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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
的熟练技能。
”自“语文新课标”修订以来，不少教师、家长和学生更加重视阅读教学。
许多有条件的学校自发地开设了阅读课，利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经典的文学名著和传统的文化资
源，向学生推介了大量的优秀图书。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发挥了引导作用，帮助学生“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巧”。
在这种情况下，湖北教育出版社组织开发了这套“大阅读·教育部语文新课标·N+1分级阅读丛书”
，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通过这套“丛书”的阅读教育，会培养起学生纯正的文学趣味，促进主流阅读趋势的形成，使学生
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有一定的收获。
    在中国人眼中，读书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
阅读使人远离贫乏、平庸，使人博学、睿智，使历史和时间延续，使优秀品德永远传承。
阅读是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读书，是对心灵的净化和捍卫，特别是身处一个愈加繁华浮躁、快餐文化盛行的年代，我们更需要
静心阅读。
虽然网络让我们更便捷地获得知识和信息，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抛弃文本阅读。
因为读书能带来身心的愉悦。
    首先，经典名著阅读是需要引导的。
而“大阅读·教育部语文新课标·N+1分级阅读丛书”是一套全新的阅读书系，它采用分级阅读方法
，由优秀教师全程解读指导，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解说名著经典，使学生提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
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其次，这套丛书根据不同年级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审美特点和阅读习惯，设置各具特色的版块和栏目
，充分体现出文字与插图兼美，知识与趣味并重的特征。
作为一套中小学生课外阅读读物，这套丛书的优点与特色，充分地体现了编者对当下学生阅读的重视
与了解。
    古人讲：“布衣暖，菜根香，还是读书滋味长。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套从小学到高中非常齐全的课外阅读点评书系，这套书共计一百六十余本，分
世界文学名著类、中国传统文化类、中国现代文学类、中国红色经典类、国学类、科普益智类六大类
，可谓古今中外，皆浓缩于尺牍，千山万水，尽了然于卷帙。
    阅读这套课外读物，犹如享受美酒佳酿，回味无穷。
于其中，我们可穿梭时空，遨游天下，领略极致风景，沐浴智者思想的惠泽；可“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皓月执卷，尽抒豪情。
那种流淌情感，洋溢智慧的生命是我们最乐于向往的，虽然我们无法丈量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生
命的宽度，而一本让人受益的好书，无疑是一次生命的拓展⋯⋯    这套“丛书”的编选，得到了一线
名师的全程指导，每本书都采用分级阅读的方法，层层深入，扫清阅读障碍，培养起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是一套属于学生自己的经典名著阅读点评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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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直以来，科学都以一种神秘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高高在上，令普通老百姓和小读者们望
而却步。
不管科学的世界有多么精彩，似乎都是曲高和寡，少了观众的掌声⋯⋯在这本《细菌世界历险记》中
，高士其爷爷彻底揭去了科学神秘的面纱。
他用拟人化的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神秘的科学讲得形象生动，明白晓畅。
他以其诗人的情怀和极具人性化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精妙的科学世界，让读者在与其零距离接
触的同时，又能沐浴文学的清辉，乐享知识繁荣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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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又随着雨水的浸润而深入土中。
但时时被大水所冲洗，洗到江河湖沼里面去了。
那里的水，我真嫌太淡，不够味。
往往不能饮得尽兴。
 犹幸我还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希望娘姨大姐，贫苦妇人，把我连水挑上去淘米洗菜，洗碗洗锅；希
望农夫工人，劳动大众，把我一口气喝尽了；希望由各种不同的途径，到人类的肚肠里去。
 人类的肚肠，是我的天堂，在那儿，没有干焦冻饿的恐慌，那儿只有吃不尽的食粮。
 然而事情往往不如意料的美满，这也只好怪我自己太不识相了，不安分守己，饱暖之后，又肆意捣毁
人家肚肠的墙壁，于是乱子就闹大了。
那个人的肚子，觉着一阵阵的痛，就要吞服了蓖麻油之类的泻药，或用灌肠的手法，不是油滑，便是
稀散，使我立足不定，这么一泻，就泻出肛门之外了。
 从此我又颠沛流离，如逃难的灾民一般，幸而不至于饿死，辗转又归到土壤了。
 初回到土壤的时候，一时寻不到食物，就吸收一些空气里的氮气，以图暂饱。
有时又把这些氮气，转化成了硝酸盐，直接和豆科之类的植物换取别的营养料。
有时遇到了鸟兽或人的尸身，那是我的大造化，够我几个月乃至几年享用了。
 天晓得，20世纪以来，美国的生物学者，渐渐注意了藏身土壤中的我。
有一次，被他们掘起来，拿去化验了。
 我在化验室里听他们谈论我的来历。
 有些人就说，土壤是我的家乡。
有的以为我是水国里的居民。
有的认为我是空气中的浪子。
又有的称我是他们肚子里的老主顾。
各依各人的试验所得而报告。
 其实，不但人类的肚子是我的大菜馆，人身上哪一块不干净，哪一块有裂痕伤口，哪一块便是我的酒
楼茶店。
一切生物的身体，不论是热血或冷血，也都是我求食借宿的地方。
只要环境不太干，不太热，我都可以生存下去。
 干莫过于沙漠，那里我是不愿去的。
埃及古代帝王的尸体，所以能保藏至今而不坏者，也就为着我不能进去的缘故。
干之外再加以防腐剂，我就万万不敢去了。
热到了60℃以上，我就渐渐没有生气，一到了100℃的沸点，我就没有生望了。
我最喜欢是暖血动物的体温，那是在37℃左右罢。
 热带的区域，既潮湿，又温暖，所以我在那里最惬意，最恰当。
因此又有人认为我的籍贯，大约是在热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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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
且以他为胡人。
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
胡》。
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
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
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
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
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砒怖之则止。
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
成类此也。
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
”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
。
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在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
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
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_—一原书有注云：“卅读如习。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
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
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
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
⋯⋯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
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
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
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
，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
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
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
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
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
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
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
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
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粤东颜子”的《百美新咏》而作的。
人重色而己重孝，卫道之盛心可谓至矣。
虽然是“会稽俞葆真兰浦编辑”，与不佞有同乡之谊，——但我还只得老实说：不大高明。
例如木兰从军的出典，他注云：“隋史”。
这样名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倘是《隋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1920)，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石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
百孝图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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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叶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
又加了一篇“吴下大错王鼎谨识”的序，开首先发同治年间“纪常郑绩”先生一流的感慨：    “慨自
欧化东渐，海内承学之士，嚣嚣然侈谈自由平等之说，致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寡廉鲜耻，
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人思幸进，求所谓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者，世不多睹焉。
⋯⋯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
长此滔滔，伊何底止？
⋯⋯”    其实陈叔宝模胡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
枉。
这是有几个人以评“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确也似乎正在浇漓起来。
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新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二字冠首。
现在是连“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
这大概为因不满于《百美新咏》而教孝的“会稽俞葆真兰浦”先生所不及料的罢。
    从说“百行之先”的孝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浇漓。
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省。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行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
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
加以绵密的研究。
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
但这一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
面抱着浮上来的。
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
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
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
”    好！
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
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卅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
。
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1892)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
第一图的上方。
我想，他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
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吴友如画，也有曹娥，则画作正在投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就我现今所见的教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遇盗，遇虎，遇火，遇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
十之九是“哭”和“拜”。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仙本，这本子早已印入《点石斋丛画》里，变成国
货，很容易入手的了。
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
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
“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
但影响殊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
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地更难画，因为总是惨苦的多。
譬如“郭巨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
还有“尝粪心忧”，也不容易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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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老莱子的“戏彩娱亲”，题诗上虽说“喜色满庭帏”，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
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何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
段。
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
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锡彤”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上描下来的，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
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
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像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
子的小孩子了。
然而仍然无趣。
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刻工。
查这刻工当前清同治十二年(1873)慎独山房刻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诈跌卧地”，
一面“为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
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一些，且绾着双丫髻，——
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
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
老菜子的作态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
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
着一个“摇咕咚”。
    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列士、列女、孝子之类
的图。
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
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菜子的故事。
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
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菜子的，《百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菜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尝弄雏于双亲之
侧，欲亲之喜。
”(原注：《高士传》。
)    谁做的《高士传》呢？
嵇康的，还是皇甫谧的？
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
只在新近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狠买来的《太平御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倘不是
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
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我所觉得特别的。
是文中的那“雏”字。
    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
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
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
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
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
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雏的事，似乎也还没有画过图。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
一日《玉历钞传警世》(或无下二字)，一日《玉历至宝钞》(或作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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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
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钧兄，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
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
其次是章矛尘兄，给我杭州码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最近石印本。
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经阁本，又翰元楼本。
    这些《玉历》，有繁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
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
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
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
)鞋之殊，也不过画工偶然的随便，而最关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曰：“死有分”。
呜呼，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
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
不过撕下一叶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
只得选取标本各_——南京本的死有分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
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塞责，如第三图上方。
好在我并非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嗔责罢。
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友如先生辈颇说过几句蹊跷话，不料曾几何时，即须自己出丑了，现在
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
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直抄徐(印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历》的诸公，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
例如一个人初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
一派是只来一位手执钢叉的鬼卒，叫作“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
——阳无常和阴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死有分。
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死有分罢，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
如第四图版上的A，阳无常何尝是花袍纱帽？
只有阴无常却和单画的死有分颇相像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
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时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络腮胡子了呢？
难道夏天时疫多，他竟忙得连修刮的工夫都没有了么？
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声明；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B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刻本上取来的，图画和A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天津本指为阴无常者，它
却道是阳无常。
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
那么，倘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阴无常或
死有分，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各随自己的便罢。
“名者，实之宾也”，不关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C图，是绍兴许广记刻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不知宣传者于意云何。
我幼小时常常走过许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刻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作曲线的，所以
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
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
这就是我所说过的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领。
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
)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父之道”的。
    除勾摄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案桌旁边，也什九站着一个高帽脚色。
如D图，1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2是南京本，舌头拖出来了，不知何故；3是广州的宝经
阁本，扇子破了；4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5是天津
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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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脚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
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伥鬼”？
但我乡戏文上的伥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
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
升为“学者”。
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
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
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
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冥，帮办公事的脚色。
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日“阳”，但从此便和
“活无常”隐然相混了。
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
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入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
——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
有知道得很清楚。
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
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
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
，一面乱发议论了。
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
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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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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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是国内唯一一套从小学到高三非常齐全的课外阅读点评书系，涵盖古今中外多种领域，故称之为“
大阅读”，实不为过。
 ——吉林省 李颖 中小学特级教师 知名作家鼎力推荐，一线名师全程指导，紧贴“新课标”，见解新
颖、独到，可谓是不可多得的教学一体的佳品。
 ——湖北省 昊庆芳 小学特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每本书都采用分级阅读方法，由浅入深，逐步扫除
阅读障碍，不愧为一套彻底属于学生自己的名著阅读点评书系。
 ——黑龙江省 杨坤 中学优秀教师 欣赏中外图书圣殿中的瑰宝，感悟至真至善的人生哲理，丰富思想
，培养性情，让阅读变得有趣、有益、有用。
 ——湖北省王先海 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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