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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我国唐宋古文复兴运动一样，复古或回到过去，有时恰恰是前进的一种曲折
方式。
近年来，随着近现代文史书籍的大量出版，国人得以重新发现一个“新”的民国，发现那段看似纷乱
的历史中，其实蕴含不少跨时代的历史价值。
因此，重新解读民国、了解民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思潮，出版界也因此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
民国热。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当今僵化的应试教育产生质疑，对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日益不满，反思问题的关
键，以期早日改良。
当这个教育界的小潮流与重新发现民国的社会大潮流合二为一时，很多读者便开始关注起民国时期的
教育来。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鼎革，民气初生，国民自有一股质朴的风度，所以有一阶段社会文明发展迅猛
，人才辈出，出版业也较为繁荣。
那时学校教科书的出版非常兴盛，很多民营出版机构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中华书局、商
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当时的权威学者、思想大家也投入到
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中来，因此当时的教科书质量普遍相当高，对青少年的教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
用。
直至今天，很多老一辈民国人，对当年上学时使用的课本还念念不忘。
    前几年，民国小学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重新出版，许多家长买来给孩子当课外书，结果大受
欢迎，说明优秀老课本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不少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实际综合素质，要超过现在的普通大学生不少，这一点从当年中
学语文教材选文之经典恰当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策划这本民国中学语文选粹，精选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章，融汇于一
书，给读者呈上一部《民国语文》。
希望读者借此比较思考，以古鉴今，得到一些有用的启迪。
    我们在挑选文章时，尽可能选择近年来教材中未收入，但对于提高语文素养和塑造公民观念具有较
高价值的典范文章，以便最大程度地体现时代差异性。
因此，在现行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的经典文章，本书原则上不再收入。
由于现行语文教材中选人的文言文范文与民国时期大体相同，所以，本书选文以语体文为主，不再收
入古代文言文，只酌情收入少许近现代作家所写的文言名篇。
另外，为了更全面地体现民国的时代精神，本书还特别收入几篇虽未选人当时的知名教材版本，但却
影响深远，很值得国民一读的传世文章。
    本书所选文章皆出自大家之手，内容博雅、文字清通，适合随时翻阅，细细品读，编者还精心为每
篇文章加上了题解和延伸阅读，提升阅读趣味，以利读者快速掌握文章要旨。
    “语文”者，与其说是学校的一个课目，不如说是国家语言文字之典范也。
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语言文字的教育，也必不可少要起到培养公民观念、教化国民道德的作用。
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课本式语文书，而是一部更广意义上的“国民语文”。
因为选文经典恰当，体现民国时期本国语文之典范，展示出清新自在的“民国风范”，所以，本书除
了是青年学子的公民语文素养经典读本，也是大众自我通识教育的一本好书。
    阅读此书，在窥见别样语文、感受民国范儿的同时，若读者还因此产生深入了解民国人文历史的愿
望，编者将荣幸之至。
由于编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纰漏，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再版时改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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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所有教育科目里，语文是最基础的必修科目，起到培养基础语言文字能力和熏陶国民人文精神的作
用。
语文一科民国时期称为“国文”，当时的国文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撰，由于百家争鸣、竞争激烈，出
版者不得不精心编写，不少大学者也都加入到编写教科书的事业中来，所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教科书
版本。

《民国语文》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从中选出当下语文教材较少收入，但又影响深远、富有
现实意义的经典文章，分为《公民》、《新知》、《文学》三个部分。
所选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的典范传世作品，如胡适、鲁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梁
实秋、林语堂、费孝通、任鸿隽、朱自清、张恨水等等，完美呈现了现代汉语之美。

如此大师云集、难得一见的国文盛宴之书，不仅是大中学生极佳的课外语文读物，对于大众读者来说
，更是自我通识教育的典范读本，值得开卷细读。

近年来文化界兴起一股民国热，有心的读者亦可在书中鸟瞰“民国风范”，窥见民国文化思想的一个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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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题解    五四运动以后，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彻底改造中国社会
的观点日益高涨。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
。
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
这篇文章掀起了学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
这场论争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之题。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
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
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
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什么教训呢？
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
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
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
”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
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
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
这是“主义”的原起。
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
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语文>>

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
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
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
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
来骗人。
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
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
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
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
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
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尢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
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
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
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
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
考察情形。
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
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
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
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
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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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
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
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
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
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
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民国八年七月。
    阅读延伸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P107-109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语文>>

编辑推荐

名家泰斗的经典国文课，读之可塑造国民精神，发现汉语之美。
民国老课文的中学版，是大、中学生及青年读者的自我提升的必读书。
了解民国文化思想的一面镜子，集最富含国民精神的经典文章于一书。
    胡适、鲁迅、梁启超等编著的《民国语文》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从中选出当下语文教材
较少收入，但又影响深远、富有现实意义的经典文章，分为《公民》、《《新知》、文学》三个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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