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欣同气与同舟
——叶圣陶诞辰130周年纪事

毛梦溪

今年是叶圣陶诞辰 130 周年。

“ 人 无 百 年 不 灭 之 形 ， 而 有 千 年 不 朽 之 心 。” 叶 圣

陶 作 为 我 国 现 代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 文 学 家 和 编 辑 出 版

家 ， 他 一 生 追 求 真 理 ， 献 身 教 育 ； 热 爱 文 化 ， 传 承 文

明。他的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学作品流传广泛，编辑

思想更是被誉为“躬耕书田，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典范。

春秋副刊11值班主任/杨春 责编/李冰洁 校对/耿斌 排版/刘颖 邮箱/jiaxiaoming1@163.com

2024年 10月 28日 星期一

叶圣陶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他追求进步，“有

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受到沈雁冰、

杨贤江、恽代英、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感

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

己在家国情怀、教育热忱上的理想。

五卅运动期间，叶圣陶的寓所仁馀里廿八号曾作

为左派的联络点。五卅运动后，叶圣陶以自己的笔为

武器，创作短篇 《夜》、长篇 《倪焕之》 以及童话

《冥世别》 等，控诉反动派凶残的“大屠杀”，讴歌民

众的觉醒和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

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

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作品，从不同角

度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

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民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

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

出版自由的斗争。

1945 年 10 月 16 日，叶圣陶应邀到重庆曾家岩出

席周恩来的宴请，日记中写道：“闻周之名已久，见

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见到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之后，叶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

仰更真诚了，这从他 1949 年 3 月 1 日写的一首诗 《自

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 中可以体会到：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1949 年 1 月 7 日，应中共中央邀请，叶圣陶与夫

人胡墨林乘永生轮秘密离沪赴港。叶圣陶在日记中记

录：“云彬来夜谈，告以种种情形。”次日日记中说：

“夏衍来，所谈与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详。谓昨日又

接北方来电，询余到否”，晚餐后，“荃麟来长谈”。

叶圣陶当时的心情激动而喜悦。他曾把自己接受中国

共产党的召唤，于 1949 年 1 月 7 日秘密离开上海，到

同年 3 月 25 日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

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在 1981 年 7 月号的

《人 民 文 学》 上 发 表 ， 以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60

周年。

叶圣陶是民进卓越的领导人，他满怀着“篑土为

山宁肯后”的情操，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宏阔的文化

视野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我国文学、教育和出版事

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

“篑土为山宁肯后”

和叶圣陶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兼挚友顾

颉 刚 评 价 他 “ 对 于 文 艺 ， 没 有 一 种 不 喜

欢”。在文艺方面，叶圣陶是一位真正的多

面 手 ， 他 著 作 等 身 ， 名 作 涉 及 文 学 各 个

门类。

1913 年，18 岁的叶圣陶开始创作文言

小说，后来受俄国革命的激励和 《新青年》

的感召开始创作白话文文学作品，成为新文

化 运 动 的 先 驱 者 之 一 。 1919 年 叶 圣 陶 在

《新潮》 1 卷 3 号上发表短篇小说 《这也是一

个人？》，描写江南一个普通乡间女子“伊”

的悲惨生活，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

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1919 年 3 月，叶圣陶加入北京大学学生

组织的倾向于新文化、新学术的团体“新潮

社”。1921 年 1 月 4 日，他与周作人、朱希

之、耿济之、郑振铎等 12 人发起，在北京

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这

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

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

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收集

叶圣陶在 1919 年 2 月至 1921 年 4 月间创作的

20 篇短篇小说，出版 《隔膜》，被看作是我

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顾颉刚

评价这本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

一部，是很可纪念的”。茅盾也评价说：“五

四时期，圣陶是最早发表小说的一人。小说

集 《隔膜》 等数种，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

基石。”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 《倪焕之》 被学界

视 为 我 国 现 代 长 篇 小 说 走 向 成 熟 的 标 志 。

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

具有深刻教育思考的教育史诗。它揭示了

当时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反映了

教育工作者在追求教育理想过程中所面临

的困惑与挣扎。

叶圣陶对我国近代儿童文学的拓荒性也

是有目共睹的。鲁迅评价，叶圣陶创作的童

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

创作的路”。《稻草人》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新中

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它突破了当

时中国童话“言必称丹麦”的局限，而叶圣陶

也被称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他创

作的童话《小白船》《古代英雄的石像》，至今

仍在语文教材中，被孩子们传诵。

叶圣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前半期在诗歌

抒写童真童趣的代表人物，他的儿童诗 《小

小的船》，诗句柔和温馨却具有穿透时空的

强大之力：“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

船儿两头尖……”这是几代中国孩子学习语

言的启蒙诗。

叶圣陶是一位诗人，早年写旧体诗，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期 间 从 事 新 诗 写 作 。 1922

年，叶圣陶与朱自清等人以“中国新诗社”

的名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

《诗》，身体力行地创作新诗并发表诗论。他

与 周 作 人 、 朱 自 清 等 合 著 的 新 诗 集 《雪

朝》，于 192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

早期的诗论也为新诗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

强调观察人生，潜入生命，脱离桎梏，舒展

情思，至今也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新诗、旧

诗皆擅长的他，形成一种独有的“清真深

厚”的诗风，深得柳亚子、林宰平等名家赞

赏。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

学执教，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从不同角度

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

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

众，被誉为“绝唱”和抗战词史。

“对于文艺，
没有一种不喜欢”

叶圣陶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但他却说：“作家

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

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可见他认定“我的

职业是编辑”，他最认可最看重的，也是他干了一辈

子的编辑工作。

巴金说，叶圣陶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小沫回

忆：“1923 年的春天，我的爷爷叶圣陶经朱经农先生

介绍，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

编辑生涯，那一年他 29 岁。”

叶圣陶还在苏州乡立中学读书时，就与人合办油

印小报 《学艺日刊》，当时只有 15 岁。叶圣陶在商务

印书馆工作 8 年，主要在国文部编辑中学生的国文课

本和国学丛书，曾经代替郑振铎先生编过一段 《小说

月报》，还和金伯华先生一起编过一段 《妇女杂志》。

慧眼识珠，提携新人，乐于为他人做嫁衣，是

叶 圣 陶 在 漫 长 编 辑 生 涯 中 一 以 贯 之 的 精 神 。 巴 金

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

走上文学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

困中死亡。”丁玲回忆叶圣陶指点他修改自己的小

说的往事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

不 走 这 条 路 。” 施 蛰 存 说 ：“1928 年 初 我 写 的 小 说

《绢子》 在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 上发表，这对我

的鼓舞很大，从此我脱离了鸳鸯蝴蝶派刊物，挤进

新文学运动队伍。”张中行说：“在我认识的一些前

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

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

作为编辑的叶圣陶不仅如他所写的勉志联“得失

塞翁马，襟怀孺子牛”一样躬耕书田，并且慧眼识英

才，这与在文学创作方面自己就是一位“多面手”相

关。《小说月报》 首发了不少新秀的作品，好几位新

人后来成了文学巨匠、名家。茅盾、巴金、丁玲、施

蛰存、戴望舒等的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的公开出

版，都离不开“幕后英雄”叶圣陶。

1930 年，叶圣陶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 《中

学生》 杂志，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

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

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

帝抗日大联盟”。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

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我的职业是编辑”

叶圣陶对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作用也

受人瞩目。

1922 年，不到 30 岁的叶圣陶受当时

的教育部礼聘，拟订 《新学制初级中学国

语科课程纲要》。不久又受商务印书馆聘

请，与人合编初级中学教科书 《国语》（6

册），这是叶圣陶第一次主编一整套正式

的教科书。书中展示了他逐步成型的教科

书编撰思想，“本书选择宗旨，以具有真

见解、真感情及真艺术者，不违反现代精

神者为限，不规于前人成例”。他主张教

科书要体现时代精神，课文要能诵读，这

些都是教材编制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

着智慧的光芒。

据已有的资料来看，从 1932 年的初

级 小 学 《开 明 国 语 课 本》 到 1948 年 的

《文言读本》，他自编或参与编写了十多套

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 《国文百八

课》（同夏丏尊合编），编排体系、课文选

取、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

尤其 《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先生编

撰课文，丰子恺先生绘插图。课本一上

市，就引起了轰动，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

赞誉，尤其受到小学教员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叶圣陶

在教科书出版界显赫的成就与声望，他被

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先后以

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

之）。从 1950 年至 1966 年，他先后领导编

写出版了四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作

为新中国的第一本语文课本必须得有描写

新中国的课文，这类课文大多是叶圣陶亲

自撰写，或者是同人写了之后再由他修订。

叶圣陶对课文的质量要求又极高，一

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斟酌。每篇课

文由他把关后，再请专人逐篇“诵读”，

用“诵读”来检验“词汇及语调”是否有

过失。叶圣陶主张语文课文都要能诵读。

他认为只有“诵读”才能传达出“语言的

节奏跟情趣”，“必须文字本身是活生生的

语言”才适合“读”。“如果文字本身是生

打硬造的语言，是有骨骼没有血肉的语

言”，“读”起来就不顺，“总觉着这不像

个 语 言 ”。 通 过 “ 诵 读 ” 使 语 言 更 规 范

化，使课文便于记忆和传播，这是叶圣陶

为编写语文教材立的一个规矩。

在开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叶圣陶主持

编写出版了大批面对青少年课外阅读的各

类优秀读物。他与夏丏尊合著 《文心》 一

书，别出心裁地用小说的形式将国文科的

各项知识、文章读法和作法打成一片，生

动有致，读之不忍释卷。20 世纪 40 年代

中后期，他又与朱自清合编 《略读指导举

隅》《精读指导举隅》 等书，以作家和学

者的双重眼光为青年们精选范文，并细心

传授了一套略读、精读课外书籍的学习方

法 。 至 于 他 主 编 的 《中 学 生》《开 明 少

年》 等开明版杂志，更是民国后期影响最大

的学生刊物，被千万家长们视为“子弟杂

志”“第二课堂”。应该说，这些出版物是更

广泛意义上的“教科书”，承载着叶圣陶成

熟的教育思想和夺目的理想光辉。

作为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对教

科书编辑出版还有一项特别的贡献，他的大

量作品长期作为范文入选各种国文、国语课

本。目前可见到较早入选他作品的教科书

有：出版于 1923 年商务版的 《新学制国语

教 科 书 初 级 中 学 第 一 册》（《伊 和 他》），

1924 年商务版的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四

册》（《祖母的心》），1924 年中华书局版

的 《新 中 学 教 科 书 初 级 国 语 读 本 第 一 册》

（《隔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的 《古代英雄的石像》《苏州园林》《爬山虎

的脚》 等名篇也长期成为语文课本的保留

“曲目”，成为影响 100 年来几代中国人的经

典名篇。

开明书店成立 20 周年之际，叶圣陶曾

赋诗一首：“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

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

心力瘁？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其中

表达的不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

至今仍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则。

现代教材建设的奠基者

1912 年，中学毕业的叶圣陶到苏州

言子庙小学担任教员，开启了他的教育生

涯 。 他 在 谈 到 怎 样 当 好 小 学 老 师 时 说 ：

“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

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敏

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

他们为‘小朋友’。”

叶圣陶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

学生做我的朋友”，看作是“准备认真当

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

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他总

是“从观察和剖析找出原因”“再从理由

上加以对症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

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

叶圣陶曾言：“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

创 作 生 涯 是 从 甪 直 开 始 的 。” 1917 年 至

1921 年，叶圣陶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

“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经历，是他

的教育思想的成形时期。甪直“五高”的

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叶圣陶先生

任高小二年级教员，教国文。在这里，他

自编国文教材，开启了实践教育改革的第

一步。同时，为让学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

展，他带领学生一起挥锄破土，开辟了

“生生农场”；捐款在四面厅办起了博览室

和利群书店，并开设诗文、书画、英文通

讯等各种学习专栏。在学校里造戏台，将

都 德 的 《最 后 一 课》、 莫 泊 桑 的 《两 渔

夫》 等课文改编成话剧，将 《荆轲刺秦

王》 改编成戏剧，师生一起排演；开设篆

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

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里收获成

长。在每学期中、学期末的“恳亲会”（即家

长会）上，叶圣陶还会将学生的习作、试卷、

字画、雕刻、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

并邀请家长和社会贤达参观。

叶圣陶说，如果我当教师，绝不将我

的 行 业 叫 作 “ 教 书 ”， 若 有 人 问 我 干 什

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

事的经验”。他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

中写道：“儿童在学习里便知行合一，修养

时，这样的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而且更

系统，更有价值，更有改进的精神。他们并

不觉得进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游戏依旧，工

作依旧，社交依旧，却不知不觉得到了做社

会中一员的经验。全社会都包含着这样的

人，社会便永永改进。”

“教是为了不教”这一观点，最早见于

1962 年叶圣陶在《文汇报》发表的《阅读是

写作的基础》。他在文中说：“在课堂里教

语文，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使学

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

阅读。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

跟在他们背后吗？”

1978 年 3 月，叶圣陶先生在一次座谈会

上发言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

‘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

‘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

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

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

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

‘讲’给‘教’了？”

叶圣陶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叫至善、

至美、至诚，在文学上都很有造诣。曾有人

问叶至善、叶至诚，叶圣陶如何教他们的，

叶至善答：“从来不教。”叶圣陶仅要求孩子

们每天要读些书，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

是读了什么书，读懂点什么，都要告诉他。

叶至诚说：“父亲不管我的，都是只关系我

个人的事，在这方面，父亲给我极大的自主

权，有时候还在我喜爱的事情上帮我一把，

譬如为我儿时集邮册的楠木夹板雕刻篆字题

签，给我们兄弟几个修改文章等等；而父亲

管我的，都是涉及他人的事，父亲反反复复

地要我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之间的，在我

以外，更有他人，事事处处要替他人着想。”

朱 自 清 先 生 曾 这 样 评 价 叶 圣 陶 一 家 ：

“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

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

沉溺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

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

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

又没有那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习气。”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以崇尚人格教育、注

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培养综合素质为核心，强

调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提倡发展学生的智

力、情感、意志和身体等多方面的素质，被

誉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教是为了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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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等
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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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二
中
全
会
期
间
亲
切
交
谈
。

1978 年 2 月 ， 作 为 民 进 的 代 表 ， 叶 圣

陶和儿子叶至善一起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

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