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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仁

笔记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大系中的文体

之一。它顾名思义 9随笔而录 9挥笔而记,即

兴成章9因而造成了题材的少限制性和内容

的最大丰富性。与其它散文体裁相比较,笔

记文还有以下特点 :

一是写作过程的自然性。人们写笔记文

的初衷,大多不是为了立即公诸于世,而更

多的是 “录以各用”,因此9构成笔记文的
“非刻意为文

”9而能顺理成章的鲜明特点。

二是凝练透剔而可读跬强。笔记文之内

容9均为作者所见、所闻、所悟 之 精 华 ,

是经过自觉思维过程筛选后,确认 为 有 保

留 价 苴l的思维片断、结晶,或某种线索。

于刨作,其可谓珍箧中的素材,于治学、理

史9其可谓知识的积累,成功之舟楫。它的

内容9总有着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或正或

侧、或明或隐的意义。所以,有人赋予笔记

文以 “小百科知识丛著”的美称,这恐怕也

是
“
不登大雅

”之区区笔记文得以流传千古

的第一奥秘。但是,作为一种文体,还必须

在写作上别有一功9才能存在。笔记文在写

作上的功技,正 在于:它是 于自然流 笔之

中,但见功底岁窝可读性于凝练透剔的即兴

小品笔法之中。非刻意雕饰,却有文道汇于

自然之中的效果。作者的睿智与神来之笔 ,

尽溢于寥寥几笔之中o其于记事9无矫赘,

其于描写,人、事、景、物,则跃然笔下,淋

漓尽致9其于辩证、析理9则一语中的9使

人耳目一新,其于讽谕,则不直、不粗、不

露9其意尽寓于写实之中,更有喜笑怒骂皆

成文章之技。

正因为上述特点9笔记文并非被讹言的

那种 “信笔涂鸭”的劣作”或仅为 ““雕虫

小技”而已。应该说笔记文兼有历史的、文

学的;科技的、应用的多方面价值。许多历史

学的鸿篇巨著,莫不是历史性笔记文的总结

与升华。许多 文学家 甚至一 生邵勤 耕笔记

文9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顾炎

武等。至于历史上的笔记文专著就更是蔚为

大观了。所以,笔记文实在是我国文化宝库

中的一种珍藏。近年来大量古弋笔记文著作

的汇辑与再版,便是明证。早在宋代,人们

在谈论笔记文时,便有
“
虽为末学”, “尤

务多闻
”的评价 (罗烨《醉翁谈录》); 清代 刘

熙载在 《文概》中,也说笔记 文 吖虽 体 不

纯,意理颇有实用
”。

笔记 文 的渊 源和 沿革

关于笔记文的渊源 9其说不一。有的说 ,

始于春秋 (张学忠《古代鞍己小。古选读》);伺 的说

始于汉代班 固 《白虎通义》 (刘田寸̄秋《历代笔记

概述》)多 也自
∷
说始于瑰晋南北 朝 或 唐、宋

的。这些不同的看法”恰好反映了 古 代 笔

记文渊源及其沿革中的客观的、内 在 的 联

系。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成都是源远流长的 ,

非但 一种文体本身 要有着 一个过程,而且

文体之间,还有着不可分割的相袭性与派生

性。

要追溯笔 记文的 远源9应当从笔 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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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笔记之制和笔记之宫谈起占

笔记者,属文之始9为文之本。笔记法

是人类写作 的初试 与基 础性、习惯 性的方

法。遇事而记9是产生各种文体的基础o

及至我国奴隶社会后期9 “左史记言9

右史记事
”的史官制度被确立后,便实际上

从法律的、政治的涵义上”肯定了笔记法的

地位和作用。史官笏苘在握” “
大事书之于

册9小事简牍而已”9于是便开创了笔记历

史之先河。至于 笔记历 史之体拟”亦 有所

本9谓之
“史之所记9以年首事

”o再于笔

记历史的 笔法,亦 有所 规范? “一口微而

显”
s“二曰志Ⅰ可晦△

“
三曰婉雨成章、

“四

曰尽而不汗,直书其事 9具文见意
”; “五曰

惩恶而劝善
”

(以⊥均见《杳秋序》)。 这些9都

规范了 《春秋》的笔法和体拟。几记事,必

先曰年、月、时,继而简言志事。或用一字

(如“
蝗

”,示该年该地蝗灾),或 用几字(如“
公

来朝”),简记国之大事o所以, 《春秋》

笔法的基本特征乃足以 “笔记小品”之法,

而潋言 “国之大事
”、 “经乏大义”的。它

具有即时而就、非刻意为文怛以直书其亭为

尚,却叉 “婉而成章
”的特点9其言不汗 ,

其意尽达,遂成寓 “微言大义”之旨于 “一

字褒贬”之中o这种基本的笔法”不但奠定

了我曰史书、记事文的基础,而更为我国历

史笔记小品及讽谕性笔记小品所师法。这就

决定了史i=制度、史官记事之法、记事之文

与历史笔记、讽谕性笔记在文体上及笔法上

的渊源关系。我回早期历史鸿扁9可以说是

历史小″:的折缀和升华。反过来,历史鸿篇

的笔法9叉决定了野史、补逸、琐记的笔法。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首的内在的因袭关系。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

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
“
南游江淮9上会稽,

探禺穴9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
业齐鲁之部夕观孔子之遗风9乡 射邹峄,厄

因鄱 薛 彭 城9过梁楚以归”,以后叉 “
奉

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

(《史记·太

、22。

史公自序莎),足迹几乎遍历全国。在旅 途 中

每有所见9必笔记之。继任太史令后,他更

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史料采集。这种

笔记工作,一直进行到他四十二岁时,他才

正式开始绸修 《史记》。所以, 《史记》也

可以说是司马辶毕生笔记之集锦与升华。此

外,司马迁的主∷:I LLl rVl了 史广:· 、攴制、史

书与历史笔记之问的∷i源关系。

随着历史的发
=,叉

带来丁两个变化:

一是史官本身笔记内容的变化。史官不仅做

历史笔记9也漱丛考洼笔记了丿二是笔记作

者队伍的变化。涂了宰汨、咱沐学士、文学

士、编修等写作笔记之外,一些文官或地方

官9也部利△自己的工作之便9做乜笔记文

来了。如西汉刘 i白 的 《说苑》、 《折序》 ,

班固 的 《白虎 迈义》,西晋 火华的 《哼物

志》,南 !匕 胡时刘义庆的 《世说新浯》,唐

代段成式的 《酉阳杂俎》、张骛的 《朝牙佥

载》、李肇的 《唐国史补》,宋代王安石的

《钟山日录》、欧阳修的 《归田录》、叶梦得的

《避:习·录话》、洪迈的《容斋随笔》、陆游的

《老学庵笔记》、赵升的 《lJl野 类要》、王

应麟的 《困学纪闻》,明 代谢肇浙的 《五杂

俎》,清代王士祯的 《池北偶淡》、纪昀的

《阅微草堂笔记》、俞樾的 《春在堂随笔》

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及渊源传统下产生

的。这些辜实9再次雄辩地证碉了 “史”与
“笔记”之间的渊源关系。当然,这只不过

是笔记文产生、发展的川溉i之一而巳。衷《梦

溪笔谈》、 《古今谭慨》、 《冂知录》等著

名笔记文专粜9涡不在此咧 rj另 有汨源。

同时,还必顼说J犭 ,庄史官修史之初,

笔记文尚孕涵于史若之中,从文体上、命名

上、写法上部尚「丨乏独立出来。因此9史书也

只能谓之 远源之 一而已。此外 尚有两大渊

源 :

一是古弋神活9如 《山海经》、 《穆天

子传》等。后世之神话笔记、忘怪笔记、传

奇笔记、小说笔记等,均源此而生。



二是诸子手笔。 《论语》,就是孔子门

生对于孔子言教的笔记。 《庄子 o外物篇》

中所提出的 “小说
”论,奠定了我国早期笔

记小品、杂文、小说的理论基础o在庄子作

品中9某些貌似怪诞的 “小说
”9是汴为他

朴素的宏丬JJ扦索的讠幺·据而出现的9不能视同

后来的笔记文9但 “小说
″讠a的提出及庄子

的某些笔法,对于笔记文形成的内在影响,

是不能忽略的。正因为如此,“笔记叮口“小

说
”两种文 体在古 代是混 为一体 的,或谓

之 “笔记小说”。或谓之 “小说笔记”。在

诸子之中,真正实践笔记文直接尝试的”恐

怕算是韩非了。 《韩非子》的 《内储说》、

《夕丨√储说》,用 笔记手法,辑汇了许多历史

故事,其意图及体拟,颇有
“
储小说以各用

”

的特点。他用笔记的形式,为“
小言

”
、 “小

说”、 “
'卜事

”、 “小道”、 “小品”,创

造了一个有效发 挥其作用的为文 形式——

“储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储说”之中 ,

不仅涉及到言、人、事,而且有强烈的考证、

驳辩的色彩。这对于后世之某些笔记文也是

有深刻影响的。

先秦文章除上述几个源流外”对于后世

科技性笔记文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还要提

到 《礼记 。考工》。

至汉代,班固在 《汉书 。艺文志》中,

列举 “小说十五种””并强调了它们的 “
残

丛小语″式的鲜明特点。其中所保留下来的

篇目,已颇具后来笔 i己文的雏型了。是否可

以设想这 “
小说十五种”正是笔记文的近源

呢?这里,还应提到的是:班固的 《白虎通

义》在笔记史中9向被认为是考辩性笔记之初

编,汉代刘向 《说苑》 《新序》和三国邯郸

淳 《笑林》的问世,都促进了笔记文体的独

立化。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探索的新时期 ,

许多新兴文体都各扬其势。在这种情况下 9

又出现了 “
有韵为文9无韵为笔

”的文学理

记9于是无韵的笔记小品出现了第一次繁宋

的高潮。南朝宋临川工刘义庆及其门士所编

《世说新语》的问世,可谓是当时笔记文兴

盛、笔记文向 “专集化”发展的标志之一。

与此同时9志怪 笔记与考辨笔 记部更 加活

跃,甚至 风靡一时,如 当时 出现 的 《搜神

记》、 《拾遗记》等”至今仍然被i站为笔记

文的五要作品。

继之,唐 代的笔 记文又出现了 新的 气

象——历史的补逸、轶事、琐闻性笔记的兴

起以及考辨性笔记地位的急遽上升。 《隋唐

嘉话》、《唐国史补》、《大唐新语》、 《封氏

闻见记》、 《教坊记》、 《因话录》、《桂苑

丛谈》、 《开元天宝轶事》等笔记专集的出

现,标志着笔记文的独立地位及独特乍用,.

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了。

但是 “笔记”二字作为文体名称、书籍

的名称出现,已是北宋年间的事了。生活于

公元998至 1061年 的宋祁9第一次正式用《笔

记》二字阼为他的笔记专集的色字。接着 ,

苏轼又有 《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东坡

志林》发扬了笔记文 “小百科”之长”其内

容涉及经史子传、制度风俗、轶闻时事、山

川风物、佛道修养、阴阳术数、梦幻幽怪等。

但在写作上,东坡先生却自有所创,这种创

造性主要表现在:其笔记”落笔成章,清新

自然而富有审美价值,堪称古代笔记小品作

品中最有代表性者;其游记小品9堪称后世游

记小品之始。至南宋洪迈的《容斋五笔》 (即

《容斋随笔》),按《随笔》、《续笔》、 《三

笔》、 《四笔》、 《五笔》分集,强凋了笔

记文 “笔” (区别于有韵之文)的特点”对

于笔记文的独立化9也起丁一定的作用。总

之,笔记文至宋代已完成了文体独立化的过

程,并且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宋代笔记中”特别值得称道的9是沈

括所 作的 《梦 溪 笔谈》二十六卷、 《补笔

谈》三卷和 《续笔谈》一卷。该书因写于润

丿刂刂(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得名。沈括的笔

记专集,从内容上讲 ,进入丁一个新的“
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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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单就 《梦溴笔诙》而言9郎肴故事、

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

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

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约六万条。内

容涉及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

理、物理、生物、化学、医学、文学、史事、

音乐、美术诸方面。至此9笔记文在内客上

的 “
小百科”的特点就被集中而鲜明地反映

出来了。 《梦溪笔谈》文笔凝练、朴素而井

然有条,寓文采于一定的科学性之中。还应该

指出, 《梦溪笔谈》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谓

为我国古代科学小品的近源。

在宋代笔记文体独立、笔记文空前兴盛

的总形势下,笔记文的流派与文体类型也开

始呈现出来了。除上述有代大性的几家外 ,

南宋王应麟的 《困学纪闻》首开丛著性笔记

之例。诚如阎若璩的儿子阎咏的题识中所说

的那样: “
或有问部书最便观者,谁第ˉ ?

家大人曰:其宋王尚书 《困学纪闯》乎!”

可见其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o此外,孟元老

的 《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车》等,

也各骋其长。

明清时期,是我 国古代 故文 的变 革阶

段,是古文向语体文的渐变时期,文学派别

繁多,文体多有变革。在这种背景下,笔记

文大号有e方 兴 未艾之势o当 时,闻名者除明

代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田艺蘅 《留青

日札》、张岱的 《陶庵梦忆》等外,以冯梦

龙 《古今谭概》流传为最广。杨淇 《杨升庵

集》中的笔记部分,也有一定影响o而 《日

知录》 (顾 炎武著)的出现,在笔记小品史

上则有划时代的意义9从此9丛考性笔记以

其自身的价值而进入了大雅之列。清代王士

祯的 《池北偶记》,也是当时丛著性笔 i己 义

的代表作之一。

另外,清代还出现了专门以
“
渎书笔记

”

为名的专集,如何焯的五十八卷集 《义门读

书记》、陈澧的《东熟读书记》等。特别是《四库

全书》总纂官纪昀的 《阅微草堂笔记》,其

·2犭 ·

中颇有精采之笔。鲁迅先生在评说时,指 出

它 “于宋懦之苛察9特有讳言”。

总而言之,置 明清阶段9笔记文非但在

内容上丰富多采、数量上难以尽数9而且在

文体、笔法上巳另成一枝了。其规模正如徐

应秋在《玉芝堂淡荟 。序》中所说: “若夫包

歹群象”总坑万字9见见阁闻”列成巨丽 ,

近代以来指讵数屈者乎?″

笔 记 文 的 分 类

如前所述 9既然笔记文有甘
“
包歹群东9

总统万家
”之特点9也就带来了它在思想内

容上的良莠并存、体裁杂糅、分类交叉等问

题。本节单忧共分夫怙况”略作分析。

凵溯毛记 文的远 近之氵乐及其形 成的历

史9不 ∵,了 出,它 狂分彡t中实泳存庄【·Jˉ 的广

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笔记文9实际上指的是 “笔 :己文

学”,它以古小说、传奇、志怪、列异类为

主 (故 古人称笔记文学为
“笔记小说

”。鲁

迅先生在 《古小说钩沉》中i夕 列举了三十六

种),辅之以历史故事、野史、稗史、轶事、

琐闻等 (这一类9在笔记小说中,多取其富

有情节者),另外9也不排斥丛著、辩证、

杂考,但地位并不重要。狭义的笔记文,向
被认为是狭义散文中的一种”故称为 “笔记

小品’。它不排斥一定数量的、以小品形式

出现的故韦和幽怪之淡。但其地位远不如下

列几种:

一、历史轶闻、野史、Ti1史 、轶革、琐

闻类,占据着笔记文的汲大比埴。这一类笔

记有时标以 “减
”

、 “乘
v为 名,以 突出其

历史特点9如 《朔野佥戟》、 《窥天外乘》

等。

二、丛著、辩证。杂考在笔记文巾也占

有很太比重,其中还包括读书心得在内。这

一部分十分注重科学性,故有
“
稗海

”之称。

它们往往标名为 “笔记”
、 “丛谈″

、 “杂



俎”、 ″漫话”、 “湟钞”、
“
荟萃

”
、 “

客

话”、 “杂谈”、
锯
新语殄、 “新序″、 “世

说”、 “日札”、 “广记″、
“语林

”
、 “类

稿”、 “书后”等等。这种分目与标题的传

统作法9在今日之杂文中仍被保留首。

三、科技小品”其中包括对于古代自然

现象的记载片断及技艺说明小品。

四、风土入情见闻录。

五、记叙、抒情小品 ,主要是于人、事。

景、物的即 兴抒写。以几十 字或 百余 字见

胜,如苏轼 《承天寺夜游记》等”故有人称

之为
“
袖珍小品”或

“
袖珍散文”。此类笔

记常标为
“记”

、 “
闻
”等。

六、述评小品9主要是对于历史人物和

作品的评论以及艺术理论和刨作原理的探索

等9如 《日知录》和《容斋随笔》的有关条目,

陆深的 《金台纪闻》”杨滇的 《丹肯总录》

等。这类笔记”夹叙夹议,韭住议评。

七、残丛小语辍记及其它。,

当然,上述分类是有一定的相对性的。

笔记文的影r向

笔记文的深远彤响,主要表现在下列几

个方面 :

一、优秀的笔记文在明清时代”被指定

为 “钦定
”必读书目o 《日知录》便是其中

的代表作。它是顾炎武一生严肃治学的结晶 ,

正如他自已在 《自序》中所说: “愚自少渎

书有所得辄记之9其有不合时”复改定9古

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

编”取子夏之言名曰 《日知录》。” 《日知

录》共二十二卷。按史学、吏治、财赋、舆

地、艺文等分类编入。引 i正 及为文郎十分严

谨。就连 《钦定 〈四库全书)提要》也承认
“炎武学有本原”博澹而能通贯9每一事必

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启笔之于书9故 引据

浩繁而坻牾者少9非如杨滇、焦泫渚人,偶

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者。”宋荦在 《序》中也说该书 〃
或辨驳议

论得失9或 阐发各物源流9或直书时事,或

旁及怪异”率皆精简而不浮。
”还必须指出 ,

《日知录》十分强调民族气节 ,其文学思想也

比较进步。

二、优秀笔记文9在历史研究中被列为
“正史

”的补充和旁证 9为历史学者所必读。

如 《扬州十日记》、 《东林始末》、 《三朝

野记》、 《避戎夜话》、 《东南亚记事》、

《三湘从事录》等9都有堇要的史料价值。

三、笔记文是古代传奇、话本、小说之

源。鲁迅先生在 《古小说钩沉》中,不但列

举了 巛山海经》、 《穆天子传》、《青史子》、

《齐谐记》、 《续齐谐记》、 《溥物志》、

《搜神记》、《幽明录》等三十六种笔记小说 ,

而且指出在笔记小说的基础上 “
唐人始有意

为小说”
9“ 宋忉 《太平广记》为小说渊薮

”
。

鲁迅先生还专门以笔记文的形式9整理了《小

说旧闻钞》。其问所收不乏有价值的论述。

如 《印雪轩随笔 ·二》 :

《聊斋志异》一书,脍 炙人田,而 余所醉心者 ,

尤在《阅微草堂五种》。盖蒲留仙仙才 也,其所藻

绩 ,未 脱宋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 为劝 惩起 见,

叙事简,说理逄,垂 戒切 ,初 不屑屑于描头 画角 ,

而敷宣妙义,舌 可生花,指示群述,头 能点石 ,

非留仙所及也。

这里对笔记的评价”虽然有点过分,但我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鲁迅的倾向性。

四、笔记文是研究文学家生平及文学评

论的亟要辅佐。如沈括在 《梦溪笔谈。辨证》

中,对于韩愈画象的考证 :

世 人 画退之,小 面而荚髯,著 纱帽, 此乃

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

谥文靖,江 南人谓之韩文公,囚 此遂谬以为退之

从。退之肥而寡嚣。元丰中以退之芋文宣王庙,郡

所画,皆是熙载。后世复不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又如宋代河遗 《春渚纪闻》中,专辑了

《东坡事实》9其中提供了苏轼佚文、佚事

以及苏轼与秦少游、刘贡父、黄鲁直、陈无

己、张文潜等交往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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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笔记文是我国小品文之源。“
小品

”

之词,本源于国外o公元四世纪时,鸩摩罗

什翻译 《般若经》,将二十七卷的详译本称

为 《大品般若》,将十卷略译本称为 《小品

般若》。此后遂有
“六朝小品”、 “官人小

品”之说,但这 时尚非专 指笔 记文。△沽

时,出 现了专以 “小品”命名的笔记专△ ,

“小品文”也专指随笔杂感一类短小文章。

清代以后,小品文的种类繁多起来,逐渐代

替了笔记文这一名称,但它们实为一体。其

后也有称小品文为杂文的。小品文在我国现

代文学中 占有重 要位置。鲁迅 先生 指出:

“五四”以来,我国小品文的成功是在小说

之上的。直到现在ρ笔记之法仍为现代散文的

基本笔法之一。

六、笔记文是研究我国古代文体史的亟

要资料o早在宋氏,大文学家欧阳修就在他

的《归田录》中,中述了他对笔记文的见解:

唐李肇 《国史补·序》云:“ 言报应 ,叙 鬼神,述

梦 卜,近帷箔,悉去之;纪 享实,探物理, 辨疑

惑,示劝戒,禾 风俗,助淡笑,则 书之。
”

佘之

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 书人之

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也,君子之志

也。览者详之。

欧阳修的引证及阐述,颇为后世研究笔

记文者所重视。他提出了笔记文与历史的区

别与联系”也提出了笔记文的题材领域问题

及写作原则,在 《唐人奏事》∵则中,他对

于古之 “表”、 “状”、 “膀
”、 “录”、

“札”,“咨报
”
等体,均有考证。以后明代

王世贞的 《觚不觚录》和清代王士祯的 《池

(上接第105页 )

这种教法是否能适应于阅读课文的敉学

呢?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的9因为阅读课文多

半是讲读课文的基础知识的运用和补充。从

运用的角度说,它们有相同之点;从补充的

角度说 ,它们又有不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和

不同之处综合起来”便构成了⋯个单元的统

-要求。如果我们在课文研讨阶段”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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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偶谈》,对于
“
疏”、“尺牍”、

“
起居注

”、

“八股”等文体均有考证。

七、笔记文也为研究学科史提洪了重要

依据。前述之王士祯9曾官至翰林院侍渎”

刑邙尚书。他的 《池北偶谈》是他数十年
“
偶

有见闻,笔之ζi策
”的成呆。其中宝贵资料

芒乡,如 《日讲》介绍了我国古代最高权力

⒒i与 内的讲学制度· 《琉球入学》、 《台湾

它晏》、《台湾歹i科》等条则为证明中国古代

乏了三1三要广卜I。
j匕 外, 《朝报》一条也很

渲俘
=言

:

÷之 ∷天 ,孰 曰郢枉 ,亦 有所本,见 二明清《挥

唇录):之工《￡Ξi类 晏》云:朝报 日生事宜 也 ,

每 彐E下 i￡ 塥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 奏

泛拄△天下。其育歼谓内探、 省探、衙探之类 ,

皆哀仁Ⅱ天。÷育ⅠI f=之 禁,故 陀而号之 曰新闻。

孟自术扌己,i`。 叉六廿沦音号子, 亏吃帖,以 当晚

即知之 ,次 日乃全邸祆 ,故 曰咤帖。 亦礻「小报,谓

之小抄。

这则笔记,对于我国的报刊起源和新闻

定义都有精辟的考证,历来被我国新闻界的

″f宄工作者尊为研究 “古代新闻学″、 “中

国新闻革业史”的上乘理论和依据o

又如沈括 《梦溪笔谈》及王士祯 《池北

偶谈》中所记载的我国历史上几次著名大地

震的资料,均为研究 “中国古代地震史
”和

“中国地震集例”之重要例证。

总之,笔记文既有
“小百科”

特点9又

具有
“大观”之势,因此。其影响必波及

“
百

科”。所举必有
“
挂一漏万

”
之搛9故权此驻

笔。

学生理解溧文后:面 的 “思考 和 练 习”为 中

心,发据和归纳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9又侧

重辨清了彼此之间的区别9则阅读课文的教

学任务就可算初步完成了9整个单元的教学

任务也可算初步完成了。余下的任务”就可

在复习练习和效果考查两个环节和以后长期

的学习实践中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