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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始于新世纪之初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行进到现在已经七年有余。
这次改革中，课程目标是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设计，力图构建
出一个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培养目标的蓝图。
在这次改革中，对于曾承受了种种诟病的当代语文教育来说，震撼最大，痛苦最大，同时也是收获最
大。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被教育部聘为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语文审查委员。
这是我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
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认为是语文课和课外阅读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
，给我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同时，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又与语文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被选入
教材的经典作品，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标杆。
　　我是以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参加了教材审查工作。
我以一种绝对的笃诚态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向语文教育专家学习，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
学习。
在工作实践中，我更加体会到，语文课作为一门基础课，它让人受用一生。
我也为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忻然意动，引发着我深入思考，检视着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的关系。
　　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在这次语文课程改革中，阅读被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
阅读，从来都是关涉中小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行为之一。
学生时代的阅读一般分为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
课内阅读是在老师引领下的学习行为，而课外阅读是学生们的个人阅读行为。
教育学家和文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一再强调课外阅读对于提高孩子语文素质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孩子的语文水平如何，多半源于课外阅读的质量如何。
　　与课内阅读相比较，课外阅读往往更自由，更宽泛，也更有乐趣。
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一片天空中采撷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云朵，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本书”，找到自
己所渴望的人生暖意的所在。
、　　也因此，在这次新课改中，《语文课程标准》设置“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部分，实际
上就是对中小学生个人阅读的新的观照。
此举是希望学生通过阅读“新课标”推荐的传统经典书目，来感知外界、唤醒自我，促成个人价值观
、创造力的生发。
我们也期待，通过这种纯正的经典文学阅读，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自己心中立起一个精神标杆，进而
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学、美学乃至精神世界的建构。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组织了各路学者和专家，包括当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阅
读推广专家、语文教育研究学者、名校校长、特级教师等等，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最新课程标准中有关
建议，并吸收了一些权威学者最新的青少年阅读研究成果和阅读书目的推荐意见，精心编撰了这套《
全新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本丛书经过周到的考量和严格的遴选，最终选定了学生必背古诗词、神话寓言故事、中外儿童文
学、历史故事、科普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外文学名著、中外知名作家作品选等各种类别的必读书
目共55册，按小学部分、初中部分、高中部分分辑推出。
　　这套丛书选目齐全，选本精良。
有些针对小学生和初中生等不同年龄层次而编选的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的精品读本，如《宝船：老舍儿
童文学作品选》《小桔灯：冰心儿童文学作品选》，充分照顾到了青少年的阅读特点和阅读兴趣。
　　与其他“新课标”读本相比，本丛书加重了青少年阅读中的诗歌部分。
除小、初、高必背古诗文外，此次增加了《中外儿童诗精选》《中国新诗精选》《泰戈尔诗选》《普
希金诗选》等诗歌读本。
我一直这样认为，诗意是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一种理想状态。
读诗不是一般的消遣，它可以让读者在纯正的文学趣味中，获得阅读的审美快感和滋养，那种如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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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拨动心弦般的感动，那种属于绘画情景交融似的意境，那种如歌如舞让情感陶陶然的共鸣，都让我
们体验到读诗有别于读其他文学样式的差异。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
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优美诗歌名篇和诗歌大师的作品的阅读，能够使我国干百年来美好和丰厚的
“诗教”传统得以继续发扬和传承；让青少年从小就接触这种优美和高雅的文学形式，提高他们感知
人类情感的能力，培养出最纯正、最优雅的文学趣味。
也只有这样，文学教育才能得以实施和推行。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这套丛书为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开阔和开放的阅读向度。
55册必读的“经典书目”，在浩瀚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也仅是数点星光。
为了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感受阅读魅力，我们在每一本书的导读中，加入了一个“相关作品推介”
的板块，即以一本书为原点，再延伸出与本书或与本书作者有关的、适合于深度阅读的一些推荐书目
。
以《宝船：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为例，在“相关作品推介”板块里，又推荐了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
名著《四世同堂》，老舍散文集《抬头见喜》，作家传记《小说家老舍》，以及一本论述老舍幽默艺
术的《老舍幽默论》等。
这样不仅为青少年全方位了解作家老舍提供了一份阅读线索，也希望借此方式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
　　为了贴近中小学生的阅读方式，增强文字阅读中的视觉愉悦性，我们特别为每一本书都配上了风
格清新的文学插图。
我们希望，少年儿童朋友们在读到一首诗、读完一篇小说、读完一篇童话和散文，或者在欣赏到一幅
美丽插图的同时，也会同时领悟到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人生之可爱，进而明白那些崇高的、美好
的、真诚的思想与感情究竟美在何处。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阅读史”的建立过程。
　　个人的阅读史，往往也是个人的“精神成长史”。
我们用双眼看到的文字，我们用双手触摸过的纸张，有足够的力量变成一个无限大的世界，既是微观
的又是宏观的，能折射出个人内心的光芒。
如果说，牙牙学语时，母亲讲述的故事(亲子阅读)是个人阅读史的第一步，那么，学生时代的课外阅
读就是个人阅读史的第二步。
它是自发自觉的，是以个人自身感到了，对阅读的渴望为前提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读什么”变得尤为重要。
　　今天的这一代少年儿童所面对的阅读选择是多元的。
仅就纸质图书的种类来看也非常多元化，卡通漫画、通俗小说、明星写真、绘本故事、网络文学等等
，都在争夺着孩子们那十分有限的一点课外阅读时间。
也因此，当下的少年阅读出现了一种远离经典的趋势。
　　我们并不一味地反对轻松、快乐的流行阅读。
但我们更希望青少年在选择自己的阅读方向时，能根据自己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和审美趣味，建立
一种良好的阅读心理秩序，能保持经典文学的永恒的选择尺度。
这是因为，只有纯正的经典阅读，才可能打造出一个人坚实和宽广的精神世界的基础，才可能引领你
朝着崇高、美好和完整的精神史的方向走去。
挪威儿童文学家，《苏菲的选择》的作者乔斯坦·贾德曾说：如果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期待将来有
一天，阅读对于孩子们来说，就像我们每天要刷牙一样不可缺少；牙齿卫生固然很重要，但作为成年
人，作为父母亲一代，我们更应该对后一代人的“精神卫生”担负起责任来。
他认为，与那些“电子毒贩子”利用孩子们天赋的好奇心和喜欢玩耍游戏的需要，剥夺了他们的想象
力与自发的活跃性相比，如果父母能帮助孩子们选择出更多的文学童书，那才是真正的献给孩子们的
“温暖之源”。
　　我记得叶圣陶先生在谈到语文教学时，说过这样的话：“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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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
”自《语文课程标准》公布以来，不少富于敬业精神、有才干的老师，在他们的阅读课堂中，担当起
阅读教育的重担。
他们在严谨的选材中，利用优秀的文学资源，向学生推介了大量优秀的图书，实施了以“练成阅读和
作文的熟练技能”为重要内容的阅读教育。
我相信这种阅读教育，必然会培养起学生纯正的文学趣味，必然会促进主流阅读趋势的形成，必然会
让学生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有较大的收获。
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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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
《谈话录》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
和实践经验。
《谈话录》时期正是歌德最大的剧作《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时期，歌德自己多次谈过他关于这部剧
本苦心经营的情况，对于理解这部剧本本身乃至一般文艺创作问题都是富于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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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爱克曼 编者：吕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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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8日（忠告年青诗人）　1823年10月29日（在艺术中如何掌握个别具体事物）　1823年11月3日（
关于游记，谈题材的重要性）　1823年11月14日（谈席勒）　1823年11月15日（《华伦斯坦》上演
）1824年　1824年1月2日（谈莎士比亚，《维特》的创作）　1824年1月27日（关于自传的续编）
　1824年2月4日（关于宗教与政治）　1824年2月22日（谈近代画家对普桑的模仿）　1824年2月24日（
从实践中学习，宝石雕刻古今谈）　1824年2月25日（诗歌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歌德谈政治）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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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体裁的差异，思想深度的重要）　1824年4月14日（德国诗人晦涩是因为爱好哲学思辨；歌德与席
勒的对比）　1824年5月2日（社交、绘画、宗教与艺术）　1824年11月9日（谈克洛菩斯脱克和赫尔德
）　1824年11月24日（古希腊罗马史，比较德国与法国文学）　1824年12月3日（但丁画像，谈英国文
学）1825年　1825年1月10日（对于外语的学习）　1825年1月18日（有关母题，反对牵强附会，回忆席
勒）　1825年2月24日（评价拜伦）　1825年3月22日（魏玛剧院失火，歌德谈演员）　1825年3月27日
（筹建新剧院，谈新的安排和计划）　1825年4月14日（如何挑选演员）　1825年4月20日（学习先于
创作）　1825年4月27日（歌德谈泽尔忒的来信）　1825年5月1日（歌德谈剧院的赢利，谈希腊悲剧）
　1825年5月12日（歌德谈文学中的影响，特别谈到莫里哀）　1825年6月11日（诗人以特殊表现普遍
性，英、法对比）　1825年10月15日（文学与人格的关系）　1825年12月25日（谈莎士比亚和拜伦
）1826年　1826年1月29日（艺术的主观与客观）　1826年7月26日（上演的剧本不同于只供阅读的剧本
）　1826年12月13日（绘画才能源自学习）1827年　1827年1月4日（谈雨果与贝郎瑞及近代的德国画家
）　1827年1月15日（宫廷应酬的事物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1827年1月18日（艺术来源于对自然的观
察，席勒的弱点）　1827年1月29日（谈贝朗瑞）　1827年1月31日（中国传奇与贝朗瑞的比较；曼佐
尼的问题所在）　1827年2月1日（歌德《颜色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研究）　1827年3月21日（亨利克斯
的希腊悲剧论）　1827年3月28日（评黑格尔派对希腊悲剧的看法，评莫里哀和施莱格尔）　1827年4
月1日（谈道德美，戏剧的影响和伟大作品的作用）　1827年4月11日（谈吕邦斯的风景画，评莱辛和
康德）　1827年4月18日（泛论关，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1827年5月3日（民族文化的作用和德国作家
的处境）　1827年5月4日（贝朗瑞的政治诗）　1827年5月6日（《威廉·退尔》的起源和作诗）　1827
年7月5日（谈拜伦的《唐·璜》和歌德的《海伦后》，理解力和想象的区别）　1827年7月25日（瓦尔
特·司各特的信）　1827年10月7日（谈弗斯和席勒、梦和预感、歌德年轻时的恋爱故事）　1827年10
月18日（与黑格尔谈辩证法）1828年　1828年3月11日（天才与创造力）　1828年3月12日（谈近代文化
的病根，年轻一代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1828年10月17日（谈翻译，古典的和浪漫的）　1828年10
月20日（艺术家的伟大人格）　1828年10月23日（德国文化应该保持多元化）　1828年12月16日（谈与
席勒的合作和文化教养的来源）1829年　1829年2月4日（谈常识、奥斯塔特的画、阅读的剧本和上演
的剧本）　1829年2月12日（谈建筑学，艺术切忌软弱）　1829年2月13日（自然永远是正确的，谈理
解力和理性的差别）　1829年2月17日（哲学的派别和发展，德国哲学需要完成的大事）　1829年3
月23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谈和席勒之间的关系）　1829年4月2日（关于掌握政权的战士，“古典
的”与“浪漫的”区别，评贝朗瑞入狱）　1829年4月3日（爱尔兰解放运动，天主教僧侣的阴谋）
　1829年4月6日（日尔曼民族个人自由思想的优缺点）　1829年4月7日（拿破仑像弹钢琴一样摆弄世
界，他对（《少年维特》的重视）　1829年4月10日（谈克劳德·劳冉的画和歌德学画的经验）　1829
年4月12日（谈错误的志向对艺术的利弊）　1829年9月1日（论灵魂不朽和英国人贩卖黑奴问题）
　1829年12月6日（《浮士德》下卷第二幕第一景）1830年　1830年1月3日（谈《浮士德》上卷的法译
本和伏尔秦的影响）　1830年1月27日（自然科学家应当有想象力）　1830年1月31日（谈歌德的手稿
、书法和素描）　同日（谈弥尔顿的《力士参孙》）　1830年2月3日（回忆童年莫扎特）　同日（歌
德谈到了边沁，说自己属于改良派）　1830年3月14日（谈创作经验，文学革命的利弊和政治诗的问题
）　1830年3月17日（反对边沁的过激主张，反击攻击《维特》的英国主教，谈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
）　1830年3月21日（谈“古典的”和“浪漫的”的源起）　1830年8月2目（相对于法国七月革命，歌
德更为关心一次科学辩论；分析法与综合法的对立）　1830年10月20日（歌德主张社会集体幸福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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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幸福为前提）1831年　1831年1月17日（谈《红与黑》）　1831年2月13日（谈《浮士德》下卷的
写作和近代文艺的通病）　1831年2月14日（天才最早出现于音乐）　1831年2月17日（作者在不同阶
段看待事物有不同角度，（《浮士德》下卷的进度）　1831年2月20日（歌德主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排
除目的论）　1831年3月2日（“精灵”的含义）　1831年3月8日（再谈‘精灵”）　1831年3月21日（
法国青年政治运动和法国文学）　1831年3月27日（剧本在达到高潮前必须有介绍情节的预备阶段）
　1831年5月2日（反对文艺为党派和政治服务，赞扬贝朗瑞）　1831年5月15日（歌德立下遗嘱，指定
由爱克曼编辑遗著）　1831年5月25日（歌德对席勒《华伦斯坦》的协助）　1831年6月6日（《浮士德
》下卷终于完成，歌德说明为什么要借助于宗教观念）　1831年6月20日（歌德觉得传统的语言不足以
表达新鲜的事物和思想）　1831年6月27日（认为雨果不应当在小说中描写丑恶和恐怖）　1831年12
月1日（雨果的作品太多以至于粗制滥造）1832年　1832年2月17日（伟大人物的杰出成就靠的是群众
）　1832年3月11日（批判《圣经》和基督教会）　数日之后（谈希腊人的命运观，竭力反对诗人过问
政治）知识链接阅读延伸附录 编委会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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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今天是我平生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了歌德，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房子里的布置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不豪华，很简朴但很有品味。
台阶上有不少复制的古代雕像，看来他很喜欢这些东西。
有一个小男孩是歌德的孙子，他很漂亮也不怕生。
 仆人打开一道门，引着我跨过门槛，穿过房间，进到另一间比较宽敞的房子里，我就在这里停下来等
着主人的出现。
仆人进去报告了，我打量着这个房间：房子很凉爽，地板上铺有地毯，深红色的长沙发和椅子简洁大
方。
房子另一边放有一架钢琴，墙壁上挂着各种绘画与素描。
我坐的对面是一扇打开的门，透过门可以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房间。
仆人就是走到里面去通报的。
 这时歌德走了出来，在我充满崇敬的眼里，他的形象是多么崇高啊！
第一次同这么伟大的人物在一起，我感到有些紧张，不过他说话很和蔼，马上就打消了我的不安。
自然，由于兴奋与惊喜，我也讲不出太多的话来。
 他谈到我请他看的手稿。
他说：“毫无疑问，你的手稿是相当优秀的。
不用别人的推荐，我也会欣赏它们的。
”他还称赞我思路清晰流畅，他说：“我会很快把它邮寄给我的出版商克达，我想他会喜欢的。
”我表示了万分的感谢。
 接着我们谈到旅游，我说了自己的打算，可能会先到耶拿。
歌德问我在耶拿有没有熟人，我说希望能在那儿结识歌德的一位作家朋友克涅波尔。
歌德答应写一封推荐信，让我随身带去，他还说耶拿很近，我们还可以经常保持联系。
 我们在一起坐了很久，我感到非常愉快。
如此伟大的一个人物！
如今就坐在我面前，神态那么庄重，表情那么丰富，态度又那么和蔼！
我觉得坐在面前的是一位高贵的君主，超然于世俗的毁誉之上。
 我们谈得很开心。
他说自己在柏林也有很多朋友，会让他们给我一点帮助。
我再次表示感谢，他微笑着向我推荐留在魏玛的时候我应该看些什么，并约定过几天再和我见面。
 我们很亲热地告别。
我幸福无比，因为他对我表现出了如此诚挚的善意。
 我接着说：“所以我无法理解一些学识渊博的人物的奇怪论点，他们总是设想，诗歌不是从生活到文
字，而是从书本到诗歌。
也许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渊博学识，他们老是说，这句诗的来历在这里，那个用法的典故在那里。
要是在莎士比亚的诗里发现了类似古人诗句的地方，他们就说莎士比亚抄袭古人！
人们称赞一个美丽的姑娘，祝贺她的父母和幸运的新郎，这样的情境要是在荷马的作品里出现，那么
以后全天下的诗人再写类似的情境就都是抄袭了！
多么奇怪的事情，好像人们在生活中就发现不了这样的情境，非碍要绕上一大圈才能找到！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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