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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采风》 版是业界人士的一
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

“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
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
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
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嫣然思语

书斋，个人藏书的地方。基于此，
书斋就具有高度的个体性（独享性）和
私密性。许多人把书斋视之为“禁
地”，排斥他人的进入，尤其是排斥那
些不识书、不懂得爱惜书的人的进入。
这是可以理解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亦
是应该的。若然如此，书斋的生命
力，就难免大打折扣了。所以说，一
位真正的读书人，他在拥有自己的书
斋的同时，也会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书
斋的生命力。

书斋的基本功用有二：一是藏书；
二是读书。就藏书而言，书斋的生命
力，不仅仅在于“藏”，还在于其“流
动性”，我们常说“流水不腐，户枢不
蠹”，此一道理，也适用于书斋。

“流动性”之一，在于书斋必得不
断有新书进入。社会在进步，知识在不
断更新，只有不断进入新书，一个书斋
才能不断有“活水”涌入，也才能彰显
出更大的生命力。这一点，作家、画
家、读书人叶灵凤先生有着深刻的体
悟。他在《我的书斋生活》一文中，就
如此说道：“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
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有新书进来滋
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
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

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经常用新
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就是我
的写作生命。”这是一位真读书人的切
身体验，也是经验之谈。

“流动性”之二，则在于交流。一
位读书人，纵使自己的书斋中藏书再
丰，相对于汪洋般的图书，亦仅是沧海
之一粟，故同他人适当、适度地交流，
自是当然的，亦是必须的。谈及读书、
做学问，叶灵凤先生还有一段很有个性
的话语，他说：“我读书就是这么随兴
之所至，钻研一个问题，尽可能地将
有关资料集中在一起看个痛快；兴致
一过，便又束之高阁，再去涉猎别的
课题。”这段话，实则提供了一个做学
问的方法，那就是“课题阅读”“读研
结合”。通读叶灵凤先生的 《读书随
笔》，你就会发现，在同一本文集中，
通常会有连续多篇文章写作某一件事

或者某一个人，这也正是其“读研结
合”的成果。

那么，“尽可能地将有关资料集中
在一起”，是如何做到的呢？读《叶灵
凤日记》可知，资料通常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自己的书斋藏书；二是图书馆
借阅；三就是与同好者进行藏书“交
流”——而且，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此，即可以看出，叶灵凤先生之
所以取得那么多写作成果，特别是专题
性的写作成果，他的书斋藏书，和藏书
交流，其作用可谓大矣。

使“书斋的生命”彰显出更大的活
力，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读”，若
是一位写作者，则更在于“读与写”的
结合。

事实上，许多学有所长的读书人，
已然用自己的读书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叶灵凤先生的“读研结合”，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证。再如，韦力先生，藏
书甚丰，特别是古典书籍。基于此，他
就对版本学、目录学、古书题跋、藏书
楼等方面卓有研究；其研究成果，亦是
丰富极了，先后出版了 《古书收藏》
《批注本》《书楼寻踪》《芷兰斋书跋初
集》《芷兰斋书跋续集》《中国古籍拍
卖评述》等书，可谓成就辉煌矣。再
如谢其章先生。谢先生的书斋藏书是
专题性的，主要收藏上世纪的民国旧杂
志。他“藏”而“读”，“读”而“写”，先后
有《创刊号风景》《老期刊收藏》《封面
秀》《漫话漫画》等20多本书问世。成
就之斐然，昭昭矣。这些人，都是“藏”
而“读”，“读”而“写”的佼佼者，类之者，
还大有人在焉。

只“藏”不“读”，所“藏”之
书，就成为“死书”；“藏”而“读”，
书斋藏书，就成为书斋主人的能量、
涵养；“读”而又“写”，书斋藏书，
就成为一种创造，甚至创新，其功，
莫大焉。

因之，可以这样说，书斋的生命，
在于“藏”，在于“读”，在于“写”，
更在于三者与书斋主人的生活、生命
融为一体。如此，方彰显出最大的生
命力。

书斋的生命
□路来森

古栈道遗留在现代的时空里
红男绿女穿着现代鞋履
兴高采烈地登在古栈道上
山是千年的，还留着汉唐的痕迹
还留着各种传说供人瞻仰
没有古远和寂静
有的只是说笑
现代喧嚣在激荡
仰首，崖壁插向天空
低首，谷底深不可测
我想着古人攀登的情形
没有护栏和规整的石阶
他们一步一步
踩出了这条古栈道
突然我的眼里没有了红男绿女
只有长衫布履
跋涉在荒山野岭

古栈道
□崔志强

从酷暑到凉爽
从青涩到成熟
一个夏秋相握的日子
在八月里生动
八月是心灵手巧的工匠
精雕细琢着万物的模样
谷子弯腰
高粱抽穗
葫芦满架
果实上色
一切的一切
都出落成季节里
最优美的姿势
八月
有秋蝉鸣唱
那是对夏的留恋
和对秋的向往
知了声声
喧嚣的残韵
悠远了季节的时光
八月
有雨拉开秋的帷幕
赶跑了酷暑
酿造了凉意
被秋雨洗过的八月
天空一片瓦蓝
白云如丝
轻灵得让人心疼
飞鸟盘旋
优雅得叫人心醉
八月
从夏日的璀璨里脱颖而出
拥抱着秋日的靓丽
出落成季节里一幅
精美的水墨丹青

八月
□魏益君

荷塘边的柳树
远看像手掌
清风阵阵
吹送蝉歌悠扬
以及荷花芬芳
款款飞舞的蜻蜓
和觅食静立的水鸟
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
怎么都不肯离开
这阳光下的荷塘
绿树掩映的乡村道路
被稻浪和蛙鸣包围住
径直通向了不远处的村庄
劳作的农人稍作休憩时
目光仿佛是一尾尾游鱼
在荷塘翠绿的水面
惊起了阵阵涟漪——
令荷花姑娘们不胜娇羞
在荷叶翠盖轻轻摇曳的掩护下
争相在卸下，却怎么都卸不完的
风姿绰约的馨香和粉红色的相思
随着暮色渐浓，影影绰绰的暮色
不想竟悄悄发酵与氤氲出了
这一池前所未有的
宛如梦境般神奇与酣畅淋漓的
绮丽的晚霞倒影和灿烂星光……

夏日荷塘
□周家海

毛泽东同志一生唯一一次为课本作
序，是 1942 年 1 月 17 日为凯丰、徐特
立、范文澜主编的《中级国文选》所写的

《文化课本序》，亦即1946 年由 《中级国
文选》改名为《文化课本》的序言。这篇
序言短小精悍，立意高远，观点精辟，深
入浅出，可谓序言类的范本。在毛泽东同
志诞辰130周年之际，重读这篇序言，仍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笔者主要就
先后刊载这篇序言的 《中级国文选》 及

《文化课本》版本演变情况做些考述。

《文化课本序》产生的历史
背景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
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重要报告
以后，在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干部学习的高
潮，也成为整风运动的先声。“但课本问
题迟迟没有解决”（毛泽东 《文化课本
序》），成为影响干部学习和提高文化基
础的一个重要障碍。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
凯丰、徐特立便将编写文化课本的任务，
交给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
室主任范文澜。范文澜在完成《中国通史
简编》 之后，与叶蠖生、齐燕铭、金灿
然、刘亚生共同编写了 《中级国文选》，
主要是供认识一两千字的干部自修或作教
材之用。该文选第一、二册于 1942 年年
初编成后，由凯丰、徐特立审订，并请
毛泽东同志作序。于是，毛泽东便于
1942 年 1 月 17 日，欣然为这本书写下了

《文化课本序》一文。
毛泽东在文中强调：“一个革命干

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
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
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
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
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
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
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
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
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指
出，革命形势大发展需要“大批聪明忠实”
而又有“文化基础的干部”，也就需要尽快

“解决文化基础问题”，尤其是“课本问
题”。“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
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
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
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
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
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
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首次发布《文化课本序》的
《中级国文选》的出版情况

1942 年 3 月，《中级国文选》 第一、
二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第一版。
同年11月，作了修订再版。这两个版本
的第一册在“目次”前，均登载了毛泽东

《文化课本序》。其中第一册署名“凯丰、
徐特立、范文澜等编”，共计 48 课，即
旗、简短的故事、海上的日出、到雅尔
塔、叶家的孩子、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孙
中山的少年时代、手和脑、人类的发明和
生物的技能、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
关系、电影院和疯人院、安泰的死、关于
播种工作的谈话、荒芜了的花园、细菌、
植物和动物的分野、农谚、一月二八日
夜、平型关的胜利、顶好和顶坏的菜、喝
干海水、两个铁球同时着了地、揭开了天
空的秘密、天气、列宁吃墨水壶的故事、
列宁怎样戒烟、列宁墓、民事注册局、口

头与书面、打铁、简政不是减政、西北军
生活的片段（一）（二）（三）（四）、詹天
佑、机械的工作、科学发明的利用、伙夫
老武、回族烈士马骏、马老太太之死、科
学的头脑、军事副刊发刊词、冯家会战
斗、糙米、当铺门前、应用文、标点符号
等。其中每4课为一个文法单元，全书共
12 个单元，分别是字与词、词的排列、
句和语、句的构造、主语与名词、主语与
代名词、述语与动词、述语中“连带的成
分”、助动词、句子的附加成分(一)(二)、
介词连词等。

第二册署名“编者：范文澜、叶蠖
生、齐燕铭、金灿然、刘亚生”，共计30
课，并附文法 10 篇。每篇课文后面有

“作者简介”“全文要旨”“章节大意”“注
音”“注解”“词汇”等便于教学的说明。
后来编出的第三、四册，以及由《中级国
文选》改名的《文化课本》也是如此。

1943 年 5、6 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
发行了 《中级国文选》 第一、二册订正
版，并重新划为初版、再版。当年9月又
作了修订，出了订正版的再版本。第三册
于1944年编出，多达66课，还附有文法
与作法 9 篇。1945 年 8 月，修订重版时，
将内容较多的第三册改为第三、四两册，
这样《中级国文选》就由原来的3册本变
成了4册本。

因此，可以确定毛泽东 《文化课本
序》最早刊登于新华书店1942年3月出版
的《中级国文选》，而后来出版的《文化
课本》一书，虽然书名与毛泽东《文化课
本序》一致了起来，但不能说是最早登载
这篇序言的书籍或版本。并且，有人将
毛泽东1942年1月作序时间作为《中级国
文选》 的初版时间，或认为该书初版于
1943、1944年等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后来刊载《文化课本序》的
《文化课本》的出版情况

《文化课本》 这个书名不仅通俗易
懂、适用面广，而且也与毛泽东《文化课
本序》完全吻合。在《中级国文选》使用
过程中，这个问题曾被多次提出来，所
以，将《中级国文选》的书名改为《文化
课本》是迟早的事情。

根据 《1937—1948 年新华书店在延
安发行 （出版） 及经售书刊目录》可知，

《文化课本》（1册）出版于1946年。我们
手中的 《文化课本》 为单册本，1948 年
10月由新华书店二分店出版，署名“凯丰、
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登载有毛泽东《文
化课本序》，目次42课，附录文法12篇，
与原先的《中级国文选》第一册内容基本
相同，只是减少了6篇课文。可以断定，

《文化课本》单册本与《中级国文选》第
一册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换了书名而
已。改名之后，各大解放区新华书店及其
分店在发行过程中，翻印了多个版本的

《文化课本》。之前发行的《中级国文选》
也是如此。

因此，先后登载毛泽东 《文化课本
序》的《中级国文选》（1942） 和《文化
课本》（1946），是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的不同名称的同一部著作，并都是由凯
丰、徐特立、范文澜主编的。它们在解放
区使用过程中，既是“延安中级干部读
物”（《中级国文选》第四册“出版者的
声明”），也是学校“作为‘国语’的代
用课本”（陈桂生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
究》），还是区委下发基层工农干部学习
文化的教材 （黄宪忱 《我保存 〈文化课
本〉 的前前后后》）。如果说 《文化课

本》 出版于 1942 年，或说它最早刊载了
《文化课本序》，都是不准确的。

1958 年 11 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一次收入
了这篇序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披
露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对学习、研究
和宣传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
影响。如1963年5月颁布的全国中小学语
文教学大纲，开宗明义地引用了《文化课
本序》，并指出：“从毛泽东同志这段话，
我们可以认识到语文的重要性。不仅从事
革命工作学习革命理论需要语文，参加生
产劳动和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语文。有些
人认为，语文差一点没关系，文理不通，
写错别字，不是原则问题，这显然是不对
的。语文是学生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
工具。语文学得好，就有利于学习各门知
识；语文学不好，不能读，不能写，学
生思想的开展和知识的增广就会受到妨
碍，影响所及，对国家这个科学文化水
平的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是
十分不利的。”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这
个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着眼于语文的使
用功能与语文学科的特殊的学科价值，
明确提出了“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
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的论断，并据
此确定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是教
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
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
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
力。”并要求正确处理好“文”“道”以
及语文教学跟思想政治教育、文学选文
的关系。

1993 年 12 月，毛泽东 《文化课本
序》又被收到《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
成为毛主席著作的一个重要篇目，从而使
得这篇序言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广为人知。

毛泽东《文化课本序》刊载版本考释
□郭佳芯

①毛泽东为《中级国文选》

所作的《文化课本序》。

② 《中级国文选》 初版本

封面。

③ 《中 级 国 文 选》“ 再 版

声明”。

④《中级国文选》第二册订

正版版权页。

⑤《中级国文选》1943年

订正版版权页。

⑥ 《中级国文选》 第四册

封面。

⑦解放战争时期新华书店出

版发行的《文化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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