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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更在于造就人，让学生“精神成人”。
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人受益终身，甚至能激励一
代人的成长。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的基本
精神，是要培养新一代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
。
“新课标”将中小学生的阅读和鉴赏放到重要的位置，并明确规定了不同阶段的学生的阅读总量。
依循“新课标”的精神和要求，2003年和2004年，我社分别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第一辑、
第二辑，受到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
    丛书出版以来，读者朋友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我们深表谢忱！
为了更好地打造这个丛书品牌，我们多次邀请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专家把脉会诊。
在听取各界反馈意见后，我们根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最新动态，对“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作了书目
的整合和内容的补充修订。
    新推出的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选目精当，强调人文精神。
我们在收录教育部“新课标”建议课外阅读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主流教材要求阅读的名篇佳
作以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选本，从中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精髓内涵的人文资源，
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情操的陶冶、情感的升华。
    二、版本精良，体现浙文社优势。
这套丛书荟萃了浙文社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
文存”、“学者散文系列”等在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精华，得到了国内一流的作家、翻译家、
学者的悉心襄助，保证了图书的上乘品质。
    三、增加导读和附录，加强实用功能。
为了便于学生阅读理解，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特点，增强阅读与欣赏的自学能力，提高
学习与测试的实用程度，我们在新版中增加了导读和附录的内容。
导读部分主要涵盖了作家个人生平介绍、作品文本解读、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相关知识链接、文学常
识背景、同类作品比较阅读、学业测试提示等相关内容。
    在创建学习型社会、提倡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希望能够让中小学生朋友喜欢。
让我们携手进入阅读的精神家园，领略这片丰美而自由的天地！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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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精神，是要培养新
一代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
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其他公司应具有的能力。
我们推出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严格地体现了这种精神，选目注意延展性、时代性、多元性、趣
味性，将学生在学习中需要了解、列入课程内容、社会赞誉度较高以及现代人应当知晓的作品，作为
本辑的主要内容。

　　本选本衡文撷类的标准，依我们的散文观，大体上是按照崇真、重我、尚情的特征取舍的，真实
是散文的生命，散文所写应是真人、真事、真情、真感、真知、真见。
实体上真实，主观人格上真诚，是散文独特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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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答应着，四面看时，却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
他很高兴；但竞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
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
来吃这人的肉的。
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
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
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
门外像是风雨声。
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
回来，敛在盒子里。
后来呢？
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
那样的飞蜈蚣。
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
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
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
可就两样了。
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
好来捕鸟。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
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
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
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又袋里叫着撞着的。
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
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
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覆盆子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
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
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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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
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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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散文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
古代界定散文用三分法，非韵非骈即散文；“五四”时期用文学四分法，将不是小说、诗歌、戏剧以
外的文章定为散文。
30年代由于鲁迅先生的艺术锻造，作为叙事散文之一的“杂文”已从散文中“另立门户”，取得了文
体独立。
70、80年代，记述性散文的“报告文学”，因成就辉煌，而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取得平
起平坐的资格。
如今，议论性散文随笔虽然还居于散文行列中，与艺术散文若即若离，看来迟早也要分户另过。
散文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流动体。
顾骧和雨柔选编的《百年中国散文精选》对百年散文选材，是以当下散文范畴观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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