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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开始实行西式教育，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发觞。
从最初以文言为书面语的国文，到以白话为书面语的国语，再到当代的语文，经过一百多年发展，语
文教育始终都处在一个主导学科的地位。
围绕着语文教育展开的讨论和争议，从未休止过。
 语文教科书也是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望过去一百年来的语文出版史，2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无法绕越的重要时期。
从1904年起，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的、以学制划分的国文课本《最新（初等小学
）国文教科书》。
此后，这种以文言书面语为主体的国文教科书风行了十几年。
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陆续编纂出版了几十种国文课本。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甚嚣尘上。
1920年，当时的民国政府颁布推行国语教学。
此后，国文与国语两种教科书平行并存了十余年。
直至20世纪30年代，国语教科书完全取代国文教科书，并且出现了像《新法修身教科书》《开明国语
课本》等以白话文为主的辅助教科书、课外读物，白话文运动在此可以说取得了完胜。
总之，整个民国时期的国文、国语课本达到了四百多种，涉及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
四个阶段，可谓语文出版的繁盛时期。
应该给孩子编写什么样的语文读物？
怎样让孩子学好语文？
他们学习语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当下的家长、老师和学校。
而早在民国时期，诸如朱自清、罗庸、吕叔湘、朱光潜、林汉达、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等国学大
师，早已对此展开过讨论和评述。
各种思潮与主张，都具体地呈现在当时趣向各异的教科书中。
那是一个大师致力编写教科书的年代，张元济、高凤谦、陆费逵、沈颐、蒋维乔、戴克敦、方钧、庄
俞、叶圣陶、吕伯攸、朱文叔、王云五、沈圻、秦同培、吴研因、范源廉、李步青、胡贞惠、沈百英
⋯⋯这一长串耀目的名单，几乎涵盖了现代教育史和出版史上所有举足轻重的文人、学者。
他们将传统国学与现代教育完美地结合起来，编写的语文课本注重从儿童心理出发，以掌握习字、扩
充知识、涵养情操、养成阅读趣味、扎实写作能力等为宗旨，不好高骛远，切实考虑儿童的需要。
在这样的编纂氛围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教科书，树立起当时教科书出版的新标杆。
与当下为了应试而进行的语文教育相比，那个时期的语文课，给我们带来的是全然不同的感受。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日常的语言习惯被直接植入书写，文字还带着刚刚来自生活的余温，与读者
自然亲密。
（即使早期的国文课本使用文言，也非常直白浅易，易于学习掌握。
）在内容上，传统的日常生活规范、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新知识、动荡时局下的强烈爱国热情、新
式学校与教育的新鲜内容，等等，都融入到语文教学的范畴中，大有要在一夜之间将民众改造成新国
民之势。
在形式上，课文中大量精美的石印或木刻插图，均出自名家之手，与典雅的手写书法浑然交融，版面
亲切美观，非常符合儿童的学习特点。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曾讲过，母语学习应将儿童投入到语言的海洋里去游泳，任何讲解都不能代替
学生自己的学习，语感应该在语文的使用中培养。
如果说语文学习首要的目的在于让儿童领悟母语的美好、领会母语的运用，那么民国时期的优秀语文
教科书，可以说完美契合了叶斯柏森的观点。
“民国老课本”系列的出版，再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语文教育的风貌，也为当下语文课本和语文教育
提供了另一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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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我们收集了民国时期百余种版本的语文课本，将原书精美的手写书法和石印、木
刻插图以彩色图片形式予以保留，以当下的阅读习惯和学习方法进行了整理，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民
国语文教育的面貌，同时又兼备切实的学习价值。
比如，《国文老课本》（全四辑）是基于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修身
老课本》（全两辑）是基于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修身教科书》。
这两套书是首次将民国课本以全本的形式出版。
此外，我们搜集了以《开明国语课本》《世界第一种国语读本》《小学国语读本》等为代表的数十种
国语读本，精选出其中最优秀的篇章，汇编成《国语老读本》（全三辑）。
在编排上依照儿童认知特点，从易到难，循序渐进。
《民国老课文》（全三辑）是从民国时期出版的百余种国文教科书、修身教科书和国语教科书中萃取
经典课文汇编而成。
课文篇目来源以国文教科书和修身教科书为主，另有一部分来自国语教科书，是以精选的形式来反映
民国所有的小学教科书、课外读物的总面貌，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主要提供了简体对照，对文中的生字加以注音、释义，以及对国文课文进行了现
代汉语翻译，对与现代更新后的语言习惯和知识有所出入的地方加以注释，更方便现在的小学生阅读
。
我们重新对民国课本进行整理出版，不仅能让当下的读者领略百年前的初级教育，也为儿童打开了另
一扇通往传统国学和汉语修养的大门。
如果借助这套书，能对当下的语文教育产生一定的启发，使小学初级语文教育更自然健康、朴素纯净
，激发儿童对汉语和国学的热爱，启迪他们的灵性和心智，那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当然，我们的编辑水准无法与民国时期众编辑学者们看齐，编辑整理过程中难免会有失当之处，在此
恳请读者不吝指正和体谅。
白驹过隙，匆匆百年。
我们依然相信，最美的，往往是最古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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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初版于1912年的这套国文课本，立意高远，语言生动，内容精粹凝练，反映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
变时期语文教学的朴实风貌。
课文中的插图精美雅致，贴近生活，与文字相得益彰，非常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和心理特点。
　　在内容的选取上，涵盖道德、自然、地理、历史等学科知识，涉及书信、日记、收条、请假条、
票据、账簿、演讲稿等实用文体。
不骛远，注重趣味和常识，着眼于立身、处世及独立自主能力的培养。
课文中的生字多少、字句长短、笔画繁简、意义深浅，均依照学年制循序渐进；甚至所述花草景物，
也根据就读学期的时间顺序排列，便于让学生随时观察学习。
　　本套《国文老课本》经过重新整理编辑，既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原书手写
体、一课一图的风貌和全部内容，还附有生字词的注音释义、简体对照和现代汉语译文，力求让学生
领略汉字和国学的传统底蕴，感受百年传承的务实教育，学习根植于民族血脉中的知识和胸怀，堪称
一部佳美的课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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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俞（1876—1940），中国近代出版家、教育家。
江苏武进人。
早年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后由蒋维乔介绍入商务印书馆，在商务供职三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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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与黄炎培等提倡实用主义教育。
著有《我一游记》《应用联语杂编》等。
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
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1902年，张元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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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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文老课本(套装全4辑)》：最美的，往往是最古老的东西。
100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是民国时期最受欢迎、也最为成熟的国文课本，孕
育一代精英；十余年间共发行了2500多版，8000多万册。
1912年，为顺应民国建立后新的教育潮流，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由近代杰出
的出版家、教育家庄俞，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的沈颐共同编纂，校订者则是商务印书馆
的两位灵魂人物高凤谦和张元济。
这套教科书承前启后，出自名家名社，堪称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经典之作。
那是一个教育大师辈出，且积极投身于教科书编写的时代。
这套国文教科书出版后受到热烈追捧，获得当时教育部承认审定。
课本从1912年启用，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发行量超过了8000万册，启蒙滋养了几代人，在他们中间
，涌现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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