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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

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

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

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

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

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朋

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

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

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

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

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

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

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

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

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

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

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

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

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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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年）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

家和教育家。“鲁迅”是他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

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１８８１年９月

２５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的士大夫家庭，绍兴是一个有

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乡土的传统与民间的文化，深深地影响

着他的一生。

青年时代的鲁迅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

思想的影响。１８９８年他在南京求学，１９０２年去日本留学，原在

仙台医学院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

体痛苦，便改行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并于

１９０３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８年公开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

论》等论文，提出“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

士”。

１９０９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域外

小说集》，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１９１２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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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在文坛沉

默了近十年的他，１９１８年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于五四

运动前夕，在朋友的鼓动下，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

的基石。《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也

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Ｑ正传》等多篇

著名小说，并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从此

鲁迅迅速成长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６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

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

《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小说集《呐喊》是新中国文学的奠基作，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发表的中

篇小说《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１９２６年８月到１９２７年１０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

动，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南下，先后任厦门大

学中文系主任、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等职。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到

达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

１９３０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

迫害。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

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

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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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

《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

（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

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

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

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

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

等等。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这位２０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因肺

结核病逝于上海，成千上万的上海民众自发为他送行，在他灵柩上

覆盖者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１９５６年，鲁迅遗体

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同志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１９３８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

（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

多种。１９８１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全国各地先后建立了

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

（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Ｑ正传》、《药》等先

后被改编成电影。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

伯、世界语等５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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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分 析

鲁迅自从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便进

入了思想和创作的丰收期，陆续发表了《孔乙己》等多篇小说，

《呐喊》便是鲁迅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２年所创作的１５篇短篇小说的结

集，其中《不周山》一篇后来被收到了《故事新编》里。

《狂人日记》是集子的第一篇小说，小说中的“狂人”代表了

觉醒的知识分子，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写一个“狂人”的心理

活动。狂人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的束缚和压迫，以至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实社

会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制度是“吃人”的社会制度。半夜察

看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对吃人社会发出

了勇敢的挑战，相信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存在。小

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被誉为彻

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

《孔乙己》讲述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剧遭遇。是

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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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由于受到封建科举制度的

毒害，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什么也不会，一生穷困潦倒，成

了人们饭后的谈资。为了生活，时常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终于

得罪了举人老爷，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小说

通过对人物性格和遭遇的生动描写，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

朽，鞭挞了封建教育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小说用轻松风趣

的语调，讲述了一个沉重而辛酸的故事，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

力，是新文学中难得的精品。

《药》揭示了中国现代史上重大而发人深思的问题。小说描

述了华老栓用革命青年夏瑜的鲜血蘸成“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

的故事。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为了民众的解放与自由慷慨牺牲

了，可是他的鲜血却被民众当作治病的灵药，这是一种多么强烈

的反差，它有力地揭示了旧民主革命与民众的严重隔膜，揭露了

封建制度统治下人民的麻木和愚昧。作者高度赞扬了青年夏瑜

的高尚的精神和气节，痛惜民众的落后和无知。《故乡》是鲁迅

描写和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著名小说。小说以浓郁的抒情笔

调，描绘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破败的图景。闰土小时候天真

活泼、聪明勇敢，经过十多年生活磨难，竟然变成了卑躬麻木的

“木偶人”。小说通过对闰土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生活和精神的变

化的描写，揭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折磨

和封建观念的侵蚀下承受的深重灾难和人格的伤害。作者深情

地希望他们走出一条新的“路”，希望他们的后辈有“新的生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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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Ｑ正传》可以说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辛亥革命

前后的一个小村庄———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以“精神胜利法”

为主要特征的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就是为世人熟知的阿Ｑ。

阿Ｑ每天靠打短工维持生计。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

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

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辛亥革命的消

息刺激了他改变生存地位的欲望，他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

准他“革命”，并且勾结官府，把他充作“革命党”拉上法场枪毙，而

阿Ｑ对自己的悲剧至死不悟。小说通过阿Ｑ的命运表现了农民

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腐朽的传统思想的毒害下造成的人性的扭

曲，揭示了旧民主革命的脱离群众和不彻底性。鲁迅怀着“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塑造了阿Ｑ这个具有巨大典型意义的人

物形象，表现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作品发表后在国内

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杰作。

其他反映农村生活的还有《风波》和《社戏》。《风波》描写张

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水乡引发的一场小风波。辛亥革命在推翻了

清王朝以后，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也没给农民多大的

希望。农民除了剪去一条辫子外，一切仍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

下。张勋复辟帝制的消息传来，封建势力又嚣张起来，失去辫子

的农民陷入被杀头的恐慌。随着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农村又和

以前没什么区别。小说通过对这场风波的描写，从一个侧面揭

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社戏》则以优美抒情的笔调，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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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者童年生活中一段美好的记忆，刻画了农村儿童天真勇敢、

淳朴无私的性格，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

《明天》和《一件小事》反映城镇劳动者的生活。《明天》中贫

苦无助的寡妇单四嫂在救治病儿时盼望“明天”能出现好转，但

“明天”给她带来了丧子的更大不幸。作品以沉重的笔调描写了

劳动妇女的凄惨处境。《一件小事》赞颂人力车夫舍己助人、真

诚无私的品质，表现了作者自愧自省的精神。

其他几篇作品都反映出鲁迅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从不

同角度表现了严肃的主题。《头发的故事》叙述在剪辫子问题上

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斗争，表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端午

节》通过对方玄绰形象的描写，批评一些知识分子自私狭隘、软

弱妥协、随遇而安等弱点。《白光》描写一个梦想升官发财的旧

知识分子在科举落第后发疯致死的故事，鞭挞了这类人的卑污

心理。《兔和猫》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鸭的喜剧》记述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居住北京期间用养小鸭

的乐趣来排除寂寞的失败尝试，说明企图用点缀生活的方法排

除黑暗社会造成的寂寞是不切实际的。

《呐喊》中的小说的写作时期位于我国新旧文学的交替时

期，它们把深刻广泛的历史内容和高超的文学技巧结合在一起，

最终铸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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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

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

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

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

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

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当铺的

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

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

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

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

籽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

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

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Ｎ进Ｋ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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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

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

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

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

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Ｎ

去进了Ｋ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

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

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

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

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

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

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

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

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

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

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

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

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

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

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着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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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

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

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

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

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多有学法政理化以

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

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

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

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

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

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

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

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

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

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

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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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

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

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

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

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

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

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

的意思了。

Ｓ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

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

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

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

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

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

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

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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