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圣陶认为学会阅读并懂得欣赏很重要，欣赏对于成长和发展有一种推动和鼓舞作用，因而希望青

年人都能养成欣赏的能力和习惯。他在1923年写的《第一口蜜》中说：

欣赏力的必须养成，实已是不用说明的了。湖山的晨光与暮霭，舟子同樵夫未必都能够领

略它们的佳趣。名家的绘画与乐曲，一般人或许只看见一簇不同的色彩，只听见一阵繁喧的音

响。一定要有个机会，得将整个的心对着湖山绘画乐曲，等等，而且深入它们的底里，像蜂嘴

深入花心一样，于是第一口蜜就尝到了。一次尝到往往引起难舍的蜜恋，因而更益去寻觅，更

益去吸取。譬诸蜂儿，好花遍野，蜜亦无穷，就永远以蜜为生了。

进而说到“欣赏力”贵在自我培养，阅读和欣赏不要存有“玩戏的心”。“如果我们存着玩戏的心来对一切的

文艺，我们就劫夺了自己的幸福了”，“我们应以情人伏在所欢怀里的热诚，来对所读的文艺。这时候不知有

别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心与所读的文艺正通着电流。更进一步，我们不复知有心与文艺，只觉即心即文艺，浑

和不分了。于是我们可以听到作者低细的叹息，可以感到作者微妙的愉悦：就是这听到这感到，我们便仿佛

有了全世界。于是我们尝到第一口蜜了。” 反过来说，不培养“欣赏力”，我们就成了“无根之草”。

叶圣陶认为阅读和欣赏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真能“虚心涵泳”；二是贵在有所“触

发”。“虚心涵泳”说的阅读和欣赏不能只停留在“见”和“视”的层面，满足于“见”过和“思辨”过，

而是要再进一步“身入其境”，“用整个心去和它相对”，以求得到“真实的领悟”。叶圣陶把“虚心涵

泳”的整个过程称为“观”。他说“见”是感觉器官上的事，“视”是知识思辨上的事，“观”是整个的

心理活动。用吃东西来做譬喻，“观”是“咀嚼细尝”，“见”和“视”只是“食物初入口的状态而已”。

只不过阅读和欣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咀嚼细尝”，只停留在“观”的境界，而是要能从中得到感

悟，品出“新味”，获得“新知”，这也就是叶圣陶所说的“触发”，“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由一

种情感升华为另一种情感。叶圣陶和夏丏尊1934年合著的《文心》中就有一章专门阐释什么叫作“触

发”的，标题就叫《触发》，说的是一位善于读书的中学生学会阅读和欣赏后，无论是读有字的书还是

读“社会这部活书”，“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意义”。他“从蝉声悟到抑扬的韵律，从日影悟到明暗的

对照，从雷阵雨感到暴力的难以持久，从雨后的清凉悟到革命的功用，从盆栽的裁剪悟到文字繁简的布

置，从影戏的场面悟到叙事文的结构，从照片悟到记事文的法式”。中学生尚且能有这种种“触发”，年

龄大一些或学历更高一些的读者养成阅读和欣赏的好习惯之后，一定会有更丰富的知识智慧和感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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