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学生良好的诵读习惯袁 已成为学校打造书香校园的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遥

一首古诗袁一句国粹袁一篇美文袁一则故事袁欣赏中外名典袁以这样
的形式开启一天的学习袁学生的精神世界就会多一份美好与信念遥

在琅琅书声中袁潜移默化地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袁儿童的心灵被打
开了袁儿童的灵性被启迪了袁儿童的梦想悄悄点燃了遥

晨诵袁暮省袁水滴石穿袁天长地久袁积累的是语言袁培养的是品性遥
一天的阅读从晨诵开始袁把阅读经典袁感悟经典袁享受经典袁作为一

首晨曲袁让晨诵与黎明共舞袁用经典润泽心灵遥这是我们编写和出版叶经
典诵读丛书曳的意义所在遥

本套丛书共六册袁适合 1~6年级年龄段学生诵读袁由浅入深遥 丛书
所选的古今中外的诗篇尧 国学启蒙和美文节选多为历代优秀传统文化
名典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遥尤其是对在编的所有内容进行注释尧译解尧赏
析和阅读链接袁 以帮助学生进行解读袁 能让成长中的少年儿童学之所
益袁道之所德袁让孩子们在诵读经典的同时袁浸润人生底色遥

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袁是宁波国家高新区教育文体局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袁落细落小落实的举措袁也是推动和普及各学校创建书香校
园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遥特别是在丛书的编写过程中袁得到了众多一
线老师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参与袁 丛书在充满智慧和良善的建议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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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更新羽毛冶袁内容更贴近教育实际袁更吻合儿童的阅读和天性遥 我们可
以这样充满信心地遐想院每日诵读不仅熏陶感染了孩子的心灵袁让他们
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袁 而且进一步激发他们爱国爱
家乡的热情袁让更多的孩子在启蒙教育中学会从小事做起袁从尊敬长
辈做起袁从助人为乐做起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道德的真谛尧成人的
方向遥

人与花心各自香遥每日诵读经典袁书香润泽心灵袁我们希望叶经典诵
读丛书曳的意义和价值取向能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袁改变我们的学生对
阅读的理解遥

古人云袁宁静以致远遥 生活在不同的语言里袁就是生活在不同的世
界中遥 倡导经典诵读袁丰盈学生精神世界遥

一种形式袁丰富学生的心灵曰一种氛围袁开启学生的智慧曰一种追
求袁绽放学生朝气蓬勃的生命遥

愿每日诵读袁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袁更希望与生俱来的真尧善尧美的种
子袁在孩子们的心田生根发芽遥

蒋红珊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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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为小学生编的语文课外读物遥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课外读
物呢钥当然是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语文遥就像要学好数学需要多
做练习题袁要学好语文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遥 为什么要读诗歌呢钥 因为
正如孔子所说的院野不学诗袁 无以言遥 冶 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诗
歌要要要在孔子那时主要是叶诗经曳中的诗袁就不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话袁
不知道怎么清晰有力尧准确优美地表达我们自己遥 而学习语文袁正是学
习语言文字袁学习怎么阅读渊认识和理解别人尧世界和自我冤和表达渊表
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发现尧认识与理解冤遥

学习语文袁学会阅读渊识字尧读书冤和表达渊说话尧作文冤袁一方面有实
际的功用袁让我们掌握一门可用于学习各类知识的工具袁一项可用于日
常生活的沟通与交流的技能曰另一方面袁语文学习还有更深层的核心价
值袁在于把我们的孩子们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袁让孩子们成为一个什
么样的人遥 那么袁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钥 我们当然是要成为一
个文明人袁一个有文化的人曰因为我们作为文明社会的人类一员本来就
是一个文明传承者袁一个文化传承者遥

那么袁什么样的人才是文明人钥 简单地说就是有文化知识尧懂得做
人的道理并这么去做的人曰受过教育袁有认识能力袁有理解能力袁有欣赏
能力袁有行动能力袁有道德感的人遥 有认识能力袁能认识世界和认识自
己袁能自我反省曰有理解力袁能理解社会和他人袁有同情心曰有欣赏能力袁

序二：我们为什么
要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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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欣赏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人尧物和自然曰有行动能力袁能根据自己的认
识和善恶判断袁有目标和理想袁去改造世界袁改革社会袁提高和完善我们
自己曰有道德感袁能遵守法律袁维护公共道德袁为公共利益约束自己遥 这
样的人就是文明的人袁有文化的人遥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袁而是要通过教育和学习袁明
白事理袁掌握知识才能成为一个文明的人遥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也不是
从来就是这样袁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袁逐渐演变袁慢慢积累而
成的遥 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一切袁我们享受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袁
都是人类一代一代努力奋斗袁努力改造世界尧改革社会和完善自我袁才
获得的文明成果遥正是靠着这种认识世界尧改造世界尧完善自我的精神袁
人类脱离了血腥尧野蛮的动物生活袁走出了原始森林袁发展了自己的智
慧袁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状态袁建立起了人类文明遥 这是一个漫长积累的
历史过程遥我们每一代人都是人类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袁我们要继承前人
创造的文明成果袁并将之传递给后人遥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结果袁我们不只是属于自己袁自己短暂的一生袁我们还属于整个人类漫
长发展的历史遥 因此袁做人类文明的传承者袁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遥

在人类的精神文明中袁诗歌居于一个核心位置遥因为诗歌是语言的
精华袁而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根基遥 正是有了语言袁人类才脱离了动物世
界成为智慧的人类遥 只有我们人类有语言袁可以说语言创造了人类遥 因
为只有靠语言我们才能命名万物袁 认识这个世界袁 说出我们自己的感
受袁人与人之间才能有深度的交流袁社会才能组织起来遥 我们人类生下
来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说话袁我们教婴儿的第一件事就是语言袁教他们
怎么说话遥学习语言是成为人类社会一员的基础遥人类文明最初就是一
些口头文学袁一些诗体的神话尧故事和传说遥 随后的文字发明更是人类
文明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遥文字的最大功用是帮助我们保存记忆袁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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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更广泛地把我们的经验尧知识尧感受保存下来袁一代代传递给后人袁
而不再局限于口耳相传的保存和传递方式遥 由此我们从口头传说进入
到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遥在我们学习语言文字时袁我们就走入了人类共同
的文明记忆之中遥

在人类的精神文明中袁诗歌居于一个核心位置遥因为诗歌是人类文
明的精华遥 它凝聚并保存了人类自古以来最核心的生存智慧尧 生活经
历尧情感体验尧精神想象遥它塑造了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情感方式遥它建
立起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袁共同分享的记忆尧价值观尧美学观遥诗歌和历史
不同袁诗歌是超越时间袁具有普遍人性的遥历史上很多事情发生了袁过去
了袁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历史知识袁但诗歌是仍然活生生地作用于我们现
在的心灵袁参与到我们现实的自我塑造中遥 那些经典的诗歌袁都是经受
过时间的冲刷袁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精华袁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活力遥
是诗歌塑造了我们最深层的心灵基础袁它把智慧尧认识尧体验尧心灵凝聚
为语言的精华遥 因此阅读诗歌是学习人类文化的最佳途径遥

那么我们怎么读诗歌呢钥那首先就是多读多背遥多读没问题袁为什
么要多背呢钥 这是诗歌的特别之处遥 首先和诗歌的理解有关袁一个数学
问题我们一旦理解袁那就是完全理解了袁不用再考虑了遥 而我们对一首
诗的理解是无法做到完全彻底的袁随着我们人生经验的增长袁我们人生
感悟的丰富袁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也会不断地加深遥 也就是说袁对诗歌的
理解是一种伴随着我们生命成长而成长的理解遥 我们少年时背诵过的
诗句会陪伴我们终身袁不断丰富我们的生活袁丰富我们的理解遥因此袁我
们少年时多背多记诗歌袁就像我们出门带上更多的装备袁这些装备以后
会不时地用上袁令我们受益终身遥另一方面对诗歌的理解是一种内化行
为袁这些诗歌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袁慢慢地它们会化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和
我们自己的感受力袁这些诗句会成为我们自己的身体血肉袁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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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遥我们的生命最终会和我们读过的诗合为一体袁我们自己也会成为
整个人类诗意的一部分遥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多读多背袁这是最基本的
学诗之道遥

其次是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太机械尧太教条遥诗歌一般来说会有多重
含义袁首先是文字本身的意义袁然后还有各种野言外之意冶遥因此袁读诗的
时候首先要把文字的字面含义弄清楚袁这一点一定要做好遥至于文字背
后隐藏的各种含义不要急于求成袁可以慢慢理解遥因为这些含义都是有
待于发掘的袁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读袁不能把某一种解读当成唯一正
确的解读遥 对诗歌的理解讲求的是合理袁而不是正确袁所有合乎文本语
义和逻辑的解读都是合理的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袁读诗的时候要结合自
己的生活体验去理解袁这才是我们读诗的根本之道遥一首诗只有和我们
自己发生切身的关联袁让我们激动袁才会让我们热爱遥 而小朋友在经验
不足的时候袁就记住那些打动自己的优美诗句袁把它作为语言来学习遥
而学习语言的最好方式就是多运用袁因此我们学会的诗句袁我们要常常
将其运用到我们的谈话和作文之中袁这样用得多尧用得熟了袁我们对这
些诗句也就掌握了遥

养成多读诗歌的爱好袁 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都会拥有自己充满诗
意的人生浴

雷武铃

2016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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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枫桥：桥名，在今江苏省苏州城西。

②泊：停船。

③江枫：江边的枫树。

④渔火：渔船上的灯火。

⑤姑苏：苏州的别称。

枫
枣佶灶倮
桥
择蚤佗燥
夜
赠侉
泊
遭佼

［唐］张继

月
赠怎侉
落
造怎侔
乌
憎俦
啼
贼侏
霜

泽澡怎佟灶倮
满

皂伲灶
天
贼蚤佟灶
，

江
躁蚤佟灶倮

枫
枣佶灶倮
渔
赠俨
火
澡怎侬
对
凿怎佻
愁

糟澡佼怎
眠

皂蚤佗灶
。

姑
倮俦
苏
泽俦
城

糟澡佴灶倮
外
憎伽蚤
寒
澡佗灶
山

泽澡佟灶
寺
泽佻
，

夜
赠侉
半
遭伽灶
钟

扎澡侪灶倮
声

泽澡佶灶倮
到
凿伽燥
客
噪侉
船

糟澡怎佗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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