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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商务国语教科书的精选之作，内容包括民国时期最通行、质量最高的三种小学教材。
它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从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出发，注意农业、工业、商业等实用知识，穿插了
许多孩子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出来，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老课本原貌，旨在让今
天的孩童体味民国时期特有的文化风貌。
同时，该书纯真、简单的语言与故事内容，也能让大人在带领孩子阅读时，一同开启一趟时光的回归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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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俞，中国近代出版家、教育家。
24岁时入商务印书馆为编译员，先后参加编写《最新教科书》《简明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
单级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等多种课本。
1913年后他与黄炎培等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发表《采用实用主义》等论文，在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
著有《我一游记》《应用联语杂编》等。
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他出生于清末名门望族、书香世家，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1902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
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著有《校史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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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第1 课 清洁王儿好清洁，头常沐，身常浴，衣服常洗。
第2 课 起居夜间早眠，日间早起。
第3 课 节饮食渴则饮，饥则食，多饮多食，皆能伤身。
第4课 惜物用物宜爱惜，不可妄费。
第5课 惜时温课既毕，尚有余时，兄习图画，妹学手工。
第6课 爱亲父往他乡，女随母，送于门外，请父早归。
6爱亲2第7课 事亲黄香九岁，事父至孝，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
第8课 孝亲朱儿事亲孝。
每得食物，必以奉母。
一日，至姑家。
姑给以果饵（ěr），儿不食，姑问故，对曰：将携归奉母也。
第9课 友爱放假回家，兄招妹，往庭中，同拍皮球。
第10课 正直韩康入山采药，卖之于市，三十余年，口不二价。
第11课 礼貌门外客来，迎入室中，正立客前，对客行礼。
第12课 睦邻母在厨房，制糕已成，命儿捧糕，送往邻家。
第13课 储蓄左儿家贫，母与以钱，不肯妄用，贮之匣（xi&aacute;）中， 用以买书。
第14课 好学李敬文，年六岁，时向其姊问字，渐通字义。
第15课 去争与人共饭，不可争食，与人同行，不可争先。
第16课 爱同类一犬伤足，卧于地上，一犬见之，守其旁不去。
第17课 合群群鸟筑巢，或衔树枝，或衔泥草，一日而巢成。
第18课 济贫女出门，见贫妇，衣服不完，入门告母，母取旧衣赠之。
第19课 职业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第20课 勇敢两雄鸡，斗院中，皮破血流，羽毛纷落，而奋斗不止。
宗悫（qu&egrave;）年十四，有盗至，悫挺身拒之，盗十余人，不得入室。
第21课 镇定王戎七岁，与众同观虎，虎忽大吼，观者皆惧，戎独不动。
第22课 戒惰龟与兔竞走，兔行速，中道而眠，龟行迟，努力不息。
及兔醒，则龟已先至矣。
第23课 卫生室中宜常洒扫，以去尘垢，窗户宜常开，以通空气，以透日光，饭后即用心力，则胃中食
物不易消化，故必游散片时。
第24课 友爱徐湛之出行，与弟同车，车轮忽折，路人来救，湛之令先抱弟去，然后自下。
第25课 投报孙赵二女，同校读书，孙女得新书，持赠赵女，赵女取纸笔报之。
第26 课 亲恩人初生时，饥不能自食，寒不能自衣。
父母乳哺之，怀抱之，有疾，则延医诊治。
及年稍长，又使入学。
其劳苦如此。
为子、女者，岂可忘其恩乎。
第27 课 母羊求救童子出游，有母羊向之悲鸣。
既前走，又屡顾。
童子怪之，随其后。
至一池旁，见小羊堕水中，哀号方急。
童子乃握其角，提置岸上。
母羊偕小羊，欢跃而去。
第28 课 食礼朱熹曰，凡饮食，举匙必置箸（zh&ugrave;），举箸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箸于案。
第29 课 不误时清晨，兄整理书包，将往学校。
弟曰：时尚早，盍（h&eacute;）稍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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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曰：修业当有定时。
若迟迟不行，必误上课时刻。
弟曰：善。
乃与兄偕行。
第30 课 不妄语司马光，自少至老，未尝妄语。
尝曰，吾生平所为，无不可告人者。
第31 课 不拾遗王华行池畔，见地有遗金，华置金水边，守其旁，待遗金者至，指还之。
第32 课 御侮鸠（jiū）乘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 共逐鸠去。
第33 课 读书学生入校。
先生曰：汝来何事？
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
先生曰：善。
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第34课 燕子燕子，汝又来乎。
旧巢破，不可居。
衔泥衔草，重筑新巢。
燕子，待汝巢成，吾当贺汝。
第35课 蝙蝠鸟与兽哄，蝙蝠常中立。
鸟胜，则蝙蝠飞入鸟群，曰：吾有两翼，固鸟也。
兽胜，则蝙蝠走入兽群，曰：吾有四足， 固兽也。
未几二族议和，蝙蝠在侧。
遂共斥之。
第36课 鹦鹉架上鹦鹉，白毛红嘴，时学人言。
有猫缘柱而上，举爪将攫（ju&eacute;）之。
鹦鹉惊呼曰：猫来猫来。
童子闻声趋至。
猫急遁去。
第37课 蟋蟀秋夜，有蟋蟀鸣于墙下。
弟问姊曰：蟋蟀口小，鸣声颇大，何也？
姊曰：蟋蟀有四翅，振翅发声，非以口鸣也。
第38课 蜜蜂庭花盛开。
蜜峰往来枝间，吸花之甜汁，酿蜜于房。
以为冬日之粮。
其房以蜡为壁，簇聚如球。
秋时，割其房， 取蜜，可以调味，可以制药。
故养蜂之利甚大。
第39课 击球冯儿善击球。
欲高则高，欲低则低。
进退俯仰，可连击数百次。
又能向壁横击之，不落地上。
第40课 松松，大树也。
叶状如针。
性耐冷，虽至冬日，其色常青。
干长而巨，可以造桥，可以造屋。
第41课 采桑种桑数亩，春日发芽，芽渐大而成叶。
农家妇女，携剪刀与筐，同往采桑，以为饲蚕之用。
第42课 樱桃群儿游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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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已熟，形圆而色红。
儿采数枚，与弟妹分食之。
核小浆多，其味极甜。
第43课 指甲手有五指。
指端有甲。
甲过长，则作事不便，又易藏垢， 故宜常剪之。
第44课 洒扫房屋之中，污秽日积，不宜居人。
故每日早起，必用帚扫地。
扫时先以水洒之，则灰尘不扬。
第45课 苍蝇儿独坐观书。
苍蝇群飞，驱之复至，甚厌之。
明日，以告先生。
先生曰：室中不洁，则苍蝇来集。
汝能勤洒扫， 使无垢秽，则蝇自少矣。
第46课 帽帽，所以护脑，四时皆用之。
天暑时，多用草帽。
天寒时，多用呢（n&iacute;）帽，或以缎、布为之。
第47课 衣庄儿将入学，母曰：儿尚着棉衣，不觉热乎。
人之衣服，因寒暑而异，今日天热，可易夹衣。
儿曰：诺。
遂易衣而出。
第48课 文彦博文彦博少时，与群儿击球。
球忽跃入树穴，群儿谋取之，穴深，不能得。
彦博以盆取水，灌入穴中。
球遂浮出。
第49课 司马光司马光幼时，与群儿戏于庭前。
有一儿，误堕水缸中。
群儿狂叫，皆惊走。
光俯取石，急击缸，缸破水流，儿得不死。
第50课 诚实童子卖柑者担筐入市，数柑坠于地。
一童子在后见之，急拾柑以还卖柑者。
卖柑者曰：童子诚实，可嘉也。
取二柑报之。
童子不受。
第51课 爱弟丁生有弟，甚爱之，一日，弟疾，卧床不能起。
丁生暇时，辄坐床前。
为弟讲故事，唱歌曲，以解其闷。
及疾愈，始已。
第52课 陪客钮儿在家，有客访其父。
父适他往。
儿邀客入，请客上坐，己在下位陪之。
客有问，则谨答之。
客去，儿送至门外。
及父归，以客所言，告之于父。
第53课 孔融孔氏有子六人，孔融最少，年方四岁。
一日，父取梨， 置盘中，命诸子，各取食之。
孔融独择其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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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问故，对曰：儿年少，当取小者。
第54课 布布类甚繁。
以麻织成者，曰麻布，宜用于夏日。
以棉织成者，曰棉布，宜用于冬日。
又有杂麻与丝，织成花纹，其光彩类?缎者，则为丝布。
第55课 蚁斗蚁居穴中，性好斗。
一日，黄蚁黑蚁，成群而出。
列阵于阶前，各据一方，蚁王率之。
群蚁皆奋斗，至死不退。
第56课 蜘蛛结网蜘蛛在檐下结网。
既成，一蜻蜓飞过，误触网中，小儿见之，持竿挑网。
网破，蜻蜓飞去。
第57课 打麦麦有多种，大麦先熟，小麦后熟。
熟时，持镰刀割之，晒于场中。
既干，农夫农妇，入场打麦。
第58课 逐雀红日将下，打麦已完。
小雀一群，纷集场上，觅食余粒。
数童子立门前，拍手噪逐之。
雀闻人声，散入林中。
第59课 母鸡母鸡孵卵，数周成雏。
随母出行，未尝远离。
母鸡每得食，必先唤其雏。
若遇猫、犬，尽力护之。
与父母之爱子无异。
第60课 勿贪多瓶中有果。
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
拳不能出。
手痛心急，大哭。
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
第61课 张元张元南邻，有二杏树。
杏熟，多坠元园中。
群儿欲取食之，元独不可。
群儿问其故。
元曰：是邻家之果， 非我所宜取也。
乃与群儿收果，送还邻家。
第62课 教弟兄弟读书，弟年尚稚，好游戏。
每晚间，兄招弟，同坐温课。
弟有不知者，兄必详为解释。
久之，弟亦自知勤学矣。
第63课 插秧大雨如注，田水骤满。
既晴，数农夫，戴草笠（l&igrave;），入田插秧。
秧针出水，长二三寸，分列成行。
第64课 水饮食之水，或取于河，或取于井。
水有清浊。
浊者多污物，又有小虫。
饮之，易致病。
故烹茶煮饭，宜用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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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课 火养生之事，不可一日无火。
灯与烛，非火不明。
饭与菜，非火不熟。
天寒之日，烧炭炉中，又可借以御寒。
第66课 勿戏火杜儿持纸，向火为戏。
母见之，曰：火能燃物。
偶不慎，小则灼肌、肤，大则焚房屋，不可戏也。
儿自是不复戏火。
第67课 贾易贾易七岁丧父。
其母彭氏，纺织以自养。
令易入学读书。
有时与以钱，为果饵之费。
易不忍用，积得百钱，仍以还母。
第68课 路遇先生余儿行路中，遇先生。
鞠躬行礼，正立路旁。
先生有命，儿敬听之。
先生有问，又敬答之。
俟先生去，然后行。
人皆称为知礼。
第69课 守信（69守信）李生有地图，张生借阅之，约日曜（y&agrave;o）1 送还，及期， 张生如约送还
李生。
第70课 人影明月在天。
儿行廊下，若有人蹑其后。
大惧，奔告其姊。
姊曰：此汝身之影也。
汝立灯前，行日下，皆有影，岂忘之耶。
儿乃悟。
第71课 灯谭儿将卧，指灯而言曰：汝夜夜照我读书，其我之好友乎。
时已晚，汝、我皆宜休息矣。
乃熄灯而睡。
第72课 乘凉晚餐之后，凉风入户。
母偕女，院中乘凉。
母讲故事，女在旁听之。
手挥小扇，为母驱蚊。
乐而忘倦。
第73课 萤萤，飞虫也。
生于卑湿之地。
腹后有光。
晚间，常见水边草际，微光闪烁，去来无定，即萤光也。
第74课 蚊污水中有孑（ji&eacute;）孓（ju&eacute;）1，化为蚊。
喙甚锐，刺入人肤，吸血而食之。
日间畏光，常集于暗处。
天将晚， 则成群飞出，其声嗡嗡。
第75课 食瓜杨儿放学回。
天热，行甚急，汗流口渴。
见案上有西瓜， 剖食过半。
有顷，腹胀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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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曰：儿食瓜过多，所以病也，后当慎之。
第76课 荷池中种荷，夏日开花，或红或白。
荷梗直立。
荷叶形圆。
茎横泥中，其名曰藕。
藕有节，中有孔，断之有丝。
第77课 藕粉捣藕于臼（ji&ugrave;）中，以布滤其汁。
及其澄清，取下沉之粉，晒干之，可以久藏不坏。
食时，和以糖，取沸水冲之。
第78课 魏文侯魏文侯与虞人约期而猎。
及期，天雨饮酒乐，命驾将出。
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
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岂可失约哉。
乃自往罢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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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mdash;&mdash;教育家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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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想要回到一个时代、领略其风土人情，还有什么比阅读那个时代的书脊更具真实感的事情呢？
《民国老课本&middot;最好的国文课：重回少年》最大限度地重现了百年老课本之原貌，以简洁、纯
真的语言带给读者美好感受&mdash;&mdash;如逢少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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