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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万卷书万里路(民国时期中学生读本史地)》由杨东蓴等人著，李斌编，围绕“历史和地理”这一主
题，选取了22篇民国名家的小品文，总字数约
12万字。
其中文章大都刊载于《中学生》《教与学月刊》《见闻杂记》等著名刊物和图书上，作者有杨东蓴、
胡绳、傅彬然、周予同、竺可桢、郑振铎、茅盾、朱自清、郁达夫、巴金、沈从文等在民国时期教育
界、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名家。
这些文章也反映出作者对学习方法、兴趣培养、对待事物的态度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该分册包涵两大板块，介绍了历史的学习方法、对待态度，还有地理学的学习方法、学习兴趣、地方
印象等。
相信通过《万卷书万里路(民国时期中学生读本史地)》编者的精细拣选，读者一定能通过这些篇目，
真切地感受到那一特定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氛围，教育大家、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从而开阔视野，
汲取营养，产生对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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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风，福州人。
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研究领域包括近现代文学、学术、教育史，古琴史及古琴鉴定，各有成果。
编有《废名集》，参编《故宫古琴》。
本书编者：李斌，男，1982年生，四川南部人，文学博士。
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抗战文化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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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 娄立斋 人类社会的发生，据一般学者的研究，都认为远在三 十或四十万
年以前。
原始的祖先是“人猿”。
“人猿”从树木上摘取果实，采掘野生植物的块根，或 捕食小小的动物，偶然使用了碎石和木片。
积集了无数年 的经验，他们的前肢便从步行中解放出来，去担任生产劳 动或防御的任务。
再积集了无数年的经验，他们的前肢便 进化为精巧的手，头脑也渐渐地发达起来。
同时，在共同 劳动中，有音节的劳动呼声又发展成为言语。
从此以后，他们便和一般动物分离，进化为人类。
所以人类就是从劳 动中进化而来的。
德国的经济学者恩格斯曾说“劳动创造 了人类”。
这句话就说明了人类的来源。
人类积集了无数的劳动经验，不但能够利用工具，而 且能够制造工具。
所以十八世纪的美国学者富兰克林也说 “人类是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是粗糙的石器，这时代历史上叫 做旧石器时代；后来逐渐进步，制造工具的原料
改用了琢 磨过的石头，木材和兽骨，这时代历史上叫做新石器时代。
在这两个时代，原始人类的经济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是不 相同的。
火的用途的发现，对于原始人类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 用。
因为发现了火的用途以后，他们开始熟食，而且可以 移居到比较寒冷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利用火来
做防御的 武器。
由于熟食和武器的发明，人类的主要食物逐渐从植 物扩充到动物；同时，人类又获得了制服其他动物
的手段。
不但如此，熟食更使人类的容貌——头盖骨，面部和牙 齿——发生了变化。
这一切对于智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跟着火的广泛使用，人类又开始发明了制造陶器，铜 器和铁器。
从此以后，他们便从原始时代的前期（蒙昧时 代）进入了原始时代的后期（野蛮时代）。
铁器的制造和利 用，是原始时代最伟大的，也是最后的发明。
有了铁器，人类就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和支配自然，从野蛮时代进 入了文明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只能够觅取现存的自然 物来做生活资料，最初是采集些野生植物的果实
和块根来 充饥，有时也吃些小小的动物。
在这时候，他们的生活毫 无保障，因为生活资料没有长期的贮蓄，常常受到自然环 境的威胁。
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他们的经济生活不只限于生活资 料的觅取，他们并且知道了生产。
最初的生产方式是畜牧 和农业。
大概是狩猎的时候偶然猎获了幼兽，就把它豢养 起来，逐渐使几种野兽变为家畜。
从这一个经验中，他们 发明了畜牧。
在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采集牧草或者可以 吃的野生植物的时候，种子偶然落入土中，生长了新的植
物。
这种经验的累积，使他们发明了农业。
畜牧和农业的 发明，使他们的生活获得了保障，而且原始的分业——畜 牧部落和农业部落——也从
此发生。
同时又发生了原始的 商业行为——物物交换。
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一般地说来是很单纯的。
内部 的分化是平面的，立体形的阶级制度还没产生。
社会的结 合，最初仅是几十个人组合成的“原始群”。
原始群的成员 都是属于同一血缘的。
他们的劳动组织是原始的共产体，对于土地没有私有观念，武器和装饰品虽归个人私有，但 并没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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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观念，不能承继。
在生产的过程中，他们 相互间存在着性和年龄的分业：大概男子从事比较繁重的 工作；女子和孩子
从事比较轻易的工作。
由于人口的增殖，原始群便发展为一个个的氏族。
氏 族由许多同血统的男女老幼所组成。
这完全是一个血缘的 结合。
它是一个生产的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的单位。
氏族内部，男女平等，没有阶级，没有榨取关系。
氏族的 入口继续增加，组织也继续分裂。
到后来，氏族之上有 “大氏族”，大氏族之上有部落。
部落这一组织，已不是纯 粹的血缘结合，而是带有地域性的结合。
在全部落中，有 氏族代表组成的协议机关。
如遇战争，还有全部落共同推 举的军事领袖。
“家族”是在原始社会临近没落的时期从氏族中分化出 来的更小的经济单位。
它根据氏族的共同计划，在氏族领 导之下，从事各自的生产。
后来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分 业的逐渐专门化，原始的商业行为亦日见频繁。
在这种过 程中，各氏族的人口互相混杂起来，以血统为基础的氏族 组织就渐渐被以地域为基础的部
落组织所代替。
我在前面说过“氏族是一个生产的单位，同时也是一 个消费的单位”。
这意思就是说在同一氏族里的人们，完全 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
家畜和土地是氏族的共有财产，任何人不能占为私有。
武器和装饰品虽已归私人所有，但 这种制度丝毫没有阶级社会的私有财产的意味，因为这些 东西的
私有，不会构成人对人的榨取关系。
所谓私有财产，一定是一种生产要素被一部分人用来榨取另一部分人的时 候，这种生产要素才得视为
所有者的私有财产。
铁器和耕畜的使用发明以后，人类就能够大规模地改 造自然和支配自然，农耕的技术也就迅速进展。
那时土地 的耕种已不一定需要氏族的共同劳力，即以一个家族的力 量也可经营。
同时，因为人口的增加，农业须要从粗放制 转向集约制，农场须要精密的管理。
在这种情势之下，农 业的经营，家族私营比氏族公营更易发展，于是原始共产 社会便逐渐地由土地
公有公营制演化为公有私营制。
土地 的所有权仍属氏族，其经营权则归各家族所有。
耕种所得 的收获，主要也归家族所有。
P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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