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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老课文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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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民国老课文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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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老课本:民国老课文(第3辑)(小学初级学生用)(彩色插图本)(典藏版)》是从开明书店、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众多经典版本的国文教科书、国语教科书以及修身教科书中，选取经典课
文荟萃而成。精选的课文篇目以国文（文言文）和修身课文为主，兼有一部分国语（白话文）课文，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理进行编排，以切合儿童认知心理。其内容涵盖了修身、游戏、历史、地理、政治
、自然、实业、人事、国民知识、世界知识以及日常应用之事，力求做到丰富开阔，为儿童将来的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本重新整理编辑的《民国老课本:民国老课文(第3辑)(小学初级学生用)(彩色插图本)(典藏版)》，既
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手写书法、精美木刻版画插图的风格，还附有简体对照版和现代白话文翻译，
对生字生词，以今天的习惯进行了注音和释义，力求让学生从中领略汉字和国学的传统底蕴，感受百
年传承的务实教育，学习根植在民族血脉中的知识和胸怀，堪称目前最佳的课外读物。
《民国老课本:民国老课文(第3辑)(小学初级学生用)(彩色插图本)(典藏版)》由戴克敦等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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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克敦（1872-1925），字懋哉，浙江杭州人，前清秀才。曾任杭州求是书院教席，就职于商务印书馆
，任国文部编辑。1912年，与陆费逵共同创立中华书局。历任书局董事、事务所所长，1916年，任编
辑长。主持编写了大量教科书。
沈颐，生卒年不详，清末民初人，与陆费逵等一起创立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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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凤谦（1869—1936） 号梦旦，福建长乐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1893年任浙江大学总教习。1894
年赴日任留学监督。回国后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长、编译所所长、出版社长、复旦公学监督等
职。译有《日本法规大全》，编有《辞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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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课  松蕈
第二课  西瓜
第三课  豆
第四课  种菜
第五课  采茶歌
第六课  樟
第七课  麻
第八课  珊瑚
第九课  鸟
第十课  虫
第十一课  兽
第十二课  家禽
第十三课  兔之友
第十四课  瓷器
第十五课  文字
第十六课  火柴
第十七课  镜
第十八课  幼稚园
第十九课  扎花竞走
第二十课  游戏历（一）
第二十一课  游戏历（二）
第二十二课  戒迟缓
第二十三课  娣姒
第二十四课  兄弟
第二十五课  去伪
第二十六课  慎言
第二十七课  尧舜
第二十八课  禹治水
第二十九课  守信
第三十课  知耻
第三十一课  赵武灵王
第三十二课  漂母
第三十三课  汉高祖
第三十四课  汉武帝
第三十五课  爱众
第三十六课  昆阳之战
第三十七课  尚义
第三十八课  规过
第三十九课  木屑竹头
第四十课  唐太宗
第四十一课  张巡
第四十二课  公益
第四十三课  梁夫人
第四十四课  元代之强盛
第四十五课  宽厚
第四十六课  戒妄取
第四十七课  明马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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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课  鸦片之役
第四十九课  坚忍
第五十课  画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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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参与过小学国文或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如戴克敦、张元济、高
凤谦、蒋维乔、沈颐、陆费逵、庄俞、庄适、王云五、秦同培、沈圻、吴研因、刘传厚、范源廉、吕
思勉、李步青、胡贞惠、沈百英等等。这一个个响亮亮的人物，奉行&ldquo;读书、为文、笃行、立
志&rdquo;的为人处世标准，用他们的启蒙思想，培育出了民国风云时期的一代精英，影响非常之大。
　  民国时期的国文课本，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动下，经历了从国文到国语的转变，最后积淀而
成的智慧结晶。这一时期出版的小学国文教科书和国语教科书（包含修身教科书）多达几十甚至上百
种，其宗旨是学习运用日常的语言习惯进行书写，同时涵养品格、德性的教育，启发想象、思想，培
养读书趣味，从而建立进一步学习的良好基础。　  这套《民国老课文》，是从开明书店、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等知名出版机构出版的语文教科书中精选出来，精心编写而成。它真实再现了中国近代
语文教育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启蒙时期中国教育的风貌，既有收藏价值，也
有实用价值。　  我们相信，秉承着民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精神，这套书对中国如今的小学生们，
一定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是一本能使小学生人格与品性健康成长，不可多得的课外读物与精神食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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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藏收用的，闲时看看，涤荡心灵
2、给孩子开拓视野，也给我们这些现代的人了解当时的教育状态。认识民国，识读繁体字的好途径
。值得收藏。
3、这本书很好，妹妹很喜欢
4、作为收藏的，比现在的课文简单多了
5、旧社会的教材，比现在的要真诚，要实用。
6、印刷很好，编辑质量比现在的课本耐看，言简意赅，说返璞归真很贴切。这方面应该向过去的文
学巨匠们学习，现在掌握中国文化本色的人越来越少，功利思想太严重，政府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7、为人父母不容易，多给孩子看看这样的书
8、写作清新自然
9、小学中低年级孩子父母可以买来给孩子一阅，家长亦可一读，看看培养出无数文学大师级年代的
课本，也许会有所启发。
10、第二次购买了，上一次买的是第二辑，书的质量也很好，印刷和字体也适合孩子读，内容由浅到
深，好书，给好评。
11、好书！看看优质课文，最近学习繁体字，非常喜欢。
12、图文并茂，很有味道的书，收了一个大全套。
13、看了几页，那时的孩子真幸福，能读到那么真诚的东西
14、《民国老课本》系列不像当前学校课本那样，为了灌输知识，应付考试，而是从社会对于教育的
要求出发，切合实际生活而编写的，真正体现出人文性。
15、书的质量不错，很怀旧的感觉
16、送人的，挺好的。非常适合学龄儿童。
17、民国老课文 第三辑（精选民国时期由最好的编辑与学者编纂的经典课文，完美呈现从国文到国语
的转变过程。)
18、民国老课文，一共三辑，我最先看到的是这一辑，吸引我的是里面的第二篇文章，对于西瓜的种
植、收获和食用的描写。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啦，对于一个一直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讲，花鸟鱼虫，
五谷杂粮，山川大河只是在电子设备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场景，被单反相机处理了一次又一次的图片，
在小说里被书写的文字，而这本民国老课本，却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生动真实的描写了这些有趣的
生命。真心推荐这套书，让我们一起重新深入的看待这个世界和生活吧！
19、长篇的主要涉及历史道德公论部分自然常识。
20、好！值得一看！.
21、物流不错，可是送货师傅态度也太⋯⋯哎，还是给5星吧
22、南北美洲，以地峡相连，其最狭处，曰巴拿马，介于太平大西两洋之间。民国纪元前八年，美人
筹集巨资，就此开运河------。了了数语，便将地点、地形、地名、位置、事由交代的一清二楚。
23、偶数页是繁体字，估计是原文吧。不过对现在的孩子而言，似乎吸引力不大，大人看着倒还很有
怀旧的情节。
24、这本书我是在新华书店看到的，当时就爱不释手了。强压住冲动，用手机拍了照片回家在当当网
上找到这本书，赶紧下单买回来。这本书好在是古文与白话文的过渡阶段，读起来简单易懂，上小学
五年级的女儿读起来也不会觉得生僻。而且那仿古的书页印刷，给人带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孩子
读这样的书，为将学古文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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