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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改革，传统文化进校园

社会上一直有让传统文化走进
学生课堂的呼吁，一些教育机构推
出的读经班、私塾班也已流行了很
多年。今年 4 月，教育部颁布《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鼓励大中小学积极探索推进国学经
典教育。这一文件的发布，扫清了传
统文化进校园的障碍。

实际上，在教育部发文之前，国
内已经有多所学校探索传统文化教
育，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情况下，很多
学校将视线投向了海峡对岸的台
湾。在台湾，国学教育是一个学生学
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台湾著
名出版人林载爵便曾回忆，“小学四
年级开始每个礼拜都有书法课。你
必须自己带着毛笔、砚台，练习写
字。书法老师在写得不错的地方会
用红色的笔画圆圈。这是非常传统
的、严格的书法教育。到念中学时，
我们必须读《论语》、《孟子》，那是国
文课本里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在台湾影响深

远，经过多次修订后一直使用至今。
台湾知名学者、台湾国学教材总审
定董金裕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
说，为了让教材更好地被学生接受，
他们把中学老师请进编辑团队。编
辑团队非常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
生活相结合，他们追求故事的生活
化，除了讲古今名人的事例，还筛选
出生活中的好人好事，“让孩子们知
道 ,将来不一定非要成为大人物 ,但
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008 年，新华出版社引进了这
套国学教材，并以《国学基本教材》
为名出版，这也是大陆首度引进台
湾国学教材。5 年后，中华书局在台
湾国学教材的基础上，邀请国内专
家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并结合大陆
教学的实际情况对一些事例进行了
改写，出版了《中华文化基础教材》，
作为高中生的国学实验教材。今年
上海书展期间，《中华文化基础教
材》（初中版）和《中华文化基础教
材》（小学版）也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并走进学生课堂。
在前不久闭幕的亚洲教育论坛

年会上，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透
露，该社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将
做出改变，新修订的初中语文教材
已送教育部审批，如果获得通过，这
批教材将于明年 9 月开学进入学校
课堂。据了解，新教材增加了国学经
典的内容，将课文中古诗文所占比
重 由 过 去 的 2 5 ％ 左 右 提 高 至
35％，让学生们接触到更多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在此背景下，很多出版社瞄准
儿童国学经典读物市场。在今年的
书博会上，新星出版社推出了《澄衷
蒙学堂字课图说》，这套书在很长时
间内一直是学生的开蒙读物。北师
大出版社推出的育灵童小学国学经
典教材系列也在最近出了最新修订
版，这套面向儿童的国学经典读物
收入了《论语》、《孟子》、《诗经》、唐
诗宋词等经典，既标注了拼音，还配
有名家朗诵 CD。

白话版国学读物，让经典走进大众

悦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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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越来越受欢迎之后
——— 国学热背后的出版动向

孔夫子越来越受欢迎了。
书店里，各种和《论语》有关的国学读物占据了很大的一角；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

进读经堂国学馆，摇头晃脑地一遍遍背诵“子曰”。
这是一个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时代，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热捧，一波又一波地延续和

助推着国学的热度。在出版界，经历过国学书籍出版的虚热之后，那些在大浪淘沙后剩下的经典，
逐渐显示出价值。很多出版社把目光投向以前，推出大师写的“小书”，当然，来自海峡对岸台湾的
传统文化书籍，因其通俗与权威，在时隔多年之后，也引起了大陆同胞的共鸣。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
颐曾说，传统文化图书现在难免出
现泥沙俱下的情况，但被读者记住
的，始终是那些既忠于史实，又写得
通俗、生动的图书。这其中，一些大
学问家写就的“大家小书”越发受到
推崇。

2009 年，中华书局曾推出“跟
大师学国学”丛书，所选的书籍都是
大师所著、经过历史检验的书籍，有
的是当年的中学读本，有的是根据
大师的讲稿整理，包括王国维的《人
间词话》、章太炎的《国学概论》、朱
自清的《经典常谈》、闻一多的《唐诗
杂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

在台湾，一直有将国学经典通
俗化后出版的传统。1967 年，商务
印书馆董事长王云五先生号召诸
多学养深厚的专家，进行古籍注
译，陆续出版了《论语》、《孟子》等
古籍的今注今译本，如今这套丛书
已经被新世界出版社引入大陆出
版。需要指出的是，王云五先生主

政商务印书馆期间，曾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推出过数量浩大的国学基本
丛书。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为了让普通
读者更好地理解《史记》，著名学者
台静农联合台湾 14 所院校的 60 位
教授，花了两年时间，将《史记》130

卷全部以白话文译出，总计 160 万
言。这 60 位教授要么是《史记》研究
专家，要么国学功底深厚。作为史学
经典，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历史
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但对普通读者
来说，因其是文言文写就，没有相当
学力的人是无法读通的。因此，白话
语译本就是《史记》普及化所绕不过
去的工作。

“今后要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
属于少数学人的知识，古书今译是
最为切要的。或有人以为这样会失
去原文的意味，其实不然，只要是认
真的译文，不会有‘嚼饭与人’之感
的。”台静农在书的序言里说，为了
让现代人更好地理解古书，古书今

译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后来，台
湾学者黄锦鋐又联合 27 位教授翻
译了《资治通鉴》，在翻译成白话时，
他们本着不以“现代眼光”解古人，
不平添枝叶，不擅作发挥，以拙驭
巧，让读者读到“干干净净的《资治
通鉴》”。

去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从台
湾引进了《中国历代经典宝库》。这
套书首次出版于 1981 年，已经在台
风靡 30 余年，是非常受欢迎的传
统文化大众读本。《中国历代经典
宝库》出版的初衷是为青年学生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但很快成为台湾
的畅销读物，被认为是“国民文化
教育范本”。《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是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
藏里整理编撰而成。编写者 50 余
名，都是台湾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以白话文对历史经典的形式，讲解
中国文化的真谛，既通俗又有趣，据
说，只要具有中学程度以上的人便
可阅读。

本报记者 吉祥

近些年来，国学经典著作在书展上唱主角

国学读物上一次在各大书展上
唱主角还是 2007 年。那一年，从《百
家讲坛》走出的易中天和于丹，凭借
学术“超男”、“超女”之名，成为各大
书展的宠儿。在出版界，易中天的

《品三国》和于丹讲《论语》更是创造
了“现象级”的销售奇迹。易中天的

《品三国（下）》首印 70 万册，于丹前
脚在“百家讲坛”开讲《庄子》，后脚
她的书稿就被出版社签下版权，而
且首印 100 万册。在跟风效应下，众
多出版社相继进军国学经典市场，
希望分得一杯羹，从而使得解读传
统文化经典的书籍一时成为出版热
潮。时事出版社一下子出版了何新
的《尚书新解·大政宪典》、《易经新
解·天行健》、《论语新解·思与行》等
15 种书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则请

来了台湾学者傅佩荣，他的《傅佩荣
＜庄子＞心得》、《傅佩荣＜论语＞
心得》等书陆续在大陆问世。

时隔 7 年，百家讲坛尽管已不
复当年造星的态势，但社会对国学
的热情依然不减。在优秀传统文化
的价值日益得到官方和民间重视的
今天，出版界的“国学热”也就顺理
成章了。今年第 24 届书博会的主题
便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多家出
版社主打“国学”牌，其中尤以我省推
出的一系列国学读物最受关注，《孔
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这两本书
都出了最新版。上述两本书受关注，
与习近平主席的推荐不无关系。去年
年底，习近平在曲阜孔府考察时，翻
着《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说：

“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此后，习

近平又在多个场合提到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性。领导人对传统文
化书籍的兴趣，也影响了民间的阅
读。以我省出版社为例，近年来问世
的《中国儒哲十大名著》、《孔子这样
说》在书博会上亮相后，都受到了出
版界和读者的好评。

在随后的上海书展和北京国际
图书节上，传统文化专场讲座继续保
持着吸引力，而传统文化的书籍出版
则持续着旺盛的势头。在上海书展
上，中华书局推出《读经二十年》，该
书作者王财贵教授近 20 年来一直致
力于推广读经教育；三联书店推出了
著名作家王蒙的新作《与庄共舞：人
生的自救之道》和李零的《我们的经
典》，此外还有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国学百家讲坛·兵家分卷》等。

【相关阅读】

《白话史记》
台湾六十教授 合译
新世界出版社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龚鹏程 詹宏志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孔子家语通解》
杨朝明 宋立林 主编
齐鲁书社

《诗经今注今译》
王云五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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