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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千年的曙光已照耀全球，新世纪的教育面临

更大的挑战与机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学生减

负的大力推行，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等等，

都对新世纪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

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

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

正是积累知识与培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

清自己，进行自我设计，有真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

全方位塑造自己。他们必须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

更为敏锐的触觉、更为广博的知识，才能适应历史

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才能肩负起建设好祖国、

造福人类的重任。人才的成长，除了主观因素外，

在客观上也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其中，能

否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优质图书，对于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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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本丛书门类博杂、囊括百科，举凡天文、地理、

动物、植物、历史、文学、语言、建筑、科技、美

术、音乐、绘画、饮食、体育、军事、卫生以至学

校图书馆各个类别的图书都有涉及和介绍。丛书主

要表现在观点新、题材新、角度新和手法新，内容

丰富，覆盖面广，形式活泼，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富于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书将成为广大中

小学生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促进成才的亲密朋友。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中小学生一定为当好

新世纪的主人，知难而进，从书本、从实践中吸取

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思想

更活跃、思路更敏捷，更聪敏能干，成长为杰出的

现代化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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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梁　红　玉

梁红玉　南宋女将，因功封为安国夫人，后改杨国夫

人。公元１１３０年与丈夫韩世忠在黄天荡 （今镇江附近）阻

击入侵金兵，她不避矢石，击鼓助战，大败金兵。金兵突破

江防后，她又上疏请治世忠之罪。后世忠在楚州 （今江苏淮

安）创立军府，她与士卒披荆斩棘，亲自动手织帘为屋，故

士气高涨。

梁红玉，宋朝楚州 （今江苏淮安）人。父亲是一位戍边

的武官，自幼教她许多武艺。幼小的梁红玉聪明颖慧，能歌

善舞，在边戎生活的熏陶下，很快就懂得了军事的重要，有

着强烈的爱国热忱。不幸的是她父亲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梁

红玉满怀悲愤，流落到了内地。

当时，北方的女真族日渐强盛，号称金国，大举南侵。

宋朝的官僚们腐败无能，不顾人民的死活，妥协逃跑，大片

土地和城镇被金兵侵占。父亲的死，国家许多城市的陷落，

无辜人民惨遭屠杀，这种种国仇家恨激起了梁红玉极大的民

族义愤。渴望国家兴盛富强的愿望激励她常常深夜发愤苦读

兵书。但是在当时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梁红玉杀敌报

国的壮志很难实现。直到她和抗金名将韩世忠相识，才算有

了驰骋疆场的机缘。那时韩世忠还仅仅是个裨将，梁红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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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武艺高强，忠厚、正直，非常仰慕，把自己的钱财布帛等

赠给了韩世忠。韩世忠也很同情梁氏的不幸身世，对她的爱

国大志和全身武艺十分赞赏。他们互相爱慕，不久结为夫

妻。

从此，梁红玉得以经常随军转战南北。韩世忠带兵纪律

严明，关心爱护手下的将士，打起仗来身先士卒，深受士兵

拥戴。由于他率领的军队英勇善战，屡建战功，韩世忠被逐

级提升，一直做到总兵大元帅。梁红玉则充分发挥她的聪明

才智，成为韩世忠戎马生涯的得力助手。

相传韩世忠夫妇镇守两狼关时，山西潞安州的守将陆登

被金兵围攻而阵亡。韩世忠率领儿子和部分兵马赶去营救，

不幸陷入敌军重围。在这危急关头，梁红玉十分镇定，亲自

率军作战。她把小儿子托付给乳母，说：“我如战死，你就

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让他继承父母的志愿，

为国杀敌。”

金兵元帅兀术兵临城下之后，知道梁红玉熟悉兵机，深

通战法，不敢轻举妄动，便用放回丈夫、儿子，封给官爵来

劝诱梁红玉献关投降。其实此时韩世忠父子已经突围，兀术

故意以此要挟。梁红玉听了非常愤怒，立即下令开炮射击。

这次战役虽因敌我兵力相差过于悬殊而失利，但却充分体现

出梁红玉国重于家，坚贞不屈，临危不惧，英勇杀敌的崇高

品质。

１１２６年金兵再度南侵，攻陷宋京都汴京 （今开封），俘

获徽、钦二帝。康王赵构在南京 （今商丘）称帝，是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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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建立南宋政权。南宋朝廷由于投降派当权，打击排斥抗

战将领，又招致了一连串失败。

１１２９年赵构南逃到杭州，在朝野一致要求下，罢免了

投降派首领的官职。可是就在这时负责护卫杭州的将领苗傅

等却不顾国家危难，趁韩世忠等大将分头开赴前线作战的机

会，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让位给３岁的幼子，由太后

垂帘听政，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太后、幼帝，以达到篡权夺位

的目的。这消息很快传到前方，各路将士无心抗战，纷纷班

师回朝，相约平叛。韩世忠等大将当时握有重兵，特别是韩

世忠的态度对局势的发展举足轻重，是叛将重点防范的对

象。起先他们把梁红玉和她的儿子抓到军中，作为人质严加

看管。苗傅甚至屈膝下拜，表示： “只要韩世忠肯来归附，

甘愿以兄嫂礼节相待。”梁红玉假意答应。于是被允许去见

太后。在太后面前，她大义凛然地斥责了这伙叛贼危及国家

存亡的阴谋，表明了自己宁死不屈的态度。太后见梁红玉这

样光明磊落，感动得流下眼泪，拉着她的手嘱咐：“国家艰

危，赶紧去请韩太尉 （韩世忠）发兵平叛。”

梁红玉当晚出发，骑马疾驰一昼夜，赶到秀州 （今浙江

嘉兴）通报了情况。韩世忠与几位将领及时采取行动，迅速

平定了这场叛乱。为了表彰梁红玉的爱国精神和杰出贡献，

朝廷封她为安国夫人，发给俸禄。梁红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因功领取国俸的功臣妻子，被称赞为 “智略之优，无愧前

史”。

“击鼓战金山”是历史上梁红玉奋勇杀敌的最著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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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战役，至今还广为传颂。

那是宋高宗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年），金兵攻破杭州，大肆

掳掠后，金兀术带着１０万金兵北撤，一路烧、杀、抢、掠，

直奔京口 （现镇江）而来。守卫京口的正是南宋名将韩世忠

和夫人梁红玉。

这一天，梁红玉陪着韩世忠到金山 （在镇江市西北）察

看地势。那时候，金山屹立在江中心。两人站在金山顶上，

望着滚滚长江，韩世忠指着东边一片白茫茫的江面对梁红玉

说： “夫人，你看这江面如此宽阔，敌众我寡，以我之见，

不如把人马撤到下江，等援兵赶到再战，为时不晚！”梁红

玉却胸有成竹地指着西边一片青翠翠的芦荡 （名黄天荡）

说：“将军，你看这江面中芦荡一望无际，不正是我们智取

的有利地势吗？我想明日交战时，我管领中军，专管防御，

只用炮弩射击金兵。将军可带领前后两队，在江上等候。我

在船楼上面，竖旗击鼓，将军看到我的旗指向哪里，就向哪

里进军。我们把兵士事先埋伏在鲢鱼套芦荡里，打他个措手

不及！您看如何？”韩世忠听了，心中大喜。两人计谋已定，

随即传令下去，埋伏人马。

第二天，按照梁红玉计策，她坐于战船的船楼之上，头

带雉尾冠，披挂金锁甲，英姿威武。韩世忠则率领战船在瓜

洲口 （在镇江斜对岸，一向为长江南北水路要冲）安营扎

寨。此时，江风阵阵，“韩”字帅旗，迎风飘扬。刚刚布置

好，探子飞速来报：“金兀术带兵渡瓜洲口了。”韩世忠站在

帅台，朝西边江面望去，只见从南京方向，开过来黑压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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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船只。那是金兀术带领５００条战船，耀武扬威，直向瓜

洲口冲杀而来。这边，梁红玉在中军船楼上，也早看得清清

楚楚。

金兵元帅兀术坐在一条战船上，他抬头远望中军船楼，

见大旗上斗大的一个 “梁”字，竟是一位女将坐镇，先是一

怔，接着来不及多想，便传令进攻中军。眼看敌对的两船渐

渐靠近。只见梁红玉英姿飒爽，举槌击鼓：“咚！咚！咚！”

随着鼓声，万弩齐发，并夹有大炮轰鸣，击中目标，不是人

死就是船破。韩世忠听到江面上传来一通鼓响，也立即指挥

战船，扯帆迎战。顿时江面上杀声震天……

没过一会儿，梁红玉在中军船上，又敲起二通鼓：“咚

咚！咚咚！咚咚！”鼓声雷鸣，韩世忠听着鼓声，指挥战船，

摆开入字形，且战且退，转眼间隐进青翠翠的鲢鱼套芦荡里

了。

金兀术一看，到嘴的肥肉，哪肯放掉！连忙带着金兵跟

在后面，紧紧追赶。

梁红玉站在战船的船楼上，看得一清二楚：见金兀术已

中了计，追进了鲢鱼套芦荡。她随即把令旗一招，敲起三通

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随着震天动地的鼓声，只

见芦荡里事先埋伏好的战船，如飞箭一般，“嗖嗖”地都穿

了出来。梁红玉平时十分重视水军的训练，宋军个个都惯熟

水性，有的还钻进了深水里，用凿子把金兵的船打漏。这

时，围住金兵战船的宋军，火箭齐发，火炮猛轰，……打得

烟雾腾腾，火光冲天，敌船上的金兵不是被火箭射伤，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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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火炮炸死，没死的纷纷跳水，也被江水灌个半死。

金兀术的军队被打得大败，１０万人马，一下被打死、

打伤、淹死了一大半。金兀术坐在一只特制的战船上，一看

苗头不对，就想溜。可是哪能由得他呢？韩世忠听着鼓声，

指挥战船追击，好像只只战船都长了眼睛似的：金兀术的船

溜到东，韩世忠的船追到东，金兀术的船溜到西，韩世忠的

船追到西。追得金兀术胆颤心惊，一听到鼓声，就吓得丧魂

落魄，到处乱窜。

梁红玉击鼓大战金山。江面上鼓声伴着江涛声，好似雷

声轰鸣、宋军声势大振，越战越勇，一直把金兀术围困在鲢

鱼套芦荡里，差一点把他生擒活捉了！

这一仗，梁红玉坐镇中军战船，亲自擂动战鼓，用旗灯

指引敌军的方位，使韩世忠在宽阔的江面上迅速辨明方向，

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梁红玉不避矢石，亲执桴鼓英勇奋战

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斗志。结果韩世忠夫妇以８０００
兵力大败１０万金兵。金兵被堵截在黄天荡七七四十九天无

法脱身。

金兀术狼狈不堪，被迫行贿求和，提出归还全部掳掠财

物，并以名马相赠，乞求放生，被韩世忠严辞拒绝。但是在

金兵眼看就要被全歼的时候，由于韩世忠麻痹轻敌，被金兵

利用老鹳河故道，凿通一条连接江口的大渠侥幸逃窜。黄天

荡一战，沉重地打击了金兵的气焰，扭转了南宋一味南逃的

颓势，战绩辉煌。战后梁红玉不但没有居功自傲，反而责备

韩世忠 “失机纵故”，她亲自上疏朝廷请求处分。当梁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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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奏章送到朝廷时，满朝文武都被她这种以国事为重、不徇

私情的精神所感动。

公元１１３５年，在南宋军民的奋起抗击下，金兵被迫北

撤。但是那些投降派们却徘徊观望不敢渡江。韩世忠主动要

求率师过江，在楚州 （今淮安）重建家园，屯田军垦，防范

金兵再度入侵。

梁红玉跟随丈夫一同开往楚州，回到离别多年的故乡是

她多年夙愿。经过长年战乱破坏的楚州，人烟稀少，一片废

墟，到处都长满了荒草荆棘。韩世忠带领兵士披荆斩棘，建

立了军府，并派人从福建买来耕牛种地。梁红玉自幼就学会

了编织的手艺，她亲自把砍来的荆条和茅草编成帘子，为士

兵们盖房子。哪怕刮风下雨她也披上草秸，和士兵同甘共苦

一起劳作。土兵们都非常爱戴她。梁红玉还协助丈夫招抚流

亡的难民，使他们回乡安居乐业。韩世忠鼓励工匠恢复生

产，通商买卖，没有多久楚州的面貌大变，发展成十分繁华

的江北重镇。

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操劳，梁红玉患了重病，到楚州

半年，她便过早地去世了。死后她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下。

人们都深深怀念这位女中豪杰。

梁红玉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英雄。她立下了很多战

功，可是在南宋腐朽的朝廷里投降派占上风，使她和其他爱

国将领实现统一的伟大抱负落了空。但是梁红玉的崇高品质

和英雄业绩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８００年来，无论是在书

史记载民间传说中，还是在戏剧舞台上，她的形象始终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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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妇女勇敢、智慧、勤劳的象征，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

２．何　香　凝

１８７８年６月２７日，何香凝降生在香港的一个商人家

里，她是这个家中的第９个孩子，父母给她起名为谏，亦作

瑞谏。如果说父母期望她日后能成为既温柔淑贤又敢说敢为

的人的话，事实证明何香凝没有辜负期望。

何香凝从小便具有一种顽强斗争的精神，她坚决不缠

足，又要求父亲送她上学堂。到了该嫁年龄，父亲很担心她

嫁不出去。谁知竟有人专门要找没缠过脚的人做妻子，他就

是廖仲恺。经人撮合，１８９７年两人在广州举行了婚礼。就

在何香凝与廖仲恺居住在双清楼的时候，中国因外有列强入

侵逼迫和内有腐败统治而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所有的爱国者

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救国之路。广东成为当时中国留日学

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廖仲恺的心弦也被拨动了。何香凝毅然

将自己陪嫁的东西变卖，凑足路费，挥泪送走了廖仲恺。两

个月后，何香凝也离别双清楼，奔赴异国他乡，迈开了由爱

国而救国的第一步，开始了她伟大而光荣的一生。

救国不惜头颅断

何香凝、廖仲恺到日本后，便了解到孙中山宣传推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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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对他极为仰慕。

１９０３年９月底，孙中山离日本赴美洲宣传革命。临走

之前，他交给何香凝与廖仲恺一个任务，即组织留日学生学

习手枪、步枪射击的初步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

准备。

为了帮助孙中山和革命同志，何香凝搬家前干的第一件

事便是学会烧饭做莱。

何香凝在参加同盟会各项革命活动的同时，并没有抛却

自己的学业。她一面学习知识，一面参加革命活动，结识了

一批革命志士，学会了一套绘画技术，追随孙中山投入民主

革命运动中。

中国国内的恶劣环境，迫使孙中山亡命日本。孙中山改

组组织，重新建立纪律严格的中华革命党。何香凝积极支持

孙中山的，同意实行严厉纪律约束的主张，毅然加入了中华

革命党。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７日，在宋庆龄、何香凝、廖仲恺等人的

陪同下，孙中山由日本回国，隐名埋姓，秘密指挥反袁斗

争。

陈炯明兵变，使孙中山和廖仲恺同时处于蒙难逆程，何

香凝十分焦急，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出于对革命的考虑，

何香凝把营救丈夫的事放在了一边，而是迅速设法寻访孙中

山及其夫人的下落。

８月份，孙中山被困５０余天后去了上海，何香凝决计

为营救廖仲恺而破釜沉舟。由于她的凛然正气和英勇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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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多活了５年，帮助孙中山做成了改组国民党，实行国

共合作，制定三大政策的大事，为推进革命做了重大的贡

献。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０日至３０日，在孙中山支持下，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何香凝作为孙中山指派的

三位女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她在充分信任共产党员并让他们

参与国民党中央及广东省妇女部领导工作的同时，也对共产

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妇女团体给予大力支持。何香凝在１９２４
年 “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向国民党妇女部提出组织妇女大会

纪念 “三八”妇女节的建议，获得一致赞同。便决定由妇女

部出面发起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何香凝负责组织。

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凌霜傲雪心犹壮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廖仲恺被右派势力杀害，年仅４８

岁。

在廖仲恺精神激励下，何香凝在廖仲恺逝世后一年多的

时间里，先后发表悼念他的讲话、文章二十多篇，阐发丈夫

为革命奋斗而死的精神，号召革命者推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

民主义，表示自己继承孙中山、廖仲恺的遗志，忠于三大政

策的心迹，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着誓言。

１９２６年１月，何香凝和宋庆龄、邓颖超一起被选为妇

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会上何香凝当选国民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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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受宋庆龄和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委托，担

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部长并代理中央妇女部部长。

就在何香凝准备按照丈夫的遗志致力于实现国民革命目

标时，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不幸

消息。

何香凝积极参加武汉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为了表明自己

心迹，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变政策，她参加了１９２８年１月的

国民党二届八中全会和８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二届五中全

会，她在会上发表演说，公开责骂当局政策的反动。

和宋庆龄的宣言一样，何香凝的声明坚持反对帝国主

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

在当时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受到高度评价。

“九一八”事变和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各

种措施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面对白色恐怖，何香凝、宋庆

龄等毫不畏惧，以各种形式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１９３４年初，何香凝与

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一个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简称 “武自会”）。

“一二·九”运动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

潮。何香凝这位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开始感

到在目前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下，应该对妇女运动加以正确

指导，才能唤醒更多的妇女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

之中。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妇女界抗日救亡工作，何香凝还积

极促进与国际妇女反战反法西斯运动建立联系，谋求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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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

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后，日寇入侵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

渐加深。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方针与策略。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

何香凝和宋庆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的主张，利

用她们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相互呼应，密切配合，不辞劳苦

地为国共合作的再次实现奔走呼号，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早日建立。

铁骨冰心持正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何香凝积极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战争之

中。

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何香凝积极推动全国妇女

踊跃投身抗日战争中的抗敌后援工作，进一步促进妇女界抗

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何香凝不仅亲自领导着上海 “妇慰分

会”的各项工作，而且十分关注着全国各地妇女抗战救亡工

作。

上海沦陷后，何香凝离开上海赴香港。移居香港后，她

继续坚持爱国、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进一步呼吁国民

党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坚持国共合作，推进全民族抗日战

争不断取得胜利。

香港各界特别是妇女界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在何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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