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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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年），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幼年丧父，１１

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

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在社会底层饱尝人间的苦

难，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

现实的途径。１８９２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

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作品

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积极思考生活的意义

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１９０１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１９０５年革命

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１９０６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

《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

了新的高峰。１９０５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

一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充斥于思想、文

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１９０８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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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但得到他的

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

命的战斗精神。

他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

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

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１９０９年）、《夏天》

（１９０９年）、《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意

大利童话》（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俄罗斯童话》（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以

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

间》（１９１３—１９１６年 ）。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身体欠佳，仅写了关于列

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

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阿尔塔莫

诺夫家的事业》（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等几部作品。１９２１年，他遵照

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１９３１年回国之后，续写从１９２５年起着

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

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１９３６年他去世前还写了

《苏联游记》（１９２９年）、《英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

雷乔夫等人》（１９３２年）、《托斯契加耶夫等人》（１９３３年）、《瓦

萨·日烈兹诺娃》（１９３５年），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

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

重大贡献。

无论是短篇佳作还是长篇巨著，高尔基始终将普通人的美

好品质和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了

他们的无垠的精神世界。《海燕之歌》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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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为什么长久地、永不泯灭地留在人们心

田并激发人们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这最好用高尔基自己的

话来回答：“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

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

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人们要从英雄的灵魂和躯体

里汲取力量……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联第一次作

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高

尔基的作品自１９０７年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他优秀的文学作

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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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析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讲述的是

高尔基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跟随脾气暴躁的日渐破落的小染

坊主外公，以及外婆生活的一段童年生活。外祖父开了家染坊，

但随着家业的衰落，他变得吝啬、贪婪、专横、残暴，经常毒打外

祖母和孩子们，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

有一次，阿辽沙因为染坏了一匹布，竟被他打得昏死过去。

他还暗地里放高利贷，甚至怂恿帮工去偷东西。两个舅舅也是

一样的粗野、自私，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疯狂虐待自己的

妻子。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阿辽沙

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也不乏温暖与光明。

这就是以外祖母为代表的另外一些人，另外一种生活。外祖母

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对谁都很忍让，有着圣徒一般的

宽大胸怀。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辽沙敏感而孤独的心，她还

经常讲一些怜悯穷人和弱者、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给阿

辽沙听，她对阿辽沙的影响，正像高尔基后来写的那样：“在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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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

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

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另外，还有乐观纯朴的小茨冈、正直的老工人格里戈里、献

身于科学的知识分子“好事情”，都给过阿辽沙以力量和支持，使

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逐渐成

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在《童年》中 ，高尔基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形象，以叙事的

方法，把我们带回１９世纪后期，那个在暗淡油灯摇曳中，四处氤

氲弥漫的古老的俄罗斯家庭；以一种平静的口气来叙述一切，在

这种平静中，高尔基客观地、不加评论地描述着这些丑恶，但这

却成为暴露丑恶最成功的揭露手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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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昏暗窄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躺在地板上。

他穿着一身白衣裳，光着脚，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

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成了两个黑洞；龇着牙咧着

嘴，他像在吓唬我。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

父亲梳理着头发。

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眼泪不停地

从她肿大了的眼泡里流出来。

姥姥紧紧拉着我的手，她也在哭，浑身发抖，弄得我的手也

抖起来。

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愿意去，我心里害怕！

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我不明白姥姥反复给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死了，你再

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任何一句话。尽管现在穿一身黑衣

服，她显得脑袋和眼睛都出奇的大，挺奇怪，也挺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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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父亲看护着我，可是后来，我姥

姥来了，她来照顾我了。

“你是哪儿的呀？”

我问。

“尼日尼，坐船来的，不能走，水面上是不能走的，小鬼！”

她回答。

在水上不能走！坐船！

啊，太可笑了，太有意思了！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

卡尔麦克老头儿；沿着楼梯，可以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头向

下栽下去。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

来的人。

“我怎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

她笑嘻嘻地说。

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领着我

立刻离开这儿。

因为我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定，她可是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

过，她一向是态度严厉的。

母亲人高马大，骨头坚硬，手劲儿特别大，她总是打扮得利

利索索的。

可是如今不行了，衣服歪斜凌乱，乌七八糟地；以前的头发

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套拉在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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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肩上，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

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

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哗哗地流。

门外嘁嘁喳喳地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

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

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

窗户用黑披肩遮着，来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抖抖

有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着玩

着，突然天上一声雷响，吓得我大叫一声。

父亲哈哈哈地笑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别怕，没

事儿！”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没站

稳，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在了地板上。

她双目紧闭，面孔铁青，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滚出去，阿

列克塞！关上门。”

姥姥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打着

滚儿，痛苦地呻吟着，把牙咬得直响。

姥姥跟着她在地上爬着，快乐地说：“噢，圣母保佑！”

“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留莎，挺住！”

太可怕了！

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来回碰他，可他一动不动，好

像还在笑！

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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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滚来滚去。

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我的主，是男孩！”

点着了蜡烛。

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

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

下着雨，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

在墓坑。

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

盖上。

站在坟旁边的，有我、姥姥、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

的乡下人。

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埋吧！”

警察下着命令。

姥姥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捂着脸。

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往坑里填土。

土打在水里，哗哗直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往

坑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了下去。

“走吧，阿列克塞！”

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挣脱了，我不想走。

“唉，真是的，上帝！”

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在那儿，

坟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刮起风来，雨给刮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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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啪叽啪叽地响。

姥姥领着我，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走向远远的

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时，

她说。

“我不想哭。”

“噢，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好！”

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气，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

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不许哭！”

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走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两边

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

“可能出不来了，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

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

向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

我本能地跳了起来。

“噢，别怕！”

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又把我放到了包

袱上。

水面上灰雾茫茫，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马上就又消

失于浓雾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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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双手枕于脑后，靠着

船站着，一动不动。

她脸色铁青，双腿紧闭，一声不响。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都变了，我觉得她越来越

陌生。

姥姥常常对她说：“瓦留莎，吃一点东西吧，少吃点儿，

好吗？”

母亲好像没听见，依旧一动不动。

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

儿，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

她像是有点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

“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奇怪。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个木匣子。

姥姥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

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

她有点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棺材，她俩走了。

我还在舱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吧？”

“你是谁？”

“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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