quot;出来代替之前，毕 业会考是不会因人们的反对而蒙教
育当局撤消的了。
在会考此举势在必行的当儿，我们应付会考该有的态 度，实属至要，而值得在此地提出。
毕业会考对我们所施的毒质和障碍，不在我们毕业的 困难这等问题上面，而主要的是在对我们体格的
健全及 “思想生活”的自由发展的危害这一点上面。
假使我们不设 法避免或打破，那在我们整个人格的发展上自然是一重险 恶的阻碍。
固然，中学生们的体力足以勉强胜任会考的预备功夫 和临考时暂时的烦心，在短期内强记死书而想获
得临考时 侥俸的成功，这和平时的学期考试及毕业考试有什么两样 呢？
（关于使年龄小体力弱的小学生带着恐惧的心理去参加 会考，其身心上所受的蹂躏，我们实不胜其同
情与怜惜之 心。
）但是最足以危害青年体格的健全的是会考各种科目中 并没有把体育一科列入。
这无异使学生忽视健全体格的重 要。
青年因没有旁人的唤醒和鼓励，常容易忽略了体格的 锻炼。
诸位应都能明白体力和我们一生事业的关系，而知 道自动不断的锻炼成一副钢铁似的体格，以从事于
生命之 斗争呵！
假使有一位青年学生，他为了毕业会考而整天甚至整 学期埋头于几本教科书或会考指南，因为他想这
样他便足 够使自己在毕业会考时获得毕业，他可以靠了一纸文凭去 取得饭碗，升官发财，他忘却了
社会，忘却了斗争，忘却 了他肩上所负的艰巨的责任。
他不再想求得自己充分的表 现与发展，而度着那种最卑下最没出息的生活——屈志降 身，匐匍钻营
。
本来他所有的热烈而豁达的情绪，自由而 高超的思想现在是被“狭窄&quot;“卑怯”所束缚。
这些都表示 他的思想已被会考所收买所封锁了。
推进时代的原动力 ——人们的高超的理想，刚毅的努力，创造的精神，这样 消灭没落，对于社会的
前途将是个多么重大的损失呵！
会 考在这一点上毒质放得最利害！
对于这样危害青年身心的毕业会考，我们当然只有努 力灭杀其毒害。
用什么方法呢？
我相信一种制度固然能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 们精神态度的改变也足以改造一种制度，消杀一
种不良制 度的作恶。
毕业会考对我们体格上思想上所放的毒质是可 以设法避免的。
我们可以不受会考的愚弄，自动不断的去 锻炼体格；我们也可以不受会考的束缚，常常怀着崇高而 
自由的思想与期望，对环境须有认识，责任亦应了解，然 后有计划地向上奋勇跑进。
一切“卑微怯弱”“习故蹈常”等的束缚都应竭力挣脱，使我们的生命日趋美满。
毕业会 考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发展过程上是多么渺小不足挂齿呵！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己的文章>>

这样，毕业会考的内涵还有些什么呢？
它已变成空洞无物，除了具有原有的毕业考试的效用之外。
翱翔的鸿鹄毋需顾虑到微弱而低下的鸟网会对它有什 么危害的。
同学们！
最近的将来，在毕业会考没有被撤消之前，我们都得参加，应付会考的态度，应各自缜密思定。
过去 有许多同学曾团结起来请愿，发通告，作积极的反对会考 行动，但是我们在教育当局的严密监
视和顽强对付之下窘 困的抗争，一时势难望会考的撤除。
我上面所提出的消极 态度或足于无形中消灭会考的毒害，我们若能于消极积极 两方兼进，可免在抗
争期间“志未申，身先死”，那么我的 意见虽蒙“不澈底”或“唯心论的成见”之讥，也是在所 不
惜的。
末后，谨竭诚以一言奉赠：“愿你们刻刻向上，当心那口网啊！
”（《中学生》，1933年第37期）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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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十篇民国时期中学生习作，零距离感触同龄人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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