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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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五四&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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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p;&hell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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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民国老课本&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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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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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语文教育提供了另一种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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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国语读本从切合儿童生活出发，选取文学化、儿童化的作品，使儿童扩充想象，启发
思想，涵养情感，掌握广泛的知识，养成阅读的兴趣和文学的趣味，继而形成国文写作的能力。

　　本套《国语老读本》系列是从种类繁多的民国国语读本中，挑选精品课文汇编而成。
在内容上，前半部分注重选取儿童常见的生活题材，便于理解吸收；后半部分注重从文学、历史、地
理和常识等角度选取题材，视野更加开阔。

　　体裁方面包含了以儿歌、谜语、民歌、故事诗等为主的韵文，以及以童话、寓言、传记、游记、
剧本等为主的散文两大类，依照儿童的生活环境和知识程度，循序渐进。
课文语言活泼生动，简洁明了，很多课文符合儿童口吻，方便吟诵表演。

　　在对国语读本重新进行编辑处理时，保留了原书中的手写体和印刻体两种版面字体、一课一图的
风貌，并做了简体对照和生字注音释义等工作，更方便当下的小学生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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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赴日深造。
1921年进入中华书局，任中小学教科书编辑。
建国后，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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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小学生的教材和课外阅读书籍，都是当时最好的编辑和学者编纂。
这套国语老读本，是从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知名出版机构为小学生编写的经
典国语读本中精选出来，精心编成。
课文内容包罗万象，视野广阔，充满了启蒙时代的质朴气息。
　  以《开明国语课本》《世界第一种国语读本》为代表，民国时期各个知名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
国语读本，相当于今天的课外阅读。
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成为时尚，白话文教科书畅销一时，地位迅速得到确立，成为国民启蒙教育的
重要基础。
　  当时的国语读本作为国文课的辅助读物，在编排上力求突出自己的主张和宗旨，以切合儿童心理
、丰富儿童生活为先，充满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其内容涵盖了爱国教育、修身、文艺、历史、地理、自然、卫生、新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非常全面
地为儿童提供启蒙教育的养料。
这些丰富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不仅没有随着历史变迁而落伍，反而更加突出了人本主义的立场，显
得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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