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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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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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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传说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年），名丘，字仲尼，鲁国

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晚年致力于文化教育工作，整理过

《诗》《书》等古籍，并修订《春秋》。现存《论语》一书，记有

孔子的谈话以及孔子与门人弟子的问答，是研究孔子学

说的主要资料。

传说，在孔子办学的时候，有一个十分聪明的弟子深

得他的喜爱，这个弟子叫颜琛。有一天，颜琛来找孔子请

教问题。他刚走到窗前，就听到里面有人正在谈论他。

仔细一听，原来是孔子和他的一个好朋友———东门长老

在叙谈。

东门长老说：“您不是说过，颜琛很聪明吗？”

“是有点聪明，不过，他没有苦学精神。”

“噢！那么他将来会有什么造就呢？”

孔子低声说道：“他不愿苦学，我从来就没有指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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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大材。”

“啊？！”颜琛觉得“嗡”一声，就再也听不下去了。他

扭头跑回卧室，留下了一句话“三年以后再回来”，便卷起

铺盖回家了。

他回到家后，什么也没和媳妇说，就自己动手拾掇起

书房来。从此以后，他就专心读书，发奋苦学。他心里一

直憋着一口气：三年后，再让你孔老先生瞧瞧到底是谁不

苦学？谁不能成材？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这一天，颜琛媳妇急匆匆跑

进书房对颜琛说：“有客人来了。”颜琛头也没抬说：“不是

说过了吗，什么客人也不见！”

媳妇把手一摊，说：“今天来的可不是一般的客

人啊！”

“谁？”

“孔老先生！”

谁知，颜琛跟没听见一样，仍然没抬头，只是冷冷地

说：“告诉他，我不在家。”

媳妇知道颜琛的犟脾气，只得向孔子撒谎说他不在

家。孔子听了，微笑着说：“改日再来，改日再来。”

颜琛撵走孔子后，更加发奋了。吃饭时，盯着书简，

睡梦里，也喃喃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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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之间，又是一年过去了。这一天，颜琛媳妇气喘

吁吁地跑进书房说：“又来客了。”

颜琛责问她说：“我是怎么嘱咐你的？”

媳妇把脚一跺说：“今天，可是个特别的客人啊！”

“谁？”

“孔老先生。”

颜琛听了，仍然没有搁笔，毫不在意地说：“我病了。”

媳妇没法儿，只好再次向孔子撒谎。孔子笑了笑，还

是那句“改日再来”。

第三年的这一天，颜琛早早地起了床，刚到书房，他

就见媳妇一步闯了进来。没等她站稳，颜琛就问道：“孔

先生又来了？”

“嗯！”媳妇点头答应。

“快快请进来！”颜琛说完，就“噔噔噔”跑向大门外，

亲自把孔子迎了进来，让到了上座。与孔子同路而来的

还有东门长老。

孔子刚落座，就喜滋滋地拿出一块竹简，递到了颜琛

面前。颜琛一看，是他当年写的“三年以后会再来”。

孔子说：“我按时来了。”

颜琛急忙站起身说：“我刚要收拾一下去见恩师，没

想到您倒先来了。”说完，他抱过一大抱书简往孔子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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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说：“恩师请您考吧！”

“好！”孔子答应了一声，便考问了起来。他专拣书中

最难的问题问，颜琛呢，不慌不忙，对答如流。

考了半天，孔子把书“啪”的一放，站起身，一把拉

住颜琛的手说：“好！好！有志气呀！”接着，又转身对

东门长老说：“在我的三千弟子之中，颜琛可谓独占鳌

头了。”

颜琛急忙向孔子深深施了一礼，诚心诚意地说：“三

年前，我不辞而别，还望恩师恕罪呀。”

孔子笑道：“你是听到我们二人说你的坏话了吧！”

颜琛忙说：“不是坏话，是激励我苦学三年的宝贵之

言呀！”

“宝贵之言？”孔子与东门长老一齐捻着胡须“哈哈

哈”大笑起来。这一笑，笑得颜琛不知所措了。

东门长老对颜琛说：“你以为三年前孔先生真是在说

你的坏话吗？”

“这……”颜琛一时没词儿了。

“这是一计呀！”东门长老继续对颜琛说，“孔先生见

你天资聪明，有志气，很是喜欢你，可是他察觉到你不善

于独立思考。于是，就和我设了这么一个圈套。结果，你

真的中计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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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接过话茬说：“这样，不但使你克服了不愿自学

的毛病，同时也使你在三千弟子中终于夺得了魁首！”

颜琛一听，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扑通”

一声在孔子面前跪下，“噔噔噔”地磕了三个头，以表示对

恩师的感谢。

有一天，孔子和众弟子乘马车到一个地方去讲学。

途中，见到前面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路上堆土玩，子贡

便大喝一声，正要赶车轧过去，可是那个孩子突然把路一

挡，高声叫道：“站住，前面有一座城池在这儿，过不去了，

你们退回去绕道走吧！”

子贡赶紧停住车，没好气地大声嚷道：“你这顽童休

得胡闹，这是孔老夫子的车，快放我们过去！”

“不管谁也得讲道理，我来问你们，到底是该城躲车

呢还是车躲城呢？”小孩有板有眼地说。

大家被问得张口结舌，子贡又气又急正要发作，这时

孔子从车上走下来拦住他说：“这小孩讲得在理，你们不

要乱来。”

说着，孔子走上前去对小孩搭躬施礼道：“神童在上，

老夫这边有礼了。我们有要事在身，万望高抬贵手，借个

路让我们过去吧！”

小孩问道：“你们有什么要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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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列国。”

“那周游列国又是作啥呀？”

“讲学传道呀。”

“讲学传道就得有一套本事和才学，那你知道些什

么呀？”

孔子回答道：“不是老夫夸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什么事我都略知一二。”

小孩又问道：“那你知道自己的眉毛有多少根吗？”

孔子说道：“眉毛本人又看不见，怎么能知道呢？”

小孩眼珠一转接着问：“嫌看不见，那天上的星星看

得见，你知道有多少颗吗？”

“天上的星星浩如烟海，那又如何数得过来呢？”孔子

为难地说。

小孩又笑着说道：“呵，你又嫌多了，那日头就有一

个，早晨像冰盘，晌午赛玉环，我来问你什么时候近什么

时候远呢？”

孔子想了半天还是回答不上来，便诚恳地对那个小

孩说：“本人还是才疏学浅，以上的事情确实不知，愿拜你

为师，望多指教。”说着，磕头便拜。

后来孔子以此事教导众弟子说，“不要不知以为知，

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莫忘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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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灵牛的传说

屈原（约公元前３３９－２７８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

正则，字灵均，战国楚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

人，流传下来的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等。屈原一

生为楚国人民尽心尽力，赢得了人民的尊敬，留下了很多

美丽的传说。在屈原的故乡，就有一个“灵牛”传说。

湖北秭归县有个叫乐平里的小山村，位于县城东７０

里的大山沟，屈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在这里，牛耕田是

不用鼻绳子的。但是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的牛耕田，也是

要用鼻绳子的。那后来为什么不用了呢？相传在楚怀王

年间，屈原做了楚国的左徒官。为了体察民间疾苦，每次

从郢都回故乡船行至青滩时，他总不愿抄水路走香溪去

乐平里，而要在青滩下船，爬向王寨山，走三星岩、伏虎

山，经北风垭，一路访问三老，请教耕、樵，问饥问寒，倾听

民情。有一次，屈原回老家只住了７天，就要起身赶回郢

都。女须女深知弟弟热爱祖国，时刻把楚国人民的安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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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头，想再留他多住几天是留不住的。于是就默默地

为弟弟收拾行装。说是行装，其实主要是满满一担书简。

这些青竹书简上，有屈原准备向楚怀王进谏的奏折，有屈

原“哀民生之艰辛”的肺腑之言，有屈原赞美楚天风物的

优美诗篇……女须女捆好书简，在担子的两头系上挑绳，挑

起一试，挑绳短了，这可怎么办呀？女须女毫不犹豫地拿起

剪子，“咔嚓”一声，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了下来，将挑绳接

得不长不短，正好合适。挑绳接好了，女须女陪着屈原，沿

着叮咚叮咚的响鼓溪，急步前行。一路上，百姓们都停下

犁耙，站在田间，拱手与屈原道别，耕牛也“哞———哞”地

仰天长叫，像是跟屈原道别一般。走到三块像弯弯的月

亮似的田埂前时，他们停住了脚步，这是屈原亲手种过的

“玉米三土丘”。正当屈原同女须女讲着“玉米”的收成时，突

然扁担一闪，“哗啦”一声，将女须女接上的那一段辫子绳儿

闪断了，竹简全都散落在田埂上。两人正在为难时，在玉

米土丘里耕田的老农夫看见了，急忙喊道：“有了，这牛鼻子

上的绳索，又结实又耐用，解去用吧！”老农夫话音刚落，

他的那头大黄牯就乖乖地伸出了鼻子，好像是让主人快

解下鼻绳。屈原连忙制止说：“使不得！正是春耕大忙时

节，农时一刻值千金。牛无鼻绳，不好使唤，哪能耕得成

田呢？”老农夫说：“屈左徒为楚国操心，不能耽误了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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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说着就动手去解牛鼻绳子。屈原不肯，可老农夫执

意要解给他。两人正争执不下的时候，只见大黄牯眼里

淌出蚕豆般大的泪珠，低下头去，像拨浪鼓似摇着，不一

会儿就把拴鼻绳的短木棍甩掉了，鼻绳一下子从鼻孔里

滑落下来，然后大黄牯衔起鼻绳，缓缓地送到了老农夫手

里。这时，在伏虎山上耕田的人们，把牛鼻绳送来了；三

星岩上的老农夫，把牛鼻绳送来了；向王寨山上的小伙子

们，把牛鼻绳送来了；北风垭上的放牛娃，把牛鼻绳送来

了……就这样，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不大一会儿，

乐平里总共９９头牛的鼻绳子都送到了屈原面前。众人

不由分说，接的接，捆的捆，把屈原的书简扎扎实实地绑

扎好，送他上了路……

从此，乐平里的耕牛就再也不用鼻绳了。每当春暖

花开，蛙鼓催耕的时节，这里的大畈里，梯田中，一条条耕

牛来往耕耘，不用鼻绳，格外驯服。掌犁人喊一声：“哇

上！”牛就自动往田的另一头拐；走到田头时，喊一声：“哇

下！”牛就自动向另一头拐。就是外地的牛卖到这里耕

田，７天之内需用鼻绳，７天之后，再犟的牛耕田也不用鼻

绳了。所以，两千多年来，人们称屈原故乡的牛是“灵

牛”。传说屈原在汨罗江投河后，他借去的牛鼻绳，乘紫

云从郢都飞过峡江，飞回屈乡，落在伏虎山、三星岩、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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垭、向王寨山的悬崖绝壁上，变成千万根葛蔓藤萝，供樵

夫们攀岩打柴，帮药农们登山采药，给村姑们织箩制篓，

让小伙子们编缆结绳，成了当地老百姓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财宝。

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１４５—前９０年），字子长，夏阳（今

陕西韩城）人，西汉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同时也是一部伟大

的文学著作，它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

影响。

司马迁７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司马谈任汉太史令。

司马谈是一位学问渊博、目光远大的史官。司马迁受父

亲的影响，从小就热爱祖国，有重振祖业的雄心壮志。

公元前１１０年，当时司马迁３５岁，他奉命从四川回

到京城，看望病重的父亲。司马谈拉着他的手哭着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远祖掌管天文历法，已成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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