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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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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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花

在隋朝末年，丹江北岸有一户姓李的人家。母亲已经六十

多岁了，又双目失明，长年病卧在床；儿子李玉，善良勤劳，对母

亲非常孝顺。他们家境贫寒，完全靠李玉每天上山砍柴换些粮

米来度日。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贫苦，还能将就过

得去。

不料睛天一声霹雳，昏君杨广要到杭州观赏琼花，征集天下

百姓前去开挖运河。只有能捐白银百两或进贡奇花异草一盆者

方可免除劳役。富人家或送银两，或送花草，都免除了劳役。李

玉家贫，哪有银钱和奇花异草进贡？他忧心如焚，愁苦不堪。想

对母亲说，又怕加重母亲的疾病，只好眼泪往肚里咽。这一天，

眼看到了限期，李玉上山砍柴，想着自己马上就要被迫离家了，

母亲两眼看不见东西，身子又不好，又没个三亲四邻招呼，岂不

要活活饿死？真是越想越愁，半晌间头上竟添了不少白发。急

中生智，他忽然想到圣旨上说要健壮的男子，要是把自己弄残

废，不就可以留家了吗？想到残废，他心中不由打了个寒战。他

见过不少缺脚少手的人，那个作难劲儿，他每次看见就心疼。可

是想来想去，不走这条路又无别的办法，就咬咬牙，狠狠心，把眼

一闭，抡起胳膊向岩石上摔去。只听“啪”的一声，胳膊摔断了，

鲜血顺着袖筒往外流。他两眼一黑，疼昏了过去。

李玉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忽听有人呼唤。睁眼一看，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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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站着八个陌生人，其中有个跛脚老道，从葫芦里倒出几粒金

灿灿的药丸，放在嘴里嚼嚼，吐到手上，撩起李玉的衣袖，轻轻地

敷到胳膊断裂处。李玉觉得奇痒，用手去摸，那断裂处已愈合得

严严实实了。李玉知道遇着神仙了，忙起来磕头拜谢。

那跛脚道人扶起李玉，问他为何年纪轻轻的，自己损害自己

身子。李玉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末了说：“仙长好意给我治伤，可

我还得再摔断，不然谁来照管我母亲？”

原来这八位神仙正是东海八仙，云游路过此地，听了李玉的

诉说，八仙很是感动。何仙姑从花篮里取出一件绣球般的大花，

递给李玉说：“我等乃东海八仙，今赠你仙花一株，你可将它献给

官府，免除劳役。”李玉接过仙花，连忙跪地谢恩。抬头看时，八

仙已驾云头回东海去了。

李玉肩挑柴担，手捧仙花回到家中，找到一只旧瓦盆，盛上

沙土，浇足水，把那仙花插进去。那仙花果然不同凡物，一夜之

间竟生根发芽，又抽出几条新枝，开出几朵新花来。

李玉把花送进县衙，县官见此花花团锦簇，光彩照人，心中

十分欢喜，当堂免去了李玉的劳役。县官询问花的名称，李玉感

谢八仙相救之恩，就说花名叫“八仙花”。

后来人们见这花的花朵像绣球一般，又把它称为“绣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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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青

很久很久以前，山上有个打柴的年轻人叫万青，河边有个打

鱼的小伙子叫李年，两个人交上了朋友。虽说他俩都是靠下力

气吃饭的人，可是一有空闲总爱在一起读读书，写写字，懂得了

不少道理。他俩有了好衣分着穿，有了好饭一起吃，那个亲热

劲，比亲弟兄还亲哩。

有一天，万青上山打柴，采到了一株千年灵芝草。他高兴地

跑回家里，正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年兄弟，想不到李年也兴冲

冲地跑来找他，说是今天在一个深潭里打鱼，谁知打出了一只草

筛子大的蛤螺，弄到家一剥，嘿！竟剥出一颗鸽子蛋那么大的夜

明珠。说着便把那颗闪闪发光的宝珠拿给万青看。万青笑着

说：“咱弟兄俩今天算是双喜临门了，我在山上采到一株千年灵

芝！”说完把灵芝拿给李年看。兄弟俩商量着先打点酒买点菜庆

贺一番，再决定怎样处理这两件宝贝。于是由万青看守着夜明

珠和灵芝草，李年到城里去买东西。

李年进了城门，见许多人在墙下围着乱嚷嚷。他走近一看，

啊，原来是贴着皇榜，上面的意思是：皇帝的母亲突然双目失明，

经御医诊断，需用千年灵芝配药，用夜明珠擦眉，方能重见光明。

有献二宝者，赐高官厚禄。李年要揭皇榜，可是转念一想，得回

去跟万青大哥商量商量再说。

李年回到万青家里，把皇榜的事给大哥说了一遍。万青说：“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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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山高皇帝远，若揭了皇榜，那些赃官们见宝眼红，宝物被抢走不

说，恐怕咱弟兄俩的性命也保不住。”李年说：“那咱就把宝贝藏好，

悄悄地带到京城里献给皇帝吧！”万青说：“对！就这么办！”

他俩把夜明珠和灵芝草用破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然后扮成

讨饭的，带着宝贝上路了，他们走呀，走呀，翻过了一架架山，渡

过了一道道河。这一天，他俩走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

路越来越难走，带的干粮也不多了，又找不到水喝。更糟的是万

青这时又生了病，一步也走不动了，李年就背着他慢慢走。沙地

虚呼呼的，一落脚就陷住了脚脖子，万青说：“兄弟，照这样走法，

啥时候能走出沙漠？你放下我自个儿带着干粮走吧！你能多吃

几天，或许能走出沙漠的。”李年说：“大哥，可不能说这样的话，

我就是一寸一寸地向前爬，也要把你背出去。万一出不去，咱俩

就死在一块儿！”万青说：“我这会儿口渴得厉害，你想法给我找

口水喝。”李年把万青放在地上，带着葫芦去找水。他找呀，找

呀，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小水坑。他捧起一捧一尝，啊！好甜

哪！可是他只喝了一口，想起万青大哥比他渴得更厉害，把水葫

芦装满后，才俯下身子把剩下的泥水喝个精光。

李年提着水葫芦跑回来，老远就看见万青大哥在沙地上躺

着，便一边跑一边喊：“万青大哥，有水啦！有水啦！”可是万青却

像没有听见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李年慌了，跑到跟前一看，

见万青大哥脖子上勒着一根布条，两头紧紧地缠在手腕上。李

年急忙解开布条，把万青大哥抱在怀里，又掐人中又高声喊叫，

可是已经晚了，万青大哥的身子慢慢地凉了。李年放声大哭起

来，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最后竟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

长时间，一阵凉风把李年吹醒了，这时他才看见大哥的衣襟上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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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斑斑点点的血迹，掀开一看，原来是大哥留给自己的血书，上

面写着：“兄弟同行，难出险境，莫悲莫痛，速速前行！”李年明白

大哥是为了不连累他才自缢身亡的。李年一捧一捧地撮着黄沙

埋葬了大哥。他怕后来认不清大哥的坟墓，就拔了一棵叶子又

长又硬的野草栽在坟上当标记；又怕天旱野草难活，就把那葫芦

水咕嘟咕嘟都全浇在了野草根上。他对着坟墓磕了几个头，便

带着干粮和宝贝上路了。

李年忍饥挨饿走了几天，终于走出了沙漠，来到了京城，献

上灵芝和夜明珠，治好了太后的眼睛，皇帝真的封赏了他。

李年没忘记万青，骑着快马，带着奴役，去寻找哥哥的坟墓，

准备将大哥尸骨带回京都安葬。

找到埋葬万青大哥的地方，那情景使他大吃一惊：他栽的那

棵野草已经繁衍开来，把坟墓都遮严了。一丛丛利剑似的叶子

又青又硬，每一棵中间都结着一簇血红血红的圆果。坟墓掘开

以后，万青大哥的尸体却无影无踪了。李年便把那一丛丛奇草

带回京城，种在自己的花园里，亲自浇水施肥，那奇草越长越

茂盛。

一天，皇帝来到李年的花园里赏花，看见那一丛丛奇草，便问李

年那叫什么名字。李年就把万青大哥的事说了一遍。皇帝很受感

动，说道：“万青，李年，一对好朋友，就叫它‘万年青’吧！”

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人们就把万年青当作兄弟友谊的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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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丹花

据说，哪座大山底下埋藏着煤炭，那个山顶上就会开山丹

丹花。

山丹丹花是鲜红的，美丽的，简直没有什么花能比得过。山

丹丹花为什么那么鲜红？为什么那么娇艳？为什么在埋藏着煤

炭的山顶上盛开？———很多年前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山西大同的七峰山下，刚有了用土法开采的煤窑。矿工

们就在几十丈深的地底下挖煤。人离开空气不能活，煤窑底下

也得有充足的新鲜空气———这就叫“通风”。

那时在许多矿工中间，有一个最能干的老矿工叫刘万昌，他

从小就下煤窑，几十年来，他学透了窑底下的各项本领，还最懂

得窑下的“通风”。

有一个姓马的窑主，他想要发更大的财，就又开了座新窑。

凿开山洞，直挖了两年，才挖到煤层上。黑油油的煤层足有三四

尺厚；窑主看着那些闪光的黑色的金子，乐得三天三夜没睡觉。

窑主正乐得脚丫子朝天的时候，窑上管事的跑来了。管事

的气喘吁吁地说：“坏啦，窑底下的风没啦！”

窑主一听窑底下没有了风，身子立刻就凉了半截。

他问管事的：“怎么办？”

管事的也问他：“怎么办？”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脑袋上都冒出了热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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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管事的忽然想起老矿工刘万昌来。他说：“我

一时急得糊涂了！我们找刘万昌去。”窑主说：“你想得倒容易；

这时去找刘万昌，那个宁折不弯的老家伙，他会痛痛快快地给我

们帮忙吗？”

窑主说得一点不假，老矿工刘万昌是有点别拗脾气的。平

常日子，要是工人们有事求到他，那他一顺百顺，一说就通。唯

独窑主有事求他，他总是一口回绝：“我没拿你这项工钱 ，不伺

候！”多少年啦，都是这样。

管事的说：“主家，不怕！这事包在我身上。”

窑主说：“只要他答应给新窑通风，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管事的说：“只要肯花钱，还怕他不听使唤？”

管事的说完，就去找老矿工刘万昌。一进门，就满脸带笑地

跟刘万昌说：“老刘头，主家特意派我来找你。有点小事非你帮

忙不可。”老矿工说：“主家有事求我，好说。”管事的说：“咱们新

窑风不通了！”老矿工抢着说：“想找我给通风？”管事的咧开大

嘴，哈哈一笑说：“你真是聪明人，一猜就准。”老矿工说：“让我通

风，得先说说条件。”管事的满口应承，说：“条件好办。你要多少

钱，张口就行。”

老矿工笑嘻嘻的，只是不说话。管事的把大拇指一伸，说：

“这样吧，你给新窑通风，我立刻给你一个整数———一百两银

子，怎样？”

老矿工还是笑，只摇了摇头。管事的说：“你嫌少，给你二百

两，怎样？”

老矿工还是笑着，摇着头。

管事的说：“那就再添一百两———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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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矿工还是摇着头。管事的一直往上添：四百两，五百两，

六百两……最后说：“一千两吧！”可是老矿工一直笑着，摇着头。

管事的看老矿工总不答应，把两手一张，装出十分可怜的样

子说：“我说的你总嫌少，那你就自己说吧。”

老矿工把笑脸一收，不慌不忙，十分严肃地说：“让我给新窑

通风，就是给我一座金山 ，一片银海，我也不干！用金子、银子，

别想买动我的心。———想叫我给通风，只要窑主答应我三件事

就行。”

管事的赶忙向前走了一步，躬着腰，说：“行！行！什么事？

你快说！”

老矿工说：“我说出来就得算！”

管事的连忙点头。

老矿工说：“第一件，我把新窑的风通了，你们雇的那些大小

工头，下井的时候，手里不准再拿鞭子。”管事的倒吸了一口气，

说：“不准再拿鞭子？”老矿工斩钉截铁地说：“嗯！你们不愿意，

那就干脆别往下谈了。”管事的连忙哀求着说：“你再说第二件。”

老矿工说：“每年一到夏天，煤卖得少了，你们就解雇工人；以后

凡是冬天用的人，夏天也不能无故不用。”管事的说：“这个……”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行！你再说第三件。”老矿工说：“每年

腊月十八，你们说是窑神爷的生日，给窑神爷做寿，让大家白挖

三天煤。以后不管什么窑神爷生日，还是窑神奶奶生日，反正干

一天，你们就得照样给工钱。……我的三件事说完了。你们要

是答应，咱们就写个字据，当众讲明，我立刻就把新窑洞的风通

好。”

管事的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回去和窑主一说，把窑主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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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跳三尺高，说：“好啊！他想破坏我开窑的老规矩。去！去！

立刻派人把他抓来。倒要看看他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

管事的赶忙劝窑主：“依我说这样办……”他凑到窑主的耳朵上，

“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阵，说得窑主一个劲地点头。

窑主派管事的把老矿工请来，一起来到新窑上。把窑上窑

下的工人都叫来了，当着大家，窑主答应了老矿工的三件事，还

写下字据，按上手印。

当天，老矿工自己下了趟窑，回到家里，跟他的老伴说：“老

伴，你把咱们烧坑的那个灶火门打开吧。”老伴问：“干什么？”老

矿工说：“我打破了窑主订下的那些老规矩，等窑下的风一通，他

们绝不会饶我的。你记着：咱们这个灶火门是管窑下通风的，把

它打开，窑下就有风；关上，窑下的风立刻就断了。我若是被他

们暗算了，事情一有变化，你就拿这个法宝治他们。千万别让他

们的金钱买动心啊！”

果然没出老矿工所料：窑下的风一通，过了两天，窑主认为

没有事了，就派狗腿子硬把老矿工叫去了。到他家里，先是客客

气气地商量，想让老矿工自动撤回他提出的三件事：把窑主当着

大家按了手印的那个字据送回，再当着大家的面撕毁了。窑主

告诉老矿工：要是他这样做，就可得到荣华富贵；不然，就要受到

惩罚。可是无论窑主怎样软的哀求，硬的吓唬，老矿工只狠狠地

说了两句：“想让我照着你的道儿走，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老

矿工这样一说，真把窑主气炸了，他向旁边站着的狗腿子口努了

口努了嘴，说：“好！把他拉到后山去！他不答应撕毁字据，就给我

整治他！”

老矿工被几个狗腿子架到七峰山的山脚下，狗腿子扬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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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的鞭子，吼叫着：“你答应不？”老矿工挺直了身子，昂起了

头，冷笑了一声，说：“你们的鞭子吓不倒我！”

狗腿子吆喝着，一鞭子，一鞭子打到老矿工的身上。老矿工

忍着痛，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山顶上走。鲜血溅在山上。等爬

到山顶，老矿工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狗腿子们又像一伙强盗，拥到老矿工家里，向老婆婆要那张

字据。老婆婆问老矿工在哪里，狗腿子们说：“打死在山顶上

了。”老婆婆哭着说：“你们打死他，想摆脱你们答应下的三件事，

你们算白想了！———我照样能叫风不通。”

狗腿子们根本不管老婆婆怎么难过，翻箱倒柜地把字据给

翻了出来，拿到窑主面前请功去了。

窑主心想这下子可好了：窑下的风通了，刘万昌也死了，字

据也毁了———就只剩下痛痛快快地往外挖煤发财啦。他越想越

得意，越想越欢喜，立刻吩咐管事的摆酒席庆贺。哪想到 ，窑主

刚刚把酒杯端起来，还没喝上半口，新窑上送信的人来了，说：

“糟啦！———窑下的风又没啦！”

窑主和管事的又都瞪了眼，都说：“刘万昌已经打死了，可怎

么办？”一个狗腿子从旁边插了一句：“刘万昌的老婆说，她也会

通风。”

窑主没办法了，只好又打发管事的来找老矿工的老婆。老

婆婆只是一口咬定：非得窑主重新答应那三件事不可。

窑主屈服了，窑下的风也就通了。

过了没多久，就在山上老矿工流过血的地方，长起了茂盛的

鲜艳的山丹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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