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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这一专有名词，代表着新中国成
立之际，由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所提
出的语文课程观念。然而，许多学者对“语文”
这一专有名词含义的认识依然是含混不清，
有必要做一探究。

随 着 解 放 战 争 的 迅 猛 推 进 ，叶 圣 陶 于
1949 年 3 月中旬抵达北平，4 月初即出任华北
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之
职。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前身，而教
育部下属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则具有新中国教
科书研究、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等功能。编
委会另聘请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编委会下
设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国文组构成人员为
叶圣陶、孙起孟、孟超和宋云彬，其中宋云彬
为召集人。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编委会国文组一
方面要尽快编写或改编语文教科书以备急用，
另一方面则是抓紧时间制定新的课程标准以
指导语文教学活动。1949 年 8 月 16 日，叶圣陶
拟就中学国文课标准，10月则作成《中学语文
科课程标准草稿》。《草稿》中“语文”一词应该
是最早有着课程意义的提法。《草稿》初中教学
目标将“听说活动”置于首要位置，而高中教学
目标则强调与初中相“承接”。但是，在《草稿》
中并未见对“语文”一词的正面解释。

从草拟到作成课程标准的一个多月里，
国文组曾经召集多次会议听取建议。1949年 9
月 1 日，国文组举行北平高中国文教师座谈
会。叶圣陶在会上解释说：“就文字上来讲，高
中国文的教学仍应重在语文一致的方面，所
以主要的是学语体文，在文字技术方面，要训
练得学生没有逻辑上及语法上的错误。至于
文言文，在高中阶段，只是使学生弄明白一些
文言虚字、文言句式，作为他们有需要时阅读
中国旧籍的初步准备罢了。”

虽然在这次会上大家仍然沿用“国文”

一词，但是我们从叶圣陶解释中能够捕捉到
所 创 设 语 文 课 程 的 基 本 含 义 ，那 就 是 强 调

“语文一致”原则，将文言文学习限制在阅读
范围内。

最早对“语文”一词进行正面解释，见于
叶圣陶主持、宋云彬等编写，1950 年中央人民
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级中学语文
课本》。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是语言，
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
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
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
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在同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编
辑大意”中，叶圣陶进一步强调：“文言只是给
学生阅读，绝对不是教学生模仿着来写作，那
是不必详细说明的。”叶圣陶对民国时期白话
文教学的不彻底性早就有着深切认识，那就
是大多数学生仍然在用文言文写作。

叶圣陶一如既往倡导“语文一致”。1949
年 7 月 1 日，叶圣陶在《依靠口耳》中说：“现代
的事物跟现代人的心思，要用现代的语言才
能表达得精确而且入神——现代的语言是必
须依靠口耳的。”1951 年 11 月，叶圣陶在《写
文章跟说话》中又强调：“嘴里说的是一串包
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
种种意思的文字，那些文字就代表说话时候
的那些声音。”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提
出“语文”这一专有名词，表现出既要彻底捍
卫“白话文教学”，同时也要为新中国语文教
学开辟出新天地的决心。

至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诸多主客观
原因，语文教育领域的“语言文学分科教学”
试验逐渐停止。在浓重的反思氛围中，老一辈
语文教育家所提出的“语文”课程观念又开始
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从这个时期
开始，叶圣陶与一线中学语文教师通信逐渐

多了起来，有两百几十封。在很多时候，“语
文”课程观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开来的。

1964 年 2 月 1 日，叶圣陶在答浙江乐清中
学语文教师滕万林信中再次解释“语文”一词
含义：“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
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较
之新中国成立伊始《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
辑大意”中对“语文”一词的解释，本次解释更
为精练，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并沿
用至今。

当然，“语文”这一专有名词光靠“字面解
释”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去揭示其本
质。早在 1962年，叶圣陶在中华函授学校举办

“语文学习讲座”时说：“语文是一种工具。工
具 是 用 来 达 到 某 个 目 的 的 。工 具 不 是 目
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
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
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要掌握工具，就要有练习，就要形成能
力。叶圣陶在跟北师大女附中语文教师讲话
时强调：“说与写均是一种技能，是运用语言
文字的技能，可是究到根柢，却是思考的技
能。”1963 年颁行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
纲（草案）》充分反映了“语文”课程观念。其开
宗明义道：“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
工作的基本工具。”“学好语文必须刻苦努力，
多读多写，省力的办法是没有的。”

进入新时期以后，吕叔湘在《人民日报》
刊文，抨击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

“语文”一词含义问题又一次受到广大语文教
育工作者关注。1978 年 3 月，年事已高的叶圣
陶发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
学》，再次阐明“语文”这一专有名词的本质：

“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
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
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

同 时 ，叶 圣 陶 也 更 关 注“ 文 本 于 语 ”的
“语”。1980 年 2 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
语文教师鲁宝元给叶圣陶去信，建议语文教
学目的应当是“培养学生运用母语进行听说
读写活动的能力”。1980 年 6 月 9 日，叶圣陶就
此问题致信《语文学习》编辑部强调“听说”教
学重要性：“不善于听未必善于读，不善于说
未必善于写，故而应当一把抓。”

诚如叶圣陶所言“工具不是目的”，“语
文”的本质应不止于“工具”，还需再深入一
层，那就是育人。叶圣陶的育人思想博大精
深，而他的《语文教学二十韵》和《自力二十二
韵》无疑成为其前后两个半期的典型代表。
1980 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语
文教育论集》曾将前者作为“代自序”，而将后
者作为扉页，其重要性也可见一斑。

关于《语文教学二十韵》，据叶圣陶日记
（1959 年 8 月 25 日）记载：西南师院语文社，出
版物曰《语文》，屡来索稿，为文非易，则以诗
应之。作者自谦“以诗应之”，然而诗中“贵能
令三反，触处自引申”“学子由是进，智赡日德
新”等内容因倡导启发性教学，而为广大语文
教育工作者所仰慕。

1977 年 8 月 24 日，叶圣陶为《人民教育》
刊物作《自力二十二韵》。作者虽自谦“了却
一事”，但其中“所贵乎教者 ，自力之锻炼”

“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辨”等内容表明其自
学指导思想的精髓，也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
作者推崇。

1980 年，吕叔湘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
集》一书作序时评价叶圣陶“对于这半个多世
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
深切详明”。不仅如此，叶圣陶还能运用自己
认识上的“深切详明”去推动语文教育改革。

（作者为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副教授）

叶圣陶与“语文”
□张哲英

相传大梁景德寺壁间有唐吕岩（洞宾）的
题字，飞动如翔鸾舞鹤。这便是小令《梧桐影》
的出处。词云：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
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这小小的画面里倾注深深的情意。夕照
依依，秋风瑟瑟，主人焦灼的期待，徘徊在一
片梧桐碎影中。故人久盼不至，主人却不忍离
去的缱绻之情，这也许是人们常有的体验。词
人笔下仅 20 个字便糅合着寄望与微嗔，托出
冷寂的氛围，性灵之真，化出仙品，留下绵长
的情韵。

雅好音律的后唐庄宗李存勖一首《一叶
落》亦有相似的情致：“一叶落，褰珠箔。此时
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岁暮。往事
思量着。”情景交融，余味不尽。“思量”二字，
牵引出追忆者各自的情怀，况在无边的萧索
之中。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以诚挚的感情和清
新的风格，拓开了五代词的新局。李璟有托写
女子悲秋念远之情的佳作《浣溪沙》，这首被
同代冯延巳、后代王安石盛赞的“细雨”“小
楼”句，确把深秋里主人的沉郁凄然写得情景
相生。李煜则有《相见欢》足见凄婉本色，“别
有一般滋味上心头”，自然朴素的语言表达无
言之哀、无穷之痛。

这一类词的特色贯串着深情与至诚。虽
或信笔偶及，然毫不伪饰。无论作者的身份、
背景、处境，感人的词篇皆是真情沛然于肝肺
中流出，也正因为此，读来才会别有一般情韵
在心头。

五代花间词人尹鸮素以简净柔丽的风格
感染读者，品尝其风味，使人想见其风采。《临
江仙》是他写闺怨的一首词，先在“深秋寒夜
银河静”中拉开序幕，又在“红烛半条残焰短”

中生发幽怨悲凉之情。叩动心弦的则是篇末
的“ 枕 前 何 事 最 伤 情？梧 桐 叶 上 ，点 点 露 珠
零”。这番外景与内情融化的意境，是我们欣
赏诗词的窗牖。对意境的细细咀嚼，自然地寻
觅到一种真实感。寻求意象的契合，则是我们
揣摩诗词情韵的向导。

宋代名臣范仲淹《苏幕遮》，这首词上片
“碧云天，黄叶地”起，层层铺设和描绘的秋天
景象，为下片的离乡之愁、去国之忧做了贴切
的渲染。秋景愈是动人，离情则愈见婉切。谙
尽此中滋味，情韵的萦绕，激活了读者涟漪泛
起的心泉。

晏殊的名篇《蝶恋花》中的下片“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一境界
让我们淡化了秋天肃杀的凄苦，缓解了离愁
折磨的哀痛，因为临秋登高望远，视界为之一
新，辽阔与幽远成就了前景的主题。这里的情
韵富有启迪意味。难怪王国维先生引用作古
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境界之一。可见极
柔的婉约生出清新的疏隽，别开意绪。

引为闽人骄傲的词家柳永是婉约派的代
表人物，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颇具开拓之功。
他有不少以秋天为场景的名篇佳作，无论写
景、抒情、叙事、状物都浑厚绵密、精金粹玉。
读过都几乎难忘的如“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
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
残月”，是公认的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
咏的古今俊曲。

他著名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
天，一番洗清秋”，词里残秋的无奈与乡愁的
感伤交集着人生的漂泊、坎坷和潦倒。凄寂的
情调在纵收与曲折间倍显顿挫有致。名家骋
意于辞，疏快与深婉并发，吞吐自在。

以豪放派为雄的苏轼，也不乏咏秋的婉

约词篇。在他的笔下，秋天各具情态，有“人生
几度新凉”的叹息，有“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
到头都是梦”的无可奈何，有“梧桐叶上三更
雨”的无名惆怅，有“一枕相思泪”的羁旅悲
凉，又有“月明千里照平沙”的悠然心境。他在
复杂多变的人生旅途的折磨中，丰富的秋天
情韵有时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不用悲秋”的呼
号里，反而豁达开朗，我行我素。由此可见，一
种人格的真善美让情辞并茂的词作犹如万斛
泉源，不择地皆可出。

苏轼另有一首写中秋的《念奴娇》，“我醉
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
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
何用乘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这似
有一种刚柔并济的醇美境界，也最值得密咏
恬吟，往复不已地加以揣摩意味，可以在妙不
可言的感染甚至诱惑中陶然。

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亦是婉约派四大
名家之一。他以《鹊桥仙》之“纤云弄巧”写七
夕，最具丰彩，这首词之所以流传久远，它的
生命力似乎关键在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在朝朝暮暮”这一爱情真谛的警策。

南宋李清照是驰名的婉约派大家。她的
《漱玉词》自出机杼，舒卷自如，其艺术魅力十
分感人。她写重阳的《醉花阴》就是被传诵不
衰的咏秋佳作。一片深秋的愁人景色，逼出了

“人比黄花瘦”的千古绝唱。联想起“多少事，
欲说还休 ，新来瘦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瘦”在有意无意间泄露出极富个性的情态。
婉约派四大家中的周邦彦有一首写秋的

《齐天乐》，情景融会，“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
又逢秋晚”，一开篇，就唤起一种沧桑感与迟
暮感。在暮雨生寒、鸣蛩劝织的时节，所幸犹
有“露萤清夜照书卷”的慰藉。而在六朝古都

的留滞，最能勾起无限离思。“渭水西风，长安
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凭高眺远”，纵然学着古
人的风雅沉醉，却掩饰不住秋天的感伤。

史达祖闺思为题的《临江仙》，“愁与西风
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秋景浓化了闺中孤
独寂寞之苦，娇怯与多情的形象呼之欲出。结
句“瘦应因此瘦，羞亦为郎羞”，尤其有奇巧清
逸的情韵。

婉约派女词家朱淑贞《菩萨蛮》“秋声乍起
梧桐落，蛩吟唧唧添萧索”，自然物的情性被女
性的细腻与敏感捕获，于是渗透在秋天的殊有
风情里。“逼人风露寒”是作者身世的独白。

吴文英（梦窗）的《夜游宫》，借秋景写梦
境，化典故以赋实，往事苦忆，柔情似水，今昔
之叹，令人称赏。词云“人去西楼雁杳。叙别
梦、扬州一觉”“雨外蛩声早，细织就、霜丝多
少。说与萧娘未知道”，上片的依依不舍与下
片的默默无语，把今之异昔付于强烈的对比
之中。

词史上与梦窗并称“二窗”的周密，号草
窗，《玉京秋》是他的名作。题引写道，长安独
客，又见西风、素月、丹枫，凄然其为秋也。“玉
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箫咽。谁倚
西楼淡月。”作者清秋感怀，对着飘忽的光影
声响，诉尽一襟幽事，满腹凄凉。因客思而怯
吟，叹怨歌之悠长，从前的欢愉浪漫一例消
歇，有不尽的怅惘，翻成连绵的幽怨。偏偏又
是芦花飘雪，时光如流，箫声凄咽，又何问西
楼淡月？这首被词评家称道为精金百炼之作，
几欲空绝古今。独特的秋天情韵别饶风致。

大凡文学作品美而有情，然后韵矣。情韵
相得，极难能也。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摒却丑秽
造作、虚情假意，让天真、本色、淡泊、娴雅成
为欣赏与创造者的诚实的灵魂伴侣。

唐宋婉约词秋之韵
□欧孟秋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
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本书以大量细
节还原历史场景，并以梁启超为中心，牵引出严复
等维新同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李鸿章、大隈
重信、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人物，更有温哥华的叶
恩、新加坡的邱菽园、悉尼的梅光达等散落世界各
地的海外华人。他们的热情与挣扎，敷演出一部
19、20世纪之交的全球风云画卷。

《梁启超：亡命，1898—1903》
许知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如何把沉默的人造物转化为言语
性史料”的美术史方法论示范。透过文物，讲述阶层
流动、经营算计、男女分工、罪与罚、汗与泪的秦汉工
匠史。比如鎏金工人“黄涂工”，他们需将金箔和液态
汞合成的、带黏性的金汞剂涂抹在金属器物上。由
此，因汞中毒而造成不可恢复的神经及器官损伤，这
才是工匠们的日常。没有数不清的男女工匠，就没有
工坊生产出的织物、漆器，就没有青铜、铁器，更没有
秦汉皇家以及“中产阶层”的宫室陵墓。男女工匠，是
名士、是奴婢、是刑徒，他们缔造了秦汉中国。

《秦汉工匠》
李安敦 著 林稚晖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算法不仅是一项将数学原理应用于海量数据
的最新技术创新，它还是一种新型权力，并在影响我
们社会的重要领域，如行政、卫生、教育、工作、刑事
司法和城市建设。它既促进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大发
展，又塑造我们的主观意识，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不自
由，而这一切都是借知识之名而生。算法以“非意识
形态”形式出现，带有客观性和合理性“气质”，其对
人类的治理看似合情合理，却又让人细思极恐。如果
说算法社会已经有“疾”，那么以人的福祉为名，对算
法决策进行适时和恰当干预或许是一剂良药。

《算法社会》
马克·舒伦伯格 里克·彼得斯 编

王延川 栗鹏飞 译 商务印书馆

税惠政策护航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小微企业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和稳就业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福建省

各地税务部门落实优化便民办税服务举措，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小

微企业及时、便捷享受政策红利，受到企业家们的一致好评。

国家税务总局连江县税务局税务干部主动出击，上门问需，为企业详细

解读国家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的税费政策，同时认真听取企业对纳税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德化县税务局组织税务干

部深入企业送去税费优惠政策“大礼包”，以细致服务和暖心帮扶为中小微企

业发展“支招献策”，提振了中小微企业发展信心。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福安经

济开发区税务局通过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小微企业及时、便捷享受

政策红利。

（黎锋） □专题

遗失声明
封 风 叶 不 慎 遗 失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本 科 文 学 学 位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1039442008006382，特此声明。

漳州亨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张锦祥所属期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的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由医保中心核定补缴职工张锦祥基本医疗保险费未缴纳。现向
你公司下发《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漳芗税三税社限缴通〔2023〕001
号）、《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漳芗税三税社限缴通〔2023〕002号）。

本公告自见报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到期我局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芗城区税务局 2023年8月30日

公 告

声明
陈凤声、陈凤珠在福州市仓山区

螺洲镇店前村经堂前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权)于 2010 年列入福州市东部新
城环岛路(螺洲段)项目征收范围。征收
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林继锋 1 口人可享
受人口政策。2012 年 7 月陈凤声、陈凤
珠签订编号 LZHDL-175《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61.19㎡，安
置于仓山区螺洲镇华龙路 2 号（原螺
洲路西侧）螺洲新城（三区)4#2604 单
元。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
条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
以陈凤声、陈凤珠作为权利人申报安
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
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
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
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
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
属登记。 声明人：陈凤声、陈凤珠

遗失声明
闽侯县上街镇岐头村村民余忠平

不慎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1
本 ，证 件 号 ：侯 集 建（98）字 第 151174
号，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余忠平

广州德正汇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我企业”）

拟对所持有的漳州生物化学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等 24 户债权以及漳

州神芦投资有限公司 70%股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漳州生物化学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等 24 户不良债权总金额为人

民币 318497.75 万元，涉及本金人民币合计 106771.61 万元，利息人

民 币 合 计 211726.14 万 元（债 权 金 额 的 截 止 日 为 2023 年 07 月 31
日），资产分布在福建省漳州市。

漳州神芦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元，我企业持股比例为 70%。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企业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企业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

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

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

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债权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

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

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

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

目合作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

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

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

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

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企业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

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

发布之日起至 2023年 10月 11日。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91-87668374
邮件地址：zhanggongxiang@coamc.com.cn
通讯地址：福州市振武路 70号钱隆广场 31层 邮编：350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

检部门）、0591-87668337(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分公司纪检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福建监管局 电话：0591-8780089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 电话：0591-83277374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广州德正汇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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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德正汇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漳州生物化学制药集团
有限公司等24户债权以及漳州神芦投资有限公司70%股权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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