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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近日，一本出
版于上世纪 3 0 年
代的《开明国语课
本》受到了广泛关
注。出版社重印卖
断货，家长学者持
续热捧，媒体引发
热议。

这本由叶圣陶
编写，丰子恺插画
的语文课本在时隔
7 0 多年后重新走
进公众的视野，它
勾起的不仅是人们
对那个久远年代的
回忆，还有对语文
学习最本真的一种
期待。

藏书楼里

翻出的旧课本

引起社会关注的这本《开
明国语课本》最早出版于 1932
年。5 年前，它作为“上海图书
馆馆藏拂尘”系列图书由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
赵炬回忆，最早发现这本老课
本是在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
里，与之同时发现的还有 1917
版《商务国语教科书》和 1930
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这
三套共 6 本书作为“老课本”被
收录进了馆藏拂尘书目中，每
本书各印了 8000 本。

在这三套书中，当数叶圣
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
语课本》最为著名，这套书在
1949 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
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
学教科书”。当时教育部的批语
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
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
新例，是为特色。”
“我们看到这本书时也被吸

引了。”赵炬说，在当时选择哪些
教材进入“老课本”时，参与编辑
的同事们曾有过不少争论，这套
书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内容上都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课本篇
目简单，虽然话不多，却朗朗上

口贴近生活，加上丰子恺的配
图，构成了一幅幅意象优美的儿
童田园诗。

由于课本使用的是繁体
字，为便于现在的孩子理解，再
版时，除了将原来课本用影印
方式呈现外，每篇课文都在下
面用简体字做了对照。

卖得很火

以至脱销

老课本出版后，很长一段
时间的销售都处于不瘟不火的
状态。直到2008年，销售突然呈
现上扬的趋势，其中更以《开明
国语课本》销量最火，终于在去
年脱销。

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明海

介绍，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
情况。后来，来自全国各地要求
订购《开明国语课本》的电话越
来越多，以江浙沪地区最多，也
有安徽、东北等地的一些书店
和学校。有的学校甚至提出一
次订购几百本。近期，随着这本
书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增订
的电话更多了，发行部对外公
布的3个电话号码每天都能接
到几十个全国各地的求购电
话。
“这是我们完全没想到

的。”赵炬社长表示，考虑到市
场需求，出版社已决定近期再
加印《开明国语课本》（上、下）
5000 册。

面对如此旺盛的市场需
求，为何只印 5000 册？对于这
一颇为保守的印数，赵炬说出
了他的考虑：老课本毕竟不是
学生们当下使用的教辅教材，
不具备普及性，它只能作为一
种课外阅读的补充，并不是人
人必备的读物。

在他看来，开明版课本的
“火”一方面与当下热议的教改
有关，公众对现有语文教材的
诸多不满，让这本 70 多年前的
老书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还有
个原因就是逐渐兴起的国学
热”，书中关于中国传统礼仪的
教育也是现在的少儿读物中缺
失的，而这些问题并非一本老
课本所能解决的。

本版稿件据《京华时报》

格各方反应

专家：

小学语文

应增加国学比重

“中国孩子的教材中关于国学
的内容太少。”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
李林林毫不客气地指出。据他介绍，
学者们曾对中、日、韩三国小学语文
教材进行对比，最后发现，日本、韩
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
容比中国教材多出2—3倍，中国小
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是三
个国家中最少的。

李林林认为，应在小学语文教
材中增加国学的比重，对孩子的启
蒙教育可以不必从高深的理论入
手，可选择孩子易于接受的形式，
注重日常习惯培养。

老师：

学生一读便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
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海师
大第一附属小学作为课外读本。
“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
诵。”一位老师举出佐证，如《绿衣
邮差上门来》一文：“薄薄几张纸，
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
事说得清。”简短的几句话，充满
童趣，也让孩子们对信的认识变
得鲜活起来。

家长：

给孩子做国学启蒙

一位家长经常在睡前给孩子朗
读课本里的内容，在她看来，里面的
内容非常好。有些文章看后引人一
笑，又不失儿童的天真。丰子恺先生
的配图，形象又生动，讲解内容时配
上图，儿童非常容易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