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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热：
传统读物的取与舍

如今，人们十分重视少年儿童道德

品质的培养，认识到国学启蒙教育的重

要。民间出现了不少类似私塾的读经

热，读经夜校，有的学校开了国学课，不

少家长自行给孩子增补了读经内容。

对于在孩子们中间兴起的这样一股重

读古代童蒙读本的“蒙学热”，赞成的、

反对的，各种声音。或许，老师和家长

更应该帮助孩子们去鉴别这些书里的

知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朱玉婷/文

不主张孩子诵读“孝悌”
薛瑞萍 合肥62中小学部语文高级教师

我是 30 岁以后读《论语》的，自己

一点也不以为迟。我从五年级开始让

小学生背诵一些他们基本能理解的段

子。作为儒学核心的“孝悌”我是坚决

不主张孩子诵读的。家父长制、男尊女

卑、无视个体生命尤其童年的价值——

是古代社会的共同特点。

作为教师，我知道：促成读经现象

的一个现实因素，是中国基础教育，尤

其是语文教学走进了唯教材与考试之

马首是瞻的绝境。我们必须回答这个

问题：什么是真正适合儿童诵读的经

典。

“一二三，爬上山。四五六，拍皮

球。七八九，翻跟头。伸出两只手，十

个手指头。”从童谣童诗开始，六年一

贯、日有所诵，走一条缓坡上行的积学

修心之路；于诵读中华诗文的同时，放

眼世界、广吸博纳，走一条开阔健劲的

求新图变之路。

童谣和儿歌才是童心自然绽放的

花朵。

帮助孩子有选择地去读
赵佳 外贸公司职员

对于蒙学热的兴起，孩子们读经，

我还是比较赞成的。

我自己 8 岁的女儿也背诵《三字

经》、《千字文》这些书。在接触这些童蒙

读本之前，现在孩子们很多读的都是快

餐文化过目即忘，没有任何营养价值。

虽然这些书都是封建社会的课本，

有宣扬宿命论、顺民思想等封建礼教和

迷信思想的内容，有些东西和现在社会

已经不相适应了，但是其中更有中国历

史文化和传统美德，这些必须加以传承

的东西。

毕竟，孩子也有自己的思想和鉴别

力，现在的语文课本里也有很多过去的文

章，没人见哪个孩子读了《孔雀东南飞》就

去殉情的，读了孔乙己就去偷书的。

作为家长，不是简单地对这些书做

读与不读的取舍，而是应该和孩子一起

去学习，帮助和引导他们有选择地去吸

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代教材源自蒙学近代教材源自蒙学
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渗透，从传统蒙学读本向近代教科书转变的过程发生在晚清。《三

字经》、《百家姓》等中国古代传统蒙学读本开始不能完全适应教育的需要，新学堂和近代

出版业的发展促进了教科书的诞生。南洋公学外院的《蒙学课本》三编和无锡三等学堂的

《蒙学课本》成了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 张亚琴/文

新式学堂需要新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也都是一时俊杰。

《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和《蒙学外国

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张相文，曾与张謇在

上海组织教育总会，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

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

会，被选为会长，还带领创办中国最早的地

理学期刊《地学杂志》。张相文堪称地学

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

心算、笔算、卫生、生理等4种教科书的

编纂者丁福保，是文明书局的创办人

之一，开办丁氏医院和医学书局；

曾赴南京应医科考试，得最优等

开业证书，还考察日本医

学，发起组织“中西医学

研究会”，出版医学报。

编著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两种蒙学教科

书的秦瑞玠，字晋华，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

法政大学，历任河南知县、江苏咨议局议员、

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江苏第一高等审判厅

监督推事、北京政府农商部参事，一度代理农

商部次长，堪称晚清政法学界实践家。

体操教科书的编者丁锦，字慕韩，号乾

斋，光绪末年毕业于北洋将弁学堂，后任陆

军贵胄学堂教员，云南军事参议兼步兵统

带。民国后任陆军部教育科长，参加过讨

逆军起义等等，一生军旅，军衔至陆军中

将。

“蒙学教科书”的作者旧学功底深厚，

兼具传播新知识的眼光和勇气。他们编写

的教科书，是时代浪潮撞击下的文化遗珠。

编纂者皆是一时俊杰

随着近代西学的引入，各种新式学堂

次第兴办。引进西方知识的迫切心理，使

多数新学堂大量开设外国语和西学课程，

时人有日新学堂为“外国语之肆”之讥。

编课本就成为新学堂的必要工作，学堂教

学用书开始出现由旧而新的改观。南洋公

学、无锡二等学堂皆是具有近代色彩的新

式学堂，不同于传统的私塾或书院，而中国

人自编的近代教科书，恰产生于这些带有

过渡性和新色彩的新式学堂中。

1899年，浙江绍兴府学堂建立，蔡元培

与诸学友约定学规，规定学友有为学堂编

教科书的义务，“书成，经诸学友评议足为

善本，则由学堂酌赠经费，且为付刻”。可

以说，晚清各种新式学堂的兴办，成就了中

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

第一本近代教科书

在西方教科书的启示下，中国人开始

编写不同于传统教本的近代教科书。现在

一般公认，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编纂《蒙学

课本》，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

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思想流播、近代

传媒机构发达的时期。新式教科书催生于

前者，又在后者的浪潮中得以发展成长。

换言之，许多近代出版机构的产生发展都

和教科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明书局创办于 1902年，它的创办与

清政府《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前后相随，

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之风的鼓荡下，它发行

多种教科书，皆冠以“蒙学”二字，此后这套

书就被通称为“蒙学教科书”。1903年后，

文明书局陆续发行的“蒙学教科书”包括文

法、经训修身、修身、中国历史、西洋历史、

东洋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笔算、心

算、珠算、卫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质、格

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和毛笔习

画帖等23种。

此外，还有一部较受学界推崇的教科

用书，是1898年无锡三等学堂的几位创办

者——俞复、丁宝书、吴稚晖和杜嗣程等，

在教学过程中历经数年时间编就的《蒙学

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