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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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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学医术———华佗

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里写了“关云长刮骨

疗毒”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云长（蜀国大将）在一次作战

中被毒箭射中右臂，有一位医生前往医治，用刀割开皮肉剔去腐

烂部分，一直刮到骨头上，关云长一面被“刮骨疗毒”，一面谈笑

自若地与马良下棋饮酒。医生很利索地给关云长刮尽箭毒，然

后缝合伤口，涂上药膏。结果手术成功，关云长得救。这位医

生，便是我国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神医华佗。这个脍

炙人口的故事虽然未载于正史，却反映了神医华佗的精湛医术

水平。

华佗在医技上所以能有如此显赫的成就，名扬四海，全凭他

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得来的。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华

佗虚心求教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男青年慕名前来向华佗求医，诊治他的头风

病。华佗让来人坐定后，把脉一按，又问了些病状，便对病人说：

“你所患的怕是头风病。医治这病的药倒是有，只是没有药

引子。”

“要什么药引子？”青年病人疑惑地问。

“生人脑子。”华佗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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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病人一听要用生人脑子做药引子，大吃一惊，心想这是

无法找到的呀！因此，连药也没有拿就回家去了。

过了一段日子，这位青年的病情越发加重，便又到一个偏僻

山村，恳求一位老医生医治，老医生问他：“你这头风病已是不

轻，找医生看过了吗？”

青年人回答说：“早些日子找华佗看过，不过他说要生人脑

子做药引子。我没办法，只好不治了。”

老医生捧腹大笑：“那根本用不着找生人脑子，你去找十顶

旧草帽，煎汤喝了，保管有用。只是要记住：要找有人戴过、年数

多的草帽才顶事。

病人回家后，按照老医生的话做了，果然是药到病除，没有

多少天便完全康复了。

有一天，华佗出诊在外，在途中碰到这位青年正挑了一担百

来斤重的稻谷往集市上赶路。华佗见他生龙活虎的，不像有病

的样子了，便把他喊住，疑惑地问道：“你的头风病好啦？”

青年人笑着回答：“是呀，多亏一位老医生给治的。”

华佗接着又问：“那他给你吃的药是用什么东西做药引子

的呢？”

青年人回答说：“用十顶旧草帽煎汤。”

华佗听后暗自思忖着：这位老医生的医术一定很高明，我何

不去拜他为师向他讨教一番。随后华佗又向年轻人问明那老医

生的住处，两人便分别了。

华佗回家细细一想，人家积了一辈子的临床经验，才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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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哪肯轻易授他人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办法：隐姓

埋名去拜老医生为师。于是华佗便装扮成普通人的模样，在老

医生门下当学徒，一学就是整整３年。

有一天，天麻麻亮时老医生便出诊去，家里只有华佗和师弟

两人在炼药。快到中午时分，门外来了一位大肚病人，急促地叫

喊着：“老医生在家吗？”听到喊声，华佗便叫师弟去接待一下。

华佗师弟出来一看，只见来人，肚大如箩，脚粗像斗。病人说是

特意来找老医生治病的，便苦苦求道：“求先生行行好，帮我治一

下吧！我家离这儿很远，好不容易一步一拐地走来，来一趟可真

不容易啊！”老医生不在家，华佗的师弟不敢轻易接待，便请病人

明天再来。他们正说着，华佗出来了，见病人的病情实在严重，

不宜再延误了，就说：“好兄弟别急，我来给你治。”

随后，华佗便热情地请病人进屋坐下来休息。而华佗也忙

于从药架上取下药，一边将药递给病人，一边吩咐着：“你将这二

两砒霜带回去，分两次服用。记住，千万不可一次吃完啊！”病人

接过药，连声道谢后，便上路回家了。

病人走了以后，师弟便埋怨起华佗来：“那药是极毒，吃死人

怎么办？”

华佗耐心地说明：“来人患的是膨胀病，必须攻毒，这法子就

叫做以毒攻毒。”

经华佗这么一说，师弟也就放宽心了。

再说那大肚病人，拿了药一边走着，一边嘀咕着：“这两个徒

弟给我治病，还不知道灵不灵？”当他走到村外时，正巧遇到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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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回来。病人一看是老医生，便急忙上前向他求医。老医生一

看，马上安慰说：“你这病不难治，买二两砒霜，分两次吃，一次吃

有危险，不要大意。”病人一听便从衣袋里拿出华佗配的药给老

医生看：“这二两砒霜，是你徒弟拿给我的，他们也叫我分两

次吃。”

老医生看了看药，说：“不错，正是砒霜，你快回家用药吧！”

病人走后，老医生心想：“我这个验方，除了琼林寺老道人和华佗

知道外，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会用，我还没有传给徒弟呢！”

回家后，老医生问两个徒弟：“刚才那大肚病人是谁治的？”

华佗回答：“师傅，那位病人是我看的，药也是我发的，配给

二两砒霜。”

“那你是怎么看的呢？”老医生问道。

“师傅！那病是膨胀病，肚里有毒，砒霜也有毒，正好以毒

攻毒。”

“是谁传授给你的？”

“琼林寺老道人，我在那里当了几年学徒。”

老医生这才恍然明白，原来他就是已经医名大响的华佗，老

医生急忙向前一把拉着华佗的手说：“华佗啊！你怎么到这里来

学医呀？”

这时，华佗只好把来求学的因由说了出来。听后，师傅更加

感动地说：“你的名声那么大，还到这穷乡僻壤受苦，真对不住你

啊，真对不住啊！”

华佗谦虚地说着：“人各有所长，我的医术还有许多方面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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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呀，应该来虚心向师傅求教才对。”

老医生听了这番话，觉得华佗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感动得

直流眼泪，当即把治头风病的秘方传授给华佗。

故事哲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数学泰斗———苏步青

１９０２年９月２３日，在浙江省平阳县带溪村，一个婴儿呱呱

落地了。

“是一个男孩，就叫苏步青吧！”孩子的父亲给他取了名字。

“‘步青’是什么意思？”孩子的母亲疑惑地问。

“平步青云。”父亲满意地回答。是呀，这是父母虔诚的

祝愿。

在苏步青７岁时，父亲便送他到私塾念书。两年后，由于私

塾先生另谋职业，便停学在家。无奈，父亲只好给苏步青一条

牛鞭。

当放牛娃，苏步青反而高兴。他一手握着牛鞭，一手拿着小

说，等到把牛赶到草地，自己便躺在山坡上，静心地看起书来。

有时看到入迷的地方，还不肯合上书，就在回来的路上坐在牛背

上一摇一晃，继续看着。就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先后看熟

了《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不过，他这种读书方

式给母亲知道后，母亲总担心他从牛背上摔下来，落个终身残



　　青少年百科


　　　　　　　　　

学
习
中
的
榜
样

６　　　　

疾，因此，每次牵牛出门时母亲都再三叮嘱他别跨上牛背。做儿

子的，总是，当面满口答应，可一转眼，又翻身骑上牛背。有一

天，母亲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苏步青骑在牛背上看《三国演

义》，看到得意的地方，竟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起来。一不留神，

整个身子滑下牛背，摔在一片刚砍过的竹林里。竹林里留下的

竹茬像一支支利箭，又硬又尖，身体要是摔在上面，不是透肺就

是穿背。可苏步青这次还算万幸，摔下来的地方，恰好是在两棵

竹茬中间，才幸免于难。这事后来不知怎么的，还是传到母亲的

耳朵里。母亲由此犯愁，孩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总有一天

连命也保不住哇！母亲与父亲商量了一阵，还是送他上学去。

就这样，父亲把平时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一担米卖了，送苏步

青到平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这时，苏步青正好满９岁。

县城高小，是平阳县“最高学府”，在这里读书的，多数是纨

绔子弟，他们衣着入时，神气十足。苏步青穿的则是一身土布衣

服，人又矮又瘦，像是“穷瘪三”，常遭到那些小少爷的奚落和

侮辱。

远离家乡的苏步青，既得不到父母亲的温暖，又失去与小同

伴在一起的欢快；学习的课程也远不及《三国演义》等小说那样

有趣，英语课更乏味枯燥。他太孤单了，只能另外寻找乐趣。

一个星期天，他上街溜达。这天正逢节日，特别热闹。五里

街坊，到处设满货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叫卖声、吆喝声，嚷

成一片；耍猴子的、捏面人的，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城

里的这派繁华景象对这位从山沟里来的放牛娃来说，一切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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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苏步青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看不够、听不厌，连中午饭也

忘了吃。

打从那一天起，苏步青一有机会就上街遛遛，五里街坊，成

了他的新天地：猴子为什么能够听主人的话，向观众频频敬礼？

江湖郎中卖的狗皮膏药，怎么能治病？大力士的肚皮放在大石

板后任人敲打，为什么五脏六腑还能安然无恙？面条放到油锅

里，怎么会发得那么大？这些他一看就是大半天，都要刨根问

底。结果，老师课堂上布置的作业他完不成，还不时迟到、旷课。

老师的批评、罚站，开始时，对这不良行为还有点收敛，后来，次

数多了，也就不放在心上，我行我素。就这样，时光浑浑噩噩地

过去。连续三学期，苏步青的学习成绩在张榜单上都是最后

一名。

父亲知道儿子的学习成绩后，并没有太大的责怪。父亲相

信，只要管教的好，苏步青一定能学好功课。正巧，离家七八公

里的北港镇新办一所小学———平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于是

家里便把苏步青转学到新开办的小学继续读书。苏步青在这里

读了两年，直到小学毕业。这两年是苏步青认为很值得记忆的

两年，因为那广泛流传的“从背榜到头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那还是刚刚转学不久的时候，教国文的谢老师看了苏步青

的作文簿后，起了疑心：“这样好的文章，三学期的背榜学生写得

出来？”一开始国文老师就对这位又瘦又矮、貌不出众的学生投

不信任票，可他不知道那学生从小就在牛背上苦读，已经给作文

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国文老师把苏步青找来，用怀疑的口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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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文是你写的？”

苏步青一听，心里虽然明白谢老师疑心他抄袭，但还是很有

礼貌地回答道：“谢老师，这篇作文是我亲手写的。”

“你是怎么写的？”谢老师用强硬的口气追问。

“我不都写在上面了吗！”苏步青也犟头倔脑地回答。

这下子，把谢老师惹火了，训斥道：“你这个背榜生，能写出

这篇作文来？肯定是从哪里抄来的。”话刚落音，便拿起红笔，顺

手批了个“毛”字（差的意思）。

这一来也把苏步青惹火了，他狠狠地把作文本摔到一边，赌

气地说：“我好也不好，还好个啥劲头？从今天起，国文课不上

啦！”他说到做到，每上国文课时，他总是不到教室去，一个人躲

在清静的地方看起课外书。一个学期下来，又是得个“背榜”。

第二个学期，还是个倒数第一。

学校地理老师陈玉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他把苏步

青叫到身边，深情地对他说：“父母亲在家省吃俭用，把你送到学

校读书，像你这样，年年背榜，能对得起父母吗？”

这话打动了苏步青的心，话音刚落，只见苏步青的眼泪簌簌

落下来了。他想起家里为了他能来上学，父亲、母亲、姐姐在家

喝粥吃番薯干，把大米省下来用作交学费；他还想起母亲在昏暗

的油灯下为他缝补衣服———他心动了。

陈老师等他哭过后，还给他讲了一个牛顿在小学时代的故

事：牛顿小时生长在农村，后来转到城里念书，开始学习成绩不

好，周围同学总是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有一次，一个同学无故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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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肚子，牛顿痛得在地上打滚。这个同学成绩好，身体也

棒，平时牛顿就怕他。这一次，牛顿忍无可忍，翻起身来就还击，

把那个同学直逼到墙角，那同学见牛顿如此勇猛，害怕了，只好

认输。牛顿从这件事想到学习，只要有恒心，刻苦学习，成绩一

定能提高。于是从那天起，牛顿狠下苦功，不多长时间，学习成

绩跃居全班第一，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陈老师最后鼓

励他说：“我看你人聪明，肯动脑子，能吃苦，只要像牛顿那样奋

发图强，一定能变‘背榜’为‘头榜’的。

陈老师亲切和蔼的谈话，使苏步青的心灵震颤了，他感到对

往昔的愧悔，立志向牛顿学习。这一次，他也是说到做到，像变

了另一个人似的，别人读一遍就会的，他读三遍五遍；做习题，别

人做十道，他做三十五十道；别人只读课本，他还注意课外阅读

《左传》、《唐诗三百首》等，他天天背。到期末，他得了个“头榜”。

从此，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苏步青的名字总与“第

一名”连在一起，形影不离。

故事哲理：逆境出人才。为学如登万仞山，层岩须用小心

攀；前途尽有无穷路，只在功夫不断间。

志高行远著青史———司马迁

西汉时期，在陕西韩城这个地方，出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

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司马迁。



　　青少年百科


　　　　　　　　　

学
习
中
的
榜
样

１０　　　

司马迁祖上的好几辈都是朝廷的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就

是汉朝的太史令，专管朝廷史料的记载、收集、整理和收藏。司

马迁１０岁的时候，就读了许多书。后来，他随父亲到了长安，读

书更刻苦了，又结识了很多有学问的人，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

他的学问就更精深了。

２０岁时，司马迁开始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他用了１０年

时间，差不多走遍了全国，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到过

埋葬舜帝的湖南九嶷山；凭吊过屈原投水自尽的汨罗江；游历过

大禹召集首领开会的浙江会稽；瞻仰过山东曲阜的孔子故居；访

问过刘邦的故乡—丰沛；还参观过项羽的国都（今江苏的徐州）

……后来，他还当过汉武帝的随从，跟着皇帝巡视各地，并且还

奉命到西南地区视察。祖国的壮丽山河，开拓了年轻的司马迁

的视野，各地的风土人情，给他的文采以丰富的养料。

大约在司马迁３０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司马谈死了，他便继

承了父亲的官职，在朝廷里当了一名太史令。从此，他开始着手

编写中国的历史。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遭受了一次严酷的身心摧残。

原来这时汉武帝与匈奴打仗。汉武帝派李广利和李陵率兵

去打匈奴，可这两个人却打了败仗。李广利丢了３万兵马；李陵

损失了近５０００士兵，还被匈奴俘虏了，后来就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京师，气坏了汉武帝，他命令把李陵的

母亲、妻子抓起来，投入大狱，又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给李陵定

罪。大臣谁不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呢！大家都纷纷指责李陵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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