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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为课本写文章，所有课文都是从作家所写的文章中选取出来的。
可是如果一位作家的某篇文章或是小说散文，被选入了教材，首先是作家的一种幸运。
因为，进入教材的文章是学生必读的。
不管教材的选编者看中文章的哪一方面——或取材、或立意、或写法、或文字于教学有用，文章一旦
进入教材，作家便注定要和广大学生产生一种心灵的接触，乃至交流，这对于作家是多么快意的事！
　　可是，作家的文章原本是给读者写的。
作家写作大都是有感而发，有话必说，情之所至；对于读者则随其所便，信由兴致，读者若喜欢便读
一读，没兴趣就放一边。
但进了教材就不一样了，它成了学习的材料，甚至是一种范文。
老师要解析与阐发，学生要理解与学习。
于是，成为课文的文章，似乎连功能都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改变。
这使我——因为我的一些文章被作为课文——感到一种责任。
我会想，当初我写这些文章时，如果再多一些斟酌和修改多好。
当我换一个角度，即从课文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文章时，总觉得还不够精当。
　　因此我想说，同学们在读这些文章时，一定不要认为它们十分完美，没有瑕疵，如果你能找出文
章的毛病或者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你更是一个好学生。
　　还有，我上边说，我当初写文章不是专为教材写的，而是给读者写的。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
作家——哪怕写出了他对生活深刻而独到的发现与哲理，也不是为了去“教育”读者。
作家是通过文章把他对生活的感悟与认识告诉读者，去启发读者思辨和再认识。
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启示。
故而，我很希望同学们从我的文章出发，对生活中的道理进行深思。
生活的表面五光十色，如果我们被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迷惑了，不去思索其中的是非、道理、原则，
就可能被生活中未加分辨的某些负面的东西误导——这也是我对写文章和读文章的意义的理解。
　　最近，河南的一家著名的面向教育的出版社——海燕出版社，将我被选入教材的文章汇集成册。
我看后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么多篇文章进入教材，从小学到中学竞有十多篇，我的文章将会怎样影响
学生们的成长呢？
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因此，我今后更要认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不管选没选进教材。
　　2012年6月17日　　写于内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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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骥才课文》首次集结出版
　　冯骥才先生作序并推荐中小学生阅读
　　《挑山工》、《珍珠鸟》、《捅马蜂窝》⋯⋯，这些入选我国中小学课文里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出
自冯骥才先生的手笔。
冯骥才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他有多篇作品入选大陆及港台地区的中小学课文，还
有部分入选华文地区的中小学课文，其中，《挑山工》就入选中国大陆八个不同版本的义务教育阶段
语文教材，《珍珠鸟》入选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新加坡、韩国等17个版本的中小学教材，可以说影
响了几代人。
近日，海燕出版社将冯骥才所有入选学生教材的文章进行集结出版，为中小学生延伸阅读提供了非常
好的素材。

　　冯骥才以一支笔，驰骋文坛，其作品熏陶了好几代中国人；以一支画笔，横涂竖抹，其绘画艺术
可谓独辟蹊径，受业内追捧。
冯骥才的文章透着浓浓的文化底蕴，融情于景，情景并茂，情、景、理熔于一炉，他将自然美糅进他
的语言风格、行文结构中，形成一种与思想内容相契合的质朴、自然、冲淡、流畅的艺术特色。
作家细腻的笔触、自然美的呈现、情趣盎然的文风、情景理交融的说理方式都显示了其深厚的功底和
奇妙睿智的思想。
《冯骥才课文》全书共收录18篇作品，用18篇冯骥才的课文（节选自冯骥才原文）配以相关书影及插
图75幅，全部为冯骥才先生亲自审阅，并为本书作序，向中小学生推荐阅读。

　　全书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顺序编写，先国内再国外。
由于一篇文章入选很多版本，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教材上都有体现，编辑本书时在文内均收入相对应
的书影和插图，并有附表一一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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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
初为画家。
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
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
近十多年来，冯骥才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
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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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章与课文（自序）
1.挑山工
2.花的勇气
3.珍珠鸟
4.献你一束花
4.捅马蜂窝
6.刷子李
7.花脸
8.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9.日历
10.泥人张
11.好嘴杨巴
12.话说中国画
13.文化眼光
14.古希腊的石头
15.永恒的敌人
16.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17.旧与老
18.四月的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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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做孩子的时候，盼过年的心情比大人迫切，吃穿玩乐花样都多，还可以把亲友塞到手心里的一小
包压岁钱积攒起来，做个小富翁。
但对孩子们来说，过年的魅力还有更深一层的缘故，便是我要写在这张纸上的。
　　每逢年至，小闺女们闹着戴绒花，穿红袄，嘴巴上涂上浓浓的胭脂团儿；男孩子们的兴趣都盯在
鞭炮上。
我则不然，最喜欢的是买个花脸戴。
这是一种纸浆轧制成的面具，用渗胶的彩粉画上唱戏的那些有名有姓、威风十足的大花脸。
后边拴根橡皮条儿，往头上一套，自己俨然就变成那员虎将了。
这花脸是依脸形轧的，眼睛处挖两个孔，可以从里边往外看。
但鼻子和嘴的地方不通气，一戴上，好闷，还有股臭胶和纸浆的味儿；说出话来，声音变得低而粗，
却有大将威壮不凡的气概，神气得很。
　　一年年根，舅舅带我去娘娘宫前年货集市上买花脸。
过年时人都分外有劲，挤在人群里好费力。
终于，我从挂满在一条横竿上的几十种花花绿绿的花脸中，惊喜地发现了一个。
这花脸好大，好特别！
通面赤红，一双墨眉，眼角雄俊地吊起。
头上边突起一块绿包头，长巾贴脸垂下，脸下边是用马尾做的很长的胡须。
这花脸与那些愣头愣脑、傻头傻脑、神头鬼脸的都不一样，虽然毫不凶恶，却有股子凛然不可侵犯的
庄重之气，咄咄逼人，叫我看得直缩脖子。
要是把它挂在脸上，管叫别人也吓得缩脖子。
我竟然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扬下巴，说：“我要那个大红脸！
”　　卖花脸的小罗锅儿，举竿儿挑下这花脸给我，龇着黄牙笑嘻嘻地说：“还是这小少爷有眼力，
要做关老爷！
关老爷还得拿把青龙偃月刀呢！
我给您挑把顶精神的！
”说着从戳在地上的一捆刀枪里，抽出一柄最漂亮的大刀给我。
大红漆杆，金黄刀面，刀面上嵌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小镜片，中问画一条碧绿的小龙，还拴一条红缨子
。
这刀！
这花脸！
没想到一下子得到两件宝贝，我高兴得只是笑，话都说不出。
回家的路上，我就戴着花脸，倚着舅舅执刀而立，一路引来不少人瞧我。
特别是那些与我一般大的男孩子们投来艳羡的目光时，我快活至极。
舅舅给我讲了许多关公的故事——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边讲边说：“你好英雄呀！
”好像在说我的光荣史。
当他告诉我青龙偃月刀重八十斤时，我简直觉得自己力大无穷。
舅舅还教我用京剧自报家门的腔调说：“我——姓关，名羽，字云长。
”　　到家，人人见人人夸，妈妈似乎比我更高兴。
连总是厉害地板着脸的爸爸也含笑称我“小关公”。
我推开大人们，跑到穿衣镜前，横刀立马地一照，呀，哪里是小关公，我是大关公呢！
　　这样，整个大年三十我一直戴着这花脸，谁说都不肯摘。
睡觉时也戴着它，还是妈妈在我睡着后轻轻摘下放到我枕边的。
转天醒来头件事就是马上戴上它，恢复我这“关老爷”的面貌。
　　大年初一，客人们陆陆续续来拜年，妈妈喊我去，好叫客人们见识见识我这关老爷。
我手握大刀，摇晃着肩膀，威风地走进客厅，憋足嗓子叫道：“我——姓关，名羽，字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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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们哄堂大笑，都说：“好个关老爷，有你守家，保管大鬼小鬼进不来！
”我越发神气，大刀呼呼抡两圈，摆个张牙舞爪的架势，逗得客人们笑个不停。
　　只要客人来，妈妈就喊我出场表演。
妈妈还给我换上了只有拜祖宗时才能穿的那件青缎金花的小袍子。
我成了全家过年的主角，连爸爸对我也另眼看待了。
　　我下楼一向不走楼梯。
我家楼梯扶手是整根的光亮的圆木，下楼时我便一条腿跨上去，“哧溜”一下滑到底。
这天我就故意躲在楼上，等客人一来突然就由天而降，叫他们惊奇，效果会更棒！
　　下午，又有来客进入客厅，妈妈一喊我，我便跨上楼梯扶手飞骑而下，呜呀呀大叫一声闯进客厅
，大刀上下一抡。
谁知用力过猛，脚底没根，身子栽出去，“叭”的一声巨响，大刀正砍在花架上的大瓷瓶上，哗啦啦
粉粉碎。
只见瓷片、瓶里的桃枝和水飞向满屋，一块瓷片从二姑脸旁飞过，险些擦上了。
屋内如淋急雨，所有人穿的新衣上都是水渍。
再看爸爸，他像老虎一样直瞪着我，哎哟，一根开花的小桃枝迎面插在他梳得油光光的头发里。
后来长大才知道被我打碎的是一只祖传的乾隆官窑百蝶瓶，这简直是死罪！
我坐在地上吓傻了，等候爸爸上来一顿狠狠的揪打。
妈妈的神气好像比我更紧张，她一时抓不着办法救我，瞪大眼睛等待爸爸爆发。
　　就在这生死关头，二姑忽然破颜而笑，拍着手说道：“好啊，好啊，今年大吉大利，岁（碎）岁
（碎）平安呀！
哎，关老爷，干吗傻坐在地上，快起来，二姑还要看你耍大刀呢！
”　　谁知二姑这是使的什么法术，绷紧的气氛霎时就松开了。
另一位姨妈马上应和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除旧，不迎新，您等着瞧吧，今年非抱个大金娃
娃不成，是吧？
”她满脸欢笑朝我爸爸说，叫他应声。
其他客人也一拥而上，说吉祥话，哄爸爸乐。
　　这些话平时根本压不住爸爸的火气，此刻竞有神奇的效力，迫使他不乐也得乐。
过年乐，没灾祸。
爸爸只得嘿嘿两声，点头说：“啊，好、好、好⋯⋯”　　尽管他脸上的笑纹明显含着被克制的怒意
，我却奇迹般地因此逃脱开一次惩罚。
妈妈对我丢了个眼色，我立刻爬起来，拖着大刀，狼狈而逃。
身后还响着客人们着意的拍手声、叫好声和笑声。
　　往后几天里，再有拜年的客人来，妈妈不再喊我，节目被取消了。
我躲在自己屋里很少露面，那把大刀也掖在床底下，只是依旧戴着花脸。
躲在这硬纸片后边，再碰到爸爸时，自己觉得有种安全感。
每每从眼孔里望见爸爸阴沉含怒的脸，我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关老爷，而是个可怜虫了！
　　过了正月十五，大年就算过完了。
我因为和妹妹争吃糖瓜，被爸爸提腰抓起来，按在床上死揍一顿。
盛怒下，他向我要去那把惹祸的大刀，用力折成几段，大花脸也撕成碎片片。
我心里清楚，他把我打碎花瓶的罪过加在这件事上一起清算了。
　　从这事，我悟到一个祖传的经验：一年之中唯有过年这几天是孩子们的自由日，在这几天里无论
怎样放胆去闹，也不会立刻得到惩罚。
这便是所有孩子都盼望过年的更深一层的缘故。
当然那被撕碎的花脸也提醒我，在这有限的自由里可得勒着点自己，当心事后加倍算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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