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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千年的曙光已照耀全球，新世纪的教育面临更大

的挑战与机遇；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学生减负的大力推

行，基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等等，都对新世纪的教

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者，关

键在于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

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

识与培养素质的关键时期，应该及早认清自己，进行自我

设计，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他们

必须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更为敏锐的触觉、更为广博的

知识，才能适应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才能肩负起

建设好祖国、造福人类的重任。人才的成长，除了主观因

素外，在客观上也需要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其中，能

否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优质图书，对于中小学生，在某

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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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门类博杂、囊括百科，举凡天文、地理、动物、

植物、历史、文学、语言、建筑、科技、美术、音乐、绘画、饮

食、体育、军事、卫生以至学校图书馆各个类别的图书都

有涉及和介绍。丛书主要表现在观点新、题材新、角度新

和手法新，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形式活泼，语言流畅，通

俗易懂，富于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书将成为广大

中小学生增长知识、发展智慧、促进成才的亲密朋友。

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的中小学生一定为当好新世

纪的主人，知难而进，从书本、从实践中吸取现代科学知

识的营养，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思路更敏

捷，更聪敏能干，成长为杰出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华民族

的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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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路温舒 “编蒲”抄书

西汉时期，巨鹿东里 （今河南新郑）有个７岁的牧羊小

孩，名字叫路温舒。他家里很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

顿，没法子每天都要在牧羊时挖些野菜回来充饥。但是，他

很想读书，看到那些在学堂读书的儿童，非常羡慕。一听到

读书声，就要竖起耳朵听；一看到村里的学堂，就出神地望

着，舍不得离去。他常常想，如果我能一边放羊，一边读

书，那该多好啊！

本来，放羊的时候也是可以读书的。可是在西汉的时

候，书籍主要是竹木简做的。这样的书，不但价钱很贵，而

且质量也很重。路温舒哪里买得起这样的书。即使他有了这

样的书，放羊的时候要带去阅读也非常不方便。为此，他感

到十分苦恼。

但是，这没有难倒聪明的小路温舒。为了读书，他一有

空就偷偷地躲在学堂外偷听。老师在学堂里面教，他就在窗

外默默地念。他的记忆力很强，听了老师读几遍他就会读。

没多久，不少文章他就会读、会背了。

会读，还得会写，怎么办呢？路温舒一边牧羊，一边在

地上划字，在树上划字，可这满足不了他的要求。有一天，

路温舒赶着羊群来到一个池塘边，看见那里长着一丛丛的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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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又宽又长。他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种蒲草这么宽，

不是很像古代抄书的木简吗？用它不是一样可以写字，可以

做成书吗？这样的书，不仅不用花钱去买，而且也比竹木简

做成的书要轻便得多，牧羊时就可以带着去阅读了。于是，

他就采了一大捆蒲草背回家里，切成跟竹木简一样长短的片

子，编织起来。然后向人家借来了书，挤时间抄写在加工过

的蒲草上面，做成一册一册的蒲草书。

有了蒲草书，路温舒就不愁没书读了。他每次出去牧

羊，身边都带着这种蒲草书，一边牧羊一边读。读完一本，

再抄—本。路温舒这样克服困难，勤奋读书的事迹很快在乡

里传开了。学堂里的老师听到后，很受感动，也抽空教他，

给他解疑答难，还帮他借来了 《尚书》。路温舒借到 《尚书》

后，日夜攻读，编蒲抄写，以惊人的毅力将 《尚书》５９篇

全部抄完，而且基本上会背。

１５岁那年，路温舒在听洛阳一学者讲 《尚书》时，竟

滔滔地念出 《尚书》中 《夏书》一卷中的一大段，指出那位

学者讲解中的失误地方。那位学者和在场听众看到这位少年

知识如此渊博，记忆力那么强，都钦佩不已。

路温舒经过多年刻苦学习后，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便请

求到狱里去做小吏。在做小吏时，他继续刻苦钻研，学习当

时的律令，因而被提升为狱吏。县里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找他

出主意，想办法。他后来写的 《尚德缓刑书》一文中的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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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牢”、“死有余辜”等精炼的语言，成为后人常用的成

语。

路温舒不怕困难，刻苦学习，终于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从一个放羊娃成长为西汉时期一个有名的法律学家，对当时

的刑法提出过很好的意见。

冯伟节边耕边教

北齐时，乡村教师冯伟节，不贪富贵，自食其力，边耕

边教，闻名当世。

冯伟节名传，中山安喜 （今河北定县）人。他身材高

大，相貌魁梧，人们见了他都不禁肃然起敬。他少年时便跟

着著名教育家李宝鼎学习。李宝鼎把他当做高材生着意加以

培养，经常提一些难题考问他，启发他思考。每次提问，都

得到满意的回答。结业后，冯伟节回到家里，继续读书，三

十年如一日，成了 “无所不通”的学问家。更可贵的是，他

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和为人高洁的品德。他得山的结沦

是，一个人自食其力是最可贵的，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于

是，他选定了 “蚕而衣，耕而食”的生活道路，并以当乡村

教师为自己的职业，实行边耕边教。

他带领全家养蚕织布，下地耕耘，穿上家人缝制的粗布

衣服，吃着自己耕种得来的粗粮淡饭，感到心里踏实和快

乐。在讲课时，也经常鼓励学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学生

和家长们按规矩每年给先生送来 “束 ” （学费），他一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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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说：“我靠自己的劳力已经够吃够用了，教育年青

人是我应该做的，哪能收你们的钱！”学生见老师 “箪食瓢

饮”，生活太清苦，劝解说： “孔夫子都收 ‘束 ’哩，先生

收点学费可以改善改善生活嘛！”冯伟节笑笑说：“孔夫子还

不赞成稼穑哩！他是圣人，我们是老百姓，不能全学他！”

一天，有人报安喜县令来访，冯伟节一听县令到来，便

告诉弟子说：“就说我病了，不能接见。”说罢走进室内，躺

在床上。原来，北齐武帝派自己的弟弟赵郡王高琛为定州刺

史，高琛一到定州，就打听到冯伟节是位有学识、有志气的

人，一连发布三次命令，要安喜县县令催促冯伟节来州府辅

佐他。冯伟节得到这个消息，便想法躲开，—听县令亲自登

门，知道必为此事而来，便装病不予接见。县令见不到冯伟

节，不知如何向赵郡王交差，心急如焚。只见门外一骑飞

至，一位州官驾列，对县令说：“王爷要我来催问，请赶快

让冯伟节到州府报到，不然王爷就要亲自来了，那时你可承

担不起！？县令一听，更加着急，他大声哀求道：“冯先生！

冯先生！你赶快去吧！不然，我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冯伟节听县令在外面苦苦哀求，无奈只好走出来。县令

一见冯伟节出来，欣喜若狂，连忙上前打躬作揖：“好先生！

王爷催得要紧，你不去可是不成呀！”说罢，毕恭毕敬地为

冯伟节整理衣服，把挂在墙上的靴子取下来，帮冯伟节换

上。在县令与州官的催请下，冯伟节只好跟他们前去见赵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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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年轻的赵郡王高琛听说冯伟节请来了，自然满心欢喜，

以为只要得到冯伟节的辅佐，就可以在定州干出一番事业

来。他走出议事厅，下阶迎接，拉着冯伟节的手说：“不必

行礼，你来了就好了。”当下，请冯伟节到宾馆先住下，慢

慢再安排官职。第二天，赵郡王来看望，征求他对官职的意

见，并说准备以推举秀才名义向齐武帝推荐。冯伟节一听，

赶忙谢绝说：“我是一个粗野的农夫、乡村教书先生，见识

浅陋，决不宜做官。”王爷倒也不勉强，只是狡猾地说：“那

就慢慢商量吧！”

赵郡王让手下官员好生款待冯伟节。冯伟节住在宾馆

里，虽然生活优越，但心里却十分焦急。他想念着家人，想

念着田里的庄稼，特别想念自己的学生们。他一再上书请求

放他回去，但赵郡王始终挽留他。他度日如年，如蹲监狱，

心里更加厌恶官场。就这样，过了一年多，赵郡王终于感到

挽留不住了，只好同意放他回去。临行时，赵郡王命侍从运

来一大批礼品，让冯伟节带回去。冯伟节却一毫不取。赵郡

王生气地说：“如果你一点礼品都不收，那就是看不起孤家

了！”冯伟节见不收一点东西下不了台，就从礼品中拿出一

件衣服带了回去。

冯伟节回乡后，麻烦接二连三地又来了：郡守、县令等

各级官员知道王爷看重冯伟节，便都带着羊酒礼品，纷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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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拜访。冯伟节告诉弟子们，凡是官府来人一概不见，送来

的礼品一概不收。他依然过他的边耕边教的勤苦生活，直到

老死。

２．勤学苦思的沈括

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冈维尔

和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上，把中国古代科学家沈括，称

做是 “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沈括 （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字存中，北宋时钱塘 （今浙江杭

州市）人。他从小就跟着在外地居官的父亲走南闯北，到过

四川、福建、河南、江苏等许多地方，使他开阔了眼界，增

长了见识。后来，他有机会到国家的昭文馆编校书籍，这里

藏有许多民间难以看到的珍贵图书。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条

件，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使学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沈括酷爱读书，但不迷信书本，遇到问题总爱琢磨思

考。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注释的 《古文尚书》，在当时被认为

是权威性的著作。沈括在学习中却大胆地提出了好几处疑

义，并作了详细的考证。有一年四月，他到深山里游玩，看

到山里桃花开得正盛，而山下的桃花却早已凋谢了。他联想

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两句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

始盛开”，觉得非常贴切。可是，为什么山里的桃花就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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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呢？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终于弄清了地势、气温与开

花时节的关系。还有一次，他到河北去，沿着太行山向北

走，看到山崖的石壁上嵌着许多螺蚌壳和鹅卵石，就像一条

很长的带子。他想到书上沧海变桑田的说法，进行了细致考

查，得出了华北大平原是河水夹带泥沙在海口沉积而形成

的，而黄土高原则是冲到大海里的泥沙，日积月累，渐渐高

出海面形成的陆地。他的这一论断比英国郝登发现流水的浸

蚀和搬运作用，要早７００多年。

沈括不仅爱读书，也很注重实践。他为了制作指南针，

做了许多次实验，他制作指南针的办法，光是留下文字记载

的，就有四种之多。他为了算出北极星的位置，连续三个

月，每天夜间用 “窥管”观察天象，把上半夜、半夜、下半

夜北极星的位置都画在图上，一共画了２００多张，终于掌握

了北极星移动的规律，准确地算出了北极星的位置。此外，

他还发明和改进了许多天文仪器。

除了实践外，沈括还虚心向有经验的劳动人民学习。据

林灵素写的 《苏沈内翰良方序》记述：“公凡所至之处，莫

不询究，或医帅，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

隐者，无不求访。”一次，他到河北磁州，看到当地锻坊的

工人锻炼纯钢，就把他们的方法详细地记录下来。他还研究

了羌族人民冷锻铁甲的方法，研究了冷锻和热锻的区别，在

我国冶金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在长期的调查访问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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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记录了很多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如 “布衣”毕癉发明

的活字印刷术；治河工人高超关于合龙堵合的先进方法；木

匠喻皓所著而早已失传的 《木经》一书的内容及其建筑成

就；平民天文学家卫朴编制的 《奉元历》等等，他都详实明

确地予以记载，给后世留下了珍贵丰富的史料。

沈括的钻研精神是很顽强的。为了弄通一门学问，往往

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１０７６年，沈括接

受了编制 《守令图》（即天下州县图）的任务，他实地考察

了许多地方的山脉、河流、道路、地势，获得了制图的第一

手资料。经过反复勘正，用了１２个年头，终于完成了由１２

幅地图组成的地图集。他绘制的地图无论在比例尺、方位和

精确度方面，都比前人有显著的进步，推动了我国地图学的

发展。

沈括晚年由于政途上的失意，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科学研

究和著述上。除了在数学上提出运筹学的思想，在医学上提

出了 “五难”的新理论外，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了科技史

上堪称 “座标”的不朽名著——— 《梦溪笔谈》。这部著作包

括了他毕生研究的科学结晶，记载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许多

重要的发明创造。全书２６卷，另有 《补笔谈》３卷，《续笔

谈》１卷，分为故事、技艺、器用等１７目，共６０９条。内

容涉及到天文、历法、气象、数学、地质、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医药、建筑、冶金、文学、史学、考古、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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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等许多方面，是我国科学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光辉文

献，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３．赵孟兆页苦练书画

在元朝１００多年历史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书法

家，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赵孟兆页 （ｆǔ）。他在绘画上开创了元

朝一代的新风气，后来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

王蒙以及其他画家，都以他为祖师爷。他在书法上，篆

（ｚｈｕàｎ）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样样精通，扬名

天下。他是中国古代最有成就的书画家之一。

赵孟兆页，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 （现浙江省吴兴

县）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代孙子，南宋理宗宝 二

年 （公元１２５４年）出生，死于公元１３２２年。

元朝灭亡南宋那年，２２岁的赵孟兆页就失去了官职，回

家闲居了。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前途，就发愤读

书，钻研书画，结果成就很高，名声也很大。元世祖忽必烈

为了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就派程钜夫到江南去搜罗有名望

的知识分子到京城来做官。程钜夫到江南调查走访，开列了

２０多人的一张名单，赵孟兆页名列第一。赵孟兆页跟着程钜夫到

了大都，受到忽必烈的单独接见。忽必烈非常赏识他的才

能，准备把他留在朝廷里办事。这时有个大臣说： “赵盂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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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宋朝皇族，不宜推荐，更不能在皇帝左右办事。”忽必烈

没有理睬，让赵孟兆页替自己起草了一份诏书，诏书写好后，

忽必烈边看边高兴地说：“太好了！你说出了朕心里所要讲

的话。”于是决定重用他，可是遭到朝廷里许多蒙古贵族和

色目贵族的反对，只好委任他当了后部郎中。后来忽必烈想

把他提拔到中书省担任要职，赵盂兆页婉言谢绝，要求到地方

上去做官，忽必烈同意了。１０多年以后，他才被调到京城，

元仁宗的时候当了地位很高但没有实权的翰林学士承旨。３

年以后他就去世了，死的时候６９岁。

赵孟兆页多才多艺，诗词文章都写得非常好，又精通音

乐，善于鉴定古董文物，而成就最高的是绘画和书法。这些

成就的取得，是和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谦虚谨慎分

不开的。

赵孟兆页５岁读书，就开始练书法，几十年间，总是每天

清晨起床，盥 （ｇｕàｎ）洗完毕后，点好香，开始练字；一

天少则几千，多的时候要写上万个字。早年他临摹王羲之的

后代、隋朝和尚智永的 《千字文》和王羲之的 《兰亭序》，

光 《千字文》他临摹了不知有多少遍，真正做到了娴熟的地

步。有一位叫田良卿的书法家，从集市上买到一卷 《千字

文》，凭他渊博的书法知识，开始以为是唐人的笔法，看到

最后，才知道是赵孟兆页写的。他拿了这卷 《千字文》去请赵

孟兆页题字，赵孟兆页如实地写着： “这是我好几年前写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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