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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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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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斋智破十八年前盗案

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个名叫黄益斋的官员，在他担任江西义

宁州州牧期间，认识了当地一个有钱的绅士。通过几次接触，他

逐渐发现这个绅士的举止粗野莽撞，言语鄙俗龌龊，从行为和言

谈上看，与他绅士的身份，极不相称。这种情况，引起了黄益斋

的注意。

有一天，黄益斋被这个绅士邀请到家里做客，宾主落座后，

谈笑间黄益斋注意到，这个绅士家里，收藏了许多精美字画、珍

贵书籍和罕见的古代文物。但是，这些稀世珍品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爱护和保管。环视室内，只见那些字画、书籍和文物，被搞

得非常凌乱，毫无秩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更使得黄益斋感到

奇怪。

为了摸清绅士的底细，黄益斋化装成一个老百姓，经常来到

绅士的住房周围转悠，留心观察绅士及其家庭成员的行为动向，

希望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有一天，黄益斋看到一个年纪不大的妇人，抱着一个小男

孩，站在这个绅士家门槛的中间，脸上流露出忧愁的神色。黄益

斋走上前去，用当地的土话，向这个妇人问道：“你这位大嫂，好

像有什么很深的冤屈吧？”

妇人听了，显得很惊惧，霎时间，脸都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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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斋接着又说：“我会看相，看出你这位大嫂的来历有些

蹊跷，不知你可想听我继续往下说？”

这时，抱小孩儿的妇人，回头向屋里看看，面如土色，泪流满

面，几乎失声痛哭起来。

看到这些情况，黄益斋知道这位妇人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现在显然不是说话的时候，便赶快改口道：“既然你心存疑虑，

那我走了，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为了弄清疑窦，第二天，黄益斋大宴宾客，广请同僚宾朋，同

时，也邀请了那个有钱的绅士。绅士自然喜出望外。绅士一到，

黄益斋就把他单独引入一间空房，寒暄几句之后，黄益斋便说：

“上次在府上看到书架上那些书籍，都是老版本，很珍贵呀，能收

藏这许多好书，是很不容易的哩！”

“是呀，哈哈！”听了黄益斋的称赞，绅士显得十分得意。

黄益斋看他那洋洋自得的神情，便单刀直入地问道：“府上

悬挂的那副对联很雅致，不知写对联的人，跟你是什么交情？”绅

士一听到这样的问话，开始有点儿不安起来。

不等绅士回答，黄益斋又紧接着问道：“盖在书上的那些图

章，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些人，不知与你又是什么关系？”

听了黄益斋这一连串的问话，绅士神色紧张，脸涨得通红，

瞠目结舌，支支吾吾，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黄益斋看着绅士这副窘相，就断定他是一个坏家伙。于是，

唤出了早已躲伏在室外的衙役，将绅士逮了起来，并立刻用轿子

把那妇人抬来州府，一经询问，妇人声泪俱下，一一道出了事情

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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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十八年前，原籍在广东的某官员，因告假回乡，路经鄱

阳湖，突然遇到了强盗，一家除了一个女儿被抢走外，其他的人

全部丧了命。官员携带的一应财物，也被掳走。

当时的县官，曾派了一些差役，进行了一番侦察活动，拘禁

了一些涉嫌犯。但是，由于缺乏赃证和人证，使得这一起大盗杀

案，长期不能结案，竟然拖了十八年之久！

谁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很有钱的“绅士”，就是十八年前杀人

劫货的强盗！“绅士”家里摆设的那些字画、书籍和其他古玩物，

原来就是那位官员生前所收集珍藏的东西！

那个当门而立的妇人，就是某官员的女儿，她是被强盗掳掠

而来，强占为妻的，十八年来，她强忍凌辱，一直在伺机报仇！

人证物证俱在，铁案难移，经过审讯，“绅士”无从抵赖，只得

供认不讳。

十八年前的大盗案，终于在黄益斋牧手里结案了。黄州牧

法办了盗贼———有钱的“绅士”；黄州牧同时又责令星子县，释放

了当年被拘禁的嫌疑犯，冤死的人得到了昭雪。

事后义宁州，从官吏到百姓，对黄益斋足智多谋，明察秋毫

和认真办案的态度，都十分惊奇和佩服。

故事哲理：冒牌的麒麟虽然也像真的一样，但实质上是一个

地道的水萝卜，仔细考察必然因表里不一而露出马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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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谋超人的法官

从前，非洲有一位国王，名叫巴瓦卡斯。巴瓦卡斯王经常听

到人们称赞某城有一位法官，说那位法官主持讼案不但公正，而

且遇到棘手的疑案，更显示出他巧于判断的才干。

巴瓦卡斯王决定微服走访，亲自考察一下这传闻是真还是

假。国王骑上自己的马，扬鞭朝那座城驰骋而去。来到城市前，

一个残废人奔过来乞求施舍。巴瓦卡斯王给了他几枚银币，正

要策马进城，残废人却又紧紧扯住了他的大衫。

“你还要什么呀？”巴瓦卡斯王问道，“莫非我没施舍你吗？”

“相公已经施舍我银币了，”残废人说，“只求你再做一件好

事吧。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中央的广场，在下便满足

了。如果我徒步走进城去，城里的马队和骆驼队会踩伤我的。”

巴瓦卡斯王将残废人拉到马背上，策马来到城内广场。国

王勒住马，可残废人却不想下。巴瓦卡斯王侧过身，说道：“下马

吧，我们已经到地方了。”

这时，残废人板起面孔，说道：“这匹马是我的，干吗催我下

马？！如果你不服气，我们去找法官论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见他们争执不休，人们纷纷劝道：“还是

到法官那儿去吧！”

巴瓦卡斯王与残废人走进法官诉讼室，这儿已坐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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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前后次序，法官开始受理一桩桩讼事。在他们走进之前，已经

有两个案子正待审理，一桩是学者和庄稼汉在争妻子，学者说妻

子是他的，庄稼汉说他很早就娶了这个妻子。听过他们的申诉，

法官沉思片刻，说道：“将夫人留下来吧，明天听候我的裁决。”

接着，油商和肉商二人走到法官面前，肉商满身污垢，油商

满身油渍。肉商手里握着一个钱袋，而油商紧紧拉着肉商的一

只手。肉商向法官控诉说：“我买了他的油，掏出钱袋正要付钱

给他，他却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企图将钱抢走。当然我不能放

过他，急速跑来请法官制裁这见利忘义的歹徒。您瞧，钱袋仍在

我手中，到现在他还抓着我的另一只手哩。钱是我的，岂容歹徒

抢走。”

油商向法官控告说：“事情并非如此。肉商来打油，我给他

打满一罐子油后，他求我把金币兑换给他。我掏出钱袋，刚放在

柜台上，他一把抓起便跑。可我追上了他，便抓着他的手来见

法官。”

法官沉思少顷，吩咐他们说：“将钱袋留在这儿吧，明天听候

我的裁决。”

现在，轮到巴瓦卡斯王和残废人了。巴瓦卡斯王向法官讲

了一遍事情的经过。法官平心静气地听着，然后询问残废人。

残废人绘声绘色地比划说：“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是我骑着自己

家的马，要进一趟城。这人坐在城门外，求我将他带进城里。可

进了城之后，他却赖着不下马，硬说马是他的。这简直是巧取

豪夺！”

法官思忖了一阵子，说道：“将这匹马留下吧，你们明天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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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

第二天，官衙内坐满了人，大家要看看法官是怎样评判的。

法官将学者与庄稼汉叫到厅前，对学者说：“请领走你的妻子

吧。”接着，又吩咐当差人重重打了庄稼汉二十五板。

此后，法官将肉商叫到厅前，对他说：“这个钱袋是你的，拿

去吧。”

肉商走后，法官指着油商喝道：“你也不例外，要挨二十五

板的。”

油商乖乖挨了二十五板之后，巴瓦卡斯王和残废人被唤到

前面。法官先问巴瓦卡斯王：“在有二十匹马的马群中，你能认

出自己的马吗？”

“我能认出的。”

“你能认出来吗？”法官又问残废人。

“马是我的，当然我会认出来的。”残废人胸有成竹地喊着。

“你先随我来一趟。”法官领巴瓦卡斯王走去。

他们一起走进马厩，这里拴着二十匹马。巴瓦卡斯王一眼

认出自己的马。当法官领残废人走进马厩时，残废人也认出了

那匹马。

法官回到前厅坐下后，毫不迟疑地对巴瓦卡斯王说：“牵走

你的马吧。”

耍无赖的残废人，也没逃脱二十五板。

断完三桩疑案，法官朝自家姗姗走去。巴瓦卡斯王悄悄跟

在他后边。

“怎么，你不满意我的裁决吗？”法官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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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很满意！”巴瓦卡斯王回答说：“我只想知道，您是怎

样判断妻子是学者的，而不是庄稼汉的；您是怎样断定钱袋是肉

商的，而不是油商的；我与残废人都认出了同一匹马，您又是怎

样判断马是我的，而不是残废人的！”

法官放慢了脚步，微笑着回答说：

“判断那女人是谁的妻子，方法并不难；今日早晨，我将她叫

到跟前，求她把我的墨水瓶灌满。她的动作很利落，先将墨水瓶

擦拭干净，然后再倒进墨水。显然，清理墨水瓶也是她的家务

活。假如她是庄稼汉的妻子，她不会干得那么利索的。无疑，她

是学者的妻子。至于金币的归属，我是这样鉴别的：昨晚，我将

金币浸在水罐子里，到今天早晨，我才检查水面上是否浮着油

珠。如果这一袋金币是油商的，几乎每一枚金币都被他拿过的，

总要沾上少许油渍的。可清净的水面上，没有一滴油珠。肉商

是老实人，这一袋金币是他的。至于鉴别那匹马是谁的，似乎有

一点儿难度。残废人同你一样，在有二十匹马的马群中，也认出

了那匹马。我立刻想到，在你们二人中，赖马的人是狡黠的，此

人记住了马的外表特征，这促使我全神贯注地留心马的反应。

当你走到马跟前时，它伸长了脖颈，亲昵地点着脑袋；可当残废

人抚摩它的时候，它却竖起两耳，抬起一只前蹄。这就是马对主

人和陌生人亲疏有别的两种反应。因此我敢断定，你是马的

主人。”

这时，巴瓦卡斯王才向法官道出身份：“噢，可敬的法官，请

你原谅，我并非游商，我正是巴瓦卡斯王。平时，常听人赞美你，

朕便决定微服私访。今天，朕已确信无疑：你是一位智谋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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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你需要什么奖赏，尽可直言。”

法官向国王鞠了一躬，深感慰藉地回答说：“我不需要任何

奖赏；刚才陛下的一番夸赞，足使下臣感到荣幸了。”

故事哲理：慎思才能公断，这是一个法官应具备的起码的

素质。

智退假珍珠

清光绪十八年，常州城内南大街上有家当铺，铺名叫“聚宝

当”；店里有个聪明的小伙计，名叫陈小安。

一天清晨，陈小安刚卸完门板，就见一个穿黑马褂，留着八

字胡的中年人走进当铺，掏出一个红绸布包，双手捧着搁到柜台

上。王掌柜打开一看，是一颗又大又圆又亮的珍珠。王掌柜拿

起珍珠细细地打量了一番问道：“你要当多少钱？”“一百两。”中

年人答道。王掌柜拿着珍珠又看了看，心想：这样的珍珠是少有

的，一百两值得，就转身喊了声：“入号！”大伙计提起笔来就开当

票：“绪字、五十四号，珍珠一颗，当银一百两，月利二成。”月利二

成，就是你若一个月内来赎，就得付一百二十两银子。那个中年

人接过银子后，把当票往袖管里一塞，点点头，笑咪咪地走了。

这时，陈小安走过来说：“师傅，您把那珠子看一看，我们会

不会看走了眼。”王掌柜想：你是店里最小的伙计，今天竟敢说我

师傅看走眼，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于是就气冲冲地说：“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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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说我看走了眼？”陈小安不慌不忙地说：“师傅，我看那人进

店时神色不对，您在看珍珠时，他又十分紧张；而您同意他当一

百两银子时，他马上面露喜气；当他一拿到银子，真恨不得一步

跨出门槛；所以我想师傅您还是再看看好。”王掌柜和众伙计听

他这么一说，不由得拿起珍珠走到窗口旁，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大伙越看越吃不准，王掌柜也慌了，赶忙叫大伙计把天宁、钟楼

等地的师兄弟请来。大家左看右看，谁也吃不准，只有大师兄

说：“最近听说有家作坊用琉璃做珍珠，这颗珍珠是真是假，只要

用小刀一刮就能辨出来。”说着顺手拿起小刀一刮，掉下来的不

是粉而是片片！原来，这是用琉璃做的假珍珠。

王掌柜一听，连晚饭都没吃，呆呆地坐在房里一动不动。他

想：这颗假珍珠，那人肯定不会来赎了，我卖儿卖女儿也赔不了

店主这一百两银子呀。想到这里，他解开裤带，往房梁上一搭要

寻死。陈小安抢步进来，拉住师傅说：“师傅，您怎么寻短见呢？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行不行？您拿出二十两银子来。我去试

试。”事到如今，王掌柜也无办法，只好把仅有的二十两银子，交

与陈小安碰碰运气了。

第二天一清早，陈小安带着二十两银子，来到常州最大的德

泰恒饭馆，在底层订了四桌酒席，并请饭馆里的人在门口贴上大

红启事：“‘聚宝当’王掌柜宴请常州全城典当业。”

第三天中午，常州全城典当业的人都到了德泰恒，场面很

大，外面看热闹的也很多，都伸着脖子往里看。酒过三巡，陈小

安左手托着红木盘子，右手指着盘中珍珠说：“各位师叔师伯师

兄，我师傅王掌柜一时走了眼，把一颗假珍珠当了一百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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