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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春读书课：心灵的日出（第2册）》从认识、尊重和保护大自然，培育文学欣赏和创作素质，
建立自我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能力，养成读书兴趣和品位四个方面选文，细分为26个人文主题，以高
尚的文化和精美的文字，《青春读书课：心灵的日出（第2册）》助青少年学生养成个性，健全人格
，在宝贵的青春岁月中召唤心灵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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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俗语钩沉(3则)    俗语是指老百姓的口头习惯用语，千百年流传沿用下来的，其中千奇百怪、花样百出
，许多俗语的原意已经被人淡忘，人们只是口耳相传，不假思索地袭用。
当代学者黄新宇《俗语钩沉》一书，广泛扒梳史料，钩沉索隐，告诉你众多俗语的来源，让你享受一
番发现的快乐。
比如：中国人好吃、爱吃，或许是世界第一，见面的问候语却是“吃了吗？
”骂人又是“吃饱了撑的”，其中隐藏着国人饥饿累累的历史。
为什么说“六六大顺”，别的数字就不大顺？
今人常用的“跳槽”一词，推敲其来源会让你大吃一惊⋯⋯    吃饱了撑的    球迷闹事，有人斥之日：
“吃饱了撑的！
”孩子调皮，家长在吼叫：“撑的！
”丈夫有非常之举，妻子投来白眼：“没事撑的！
”此俗语开初盛行于北方(尤其是北京)，后来风行全国。
虽非辱骂之辞，却颇含贬义与谴责味。
    要探讨这一俗语之缘起，须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考察。
    如同被鲁迅讥为“国骂”的“他妈的”一样，中国有一句通行的问候语(可称为“国问”)：“吃了
吗？
”这一不分时间、不论地点、不计场合的问候语，常常令异域人士大惑不解。
其实，考之史实，人们即可释然。
    先贤有言：“食色，性也。
”又说：“民以食为天。
”吃饭，是维系生命的基本途径。
可是，古代生产力低下，加上水旱天灾，先人要管饱肚子绝非易事。
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统计，三千年间，中国大灾荒5258次。
据现代科学家竺可桢统计：公元初至于19世纪，我国18省共发生水灾658次，旱灾1013次。
社会学家陈达统计：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二千余年来中国共发生水灾1013次，旱灾1060次。
上述数字当然不是精确的，但大体可见一斑。
频频的水旱虫灾，自然使国人面临巨大的生命威胁。
《中国救荒史》载：西汉末年，死于饥荒者高达2000余万人；清代嘉庆至光绪70年间，共饿死6000万
人以上；民国9年至25年(1920～1936)因饥荒而饿死者达1800余万人。
    时间推移到现代，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忙碌。
《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我国城市居民年均收人916元，支出848元，其中食品开支473元；农民
年均收入463元，支出398元，其中食品支出220元。
显然，无论城市或乡村，吃的支出俱占了一半以上。
结论很简单：国人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为嘴巴而奔忙。
“喉咙深似海”，此之谓也。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推断：“吃了吗”这一问候语，是对对方的生存的关怀——而且是最大意
义上的关怀。
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选择了这样一句看似粗俗的问候语，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人的行为与肚子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吃饱了撑的”这一俗语，只有放在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背景下，才可得到充分的理解。
“家有隔夜粮，办事不心慌。
”这实在是我们古人可怜而窘迫的心态。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吃饱了撑的”显然表达了民族行为判定上的倾向性。
它认为，每个社会成员应该首先管好自己的肚子，少管闲事，少做背离常规的事。
由于吃不饱是常态，偶尔吃饱了反倒成了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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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吃饱了的人，又往往会惹出一些事端，于是就有了一句斥责性的话：“吃饱了撑的！
”    游戏是人有了过剩精力与闲暇的产物。
一个饿汉是无力游戏的，也不大可能招惹是非。
只有填饱了肚皮的人，才有过剩精力，去寻求发泄，寻求某种刺激。
所以，我们的先人又留下一句古训启迪后人：“饱暖思淫欲。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男人有三件玩具：鸦片烟、麻将牌、姨太太。
长期吃不饱，一时撑得慌。
“撑”的结果，则往往带来恶性的、畸形的消费。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经济刚刚复苏，传统的消费文化就勃然而兴，以致嫖娼、包二奶也沉渣泛起。
所以，只有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全面审视，我们对“吃饱了撑的”这一俗语才会有透彻的了解。
    六六大顺    上过中学的人都读过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
文中有这么一段：“从一扇黑油的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
中间挂着一块扁(匾)道：三味书屋；扁下面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
”    这实在令人奇怪：书屋中何以挂着这么一幅古怪的画？
幼年的鲁迅们何以在入学之初对鹿致敬行礼呢？
    鹿，古代常喻指捕获对象。
见于托名为周初姜尚谈兵之作《六韬》：“太公谓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
”又见于《左传·晋襄公十四年》：“⋯⋯比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犄之，与晋踣之。
”(比如捕鹿，晋人上执其角，戎人下扭其腿，才可共同把鹿搞倒)后来的《史记》《汉书》等皆以鹿
设喻。
《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
”因此，古文献中不仅以鹿喻指猎获物，且常以“逐鹿”喻争夺统治权(成语中有“鹿死谁手”)。
    由于“鹿”与“禄”同音，所以，后来“鹿”的寓意又有了变化。
杨树达先生《汉文言修辞学》谓：“鹿者禄位也。
”“秦失其鹿”，即“秦失其禄”，也就是“秦失其帝位”。
    回到三味书屋的那幅画上：由于“鹿”、“禄”谐音，“伏鹿”也与“福禄”谐音，鹿之肥大也就
是寓指高官厚禄。
同时，画中的“古树”不仅寓“长寿”之意，又谐“书”。
明乎此，这幅古画的寓意方可索解：读书才可以做高官，才有禄有福有寿。
因此，这幅画的寓意与古代统治者所宣扬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是毫无二致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难怪旧时书屋中会挂上这么一幅画，难怪学
生入学之初要向画上的伏鹿行礼！
    三味书屋古画上的谐音手法，日久渐成风气，最终成为民俗。
旧时年画上往往有一条大鲤鱼，其寓意即是“年年有余”。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六六大顺”一语了。
原来，这一口语中的数字亦与民俗有关。
古人认为“六”是最吉利的数字，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六”谐“禄”。
延至今日，还有人很是讲究：车牌号或电话号码要选“六”最多的数，送礼要送66元或166元、666元
⋯⋯不过，物极必反，走到极端，则是一种迷信了。
(顺便说一句，“八”谐“发”，故古人亦认为是吉利的数字)。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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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青春读书课》    《青春读书课》缘起于我在深圳市育才中学开设的一门选修课。
时值1999年，当时可能是中国内地中学开设的第一个成系列的语文选修课。
原本定位于人文精英课程，由于得到众多学子的喜爱，于是校方慷慨决定印制教材。
开课的同时，教材陆续印制出来，并且不胫而走，成为一套民间流传的人文读本，引发了网友和媒体
的新奇关注。
2003年，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套教材，《青春读书课》遂成为公共话题。
有教育学者认为“青春读书课”这几个字就有很高的时代价值；香港媒体称之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部私人编著的语文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人员表示要向海外推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中央电视台、深圳读书月等机构将此书列为推荐书目；中语会专设“课外语文”课题组持续研
究推广相关理念；国内上百所中学选择作为语文课校本教材正式开课；更多的学校推荐为学生常备课
外阅读书籍；甚至有一些大学和小学分别选用其中的某卷作为教材。
    关于读本的编辑理念，早已向芸芸媒体告白，不再饶舌。
    《青春读书课》人文读本，一套七卷十四册，近五百万字，导读文字就有四十多万字。
十年磨一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这个漫长而快乐的岁月中，仿佛与自己心仪的古今中外的人杰约会了一遍。
有的匆匆而过，有的侃侃而谈，有的悄声细语⋯⋯我遥望他们远去的背影，期待着以后的再次约会；
我记住了其中一些深情凝注的眼神，一些万语千言的叮咛，一些柔肠寸断的长叹，一些热血沸腾的激
情⋯⋯这些高贵的灵魂，将继续滋养我的生命，因为有了他们，我的人生才不虚此行，并且幸运的是
，通过我，给中国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传递着巨大的柔情。
    孩子们的反馈是对我的最大激励。
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丁梦琪给我来信：“严老师：我是你的书的新的读者，我今天读了你的
《成长的岁月》，真是激动得想跳楼。
真是太好看了！
！
！
！
”我回信：“非常理解你阅读时的欣喜之情，老师编读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好好活。
”深圳大学一位学生偶然读到《白话的中国》，其中尖锐的思想刺激得他彻夜难眠，第二天跑来自费
购买十余册，说是要送给他的同学好友，让朋友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精神层面对话。
我的学生赵真、高薇等留学国外，在超重的行囊里，依然塞着读本，一份关爱伴随游子走四方。
    学生的评价是最本真、最重要的。
请允许我引用几句他们的感言：    杨建梁：青春读书课，可以说是一门给你自由，教你自由的课。
    程羽博：原来精神也有家园，也需要归宿。
于是，我也开始寻找并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一切从《白话的中国》开始。
    于乐实：每次上完读书课，都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    谢予：在读书课上，我肯定了许多问
题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思考的价值，．想象的价值，而在以前，我都是有所怀疑，或是轻视的。
    南昌外国语学校是最早引进《青春读书课》教材开设选修课的学校之一，听听这些可爱的声音：    
唐嘉辰：年轻的心是躁动的，本以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制服它，遇到了“青春读书课”，它却出乎意
料地平静了下来，滤去一切繁杂。
我们真的沐浴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中，我甚至站在了前人文化的高峰上看中国的文化遗产⋯⋯    钟鸣：
这里没有陈腔滥调的教化，没有任何强制接受的压迫，毫不经意之中，实现了思想的交流、沟通和碰
撞。
站在此处再回首，蓦然发现思想真的可以如苍鹰般展翅飞翔。
而青春读书课就是将我们送上天空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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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灵魂一次一次地经受洗礼与升华之后，我看见了自己稚气未脱的脸庞上那无比坚毅与坚定的
目光。
    肖旭：《青春读书课》是对我青春生命的救赎。
    因为《青春读书课》，听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声援，体会到“道不孤，必有邻”。
早在读本正式出版之前，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先生，看到读本后约我见面，并流利地背诵韩翰咏
叹张志新的短诗：“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听说，他向许多人推荐这个读本，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人慕名找到学校来。
数年之后，年近九旬的袁老，在我再次拜访他时，竞然向我这个编者推荐我编的读本——他已经不认
得我了，但还惦记着这个读本，并关心它的出版。
广东省语文教研员冯善亮在听课后肯定：“以往我们总说语文课脱离时代，严凌君老师的读书课就贴
近了时代脉搏，把枯燥乏味的语文课变得博大精深。
”珠海市语文教研员容理成多次带领珠海的老师不下百人前来听课研讨。
四川的李镇西老师在K12教育网站率先推荐：“从这本教材中感到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一点点希望！
”山东的王泽钊老师在联系出版自己的教材时，从中青社某编辑手上获得《白话的中国》，自言“如
获至宝”，并千里迢迢前来深圳会晤。
国编《语文》教材主编顾之川先生告诉我：“人教社新编《语文》教材，从《青春读书课》读本中吸
收了不少东西。
”并邀请我参与人教社高中《语文》的编写。
《读写月报》副主编漆羽舟引着编辑部全体成员来到育才中学召开第一次“读本研讨会”，随后亲自
在南昌外国语学校操鞭执教。
善良诚挚的摩罗先生积极为我联系出版，并建议增补“小说”一卷，这就是后来的《世界的影像》；
远在美国留学的梁讯，欣然加盟《世界的影像》一卷的编写。
还有那么多我的同仁，在全国各处发出呼应：新疆的冯远理老师撰文支持；北京的赵谦祥老师将读本
引进清华附中作选修课教材⋯⋯我从老一辈教师身上感受到庄重大气的品格。
师心纯厚的钱理群先生闭户半月，为读本欣然挥笔写下2万多字热情洋溢的长序；虚怀若谷鹤发童心
的商友敬先生甚至说：“你编的读本后来居上。
”这两位前辈都是《新语文读本》的编者。
在徐州参加“中国青年教师论坛”，初识《那一代》的几位作者蔡少阳、干国祥等人，他们正在热烈
聚谈，一见我，立即没头没脑地嚷道：“严老师，你说你说。
”那些热血纯真的年轻面孔，让我感受到万象更新的“五四”氛围⋯⋯这些相互感应的人们，还有那
些素昧平生的使用读本的老师们，他们都是我的同道、我的族人，也是像我一样为书本所蛊惑、为理
想而痴迷、为教育而揪心的书痴吧？
    我怀着温情在这里记下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两位青年和一名工人。
    2004年2月，《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徐楠对我的采访——《严凌君：还语文教师以尊严》。
全国各地问询的、支持的电话不断，有学生家长，有记者，也有教师。
一天，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青年，先拿出学生证给我看，证明他是贵州警校法律系学生，然后拿着本
子，上面写着一些问题，非常认真地一一提问，话题集中在“青年的精神家园”。
不是采访，是他心中的困惑。
交谈中蹦出一句：“老师就像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
”让我突然感到巨大的悲哀！
21世纪了，我们的青年多么需要真实的精神资源，他们一旦看见好东西，就如此轻易地矮化自己，我
们的社会没让他有机会成为自立的人。
我惶恐辞谢，转告他鲁迅先生的话：“不要寻什么‘乌烟瘴气的乌导师’，自己从荆棘中闯出一条路
来。
”    有一天，一位瘦高的青年来找我买书。
自我介绍是山东潍坊人，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生，在深圳工作。
因为是独子，要离开深圳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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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在走之前要“带回去一点能够代表深圳的精神和文化的东西”，浏览深圳的报纸和网站，知道了
《青春读书课》这套书，就来了，说是要送一套给他在老家当老师的女朋友，要我签名题字，还说自
己的学生时代没有这样的书、这样的老师，希望女朋友拥有这样的书，当这样的老师。
临别，我伸手与他握别，他突然后退一步，给我一个毕恭毕敬的九十度的鞠躬，让我惶惑不安。
    2004年3月的《南方周末》，载文反驳我的一些观点，说语文就是技术，不同意我的“尸检说”。
这是在意料之中的：这恐怕是目前中国教育界的“主流声音”，一些一线教师正在成为教育变革的第
一阻力。
6日子夜，接到一通电话，来电者自称是黑龙江佳木斯市的一位下岗工人，他声音激动地表示要著文
反驳，并说：“你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曙光⋯⋯”这样的期许，让我惭愧难当。
其后，又接到他的深夜来电，表示自己水平不够，已经请当地一位教授代为撰文。
    这三位特殊的友人，我至今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位工人甚至说：“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我只是一个支持你的中国人。
”是啊，只要是关爱中国的中国人．这就够了。
    关于修订本    《青春读书课》初版至今8年，此前作为校本教材使用至今已经12年。
这些年，读本在教学实验和公众阅读中，得到众多师生及各界读者的积极反馈，他们为读本的修订提
供了诸多智慧的建议。
我也在一边教学一边进行修订，于是就有了这个修订本。
    与初版比较，修订版共删除文本56篇，新增文本89篇。
删除的基本原因：用更合适的文本替代，使主题更为结实有力。
增补的一般理由：发现更佳或更新的文本，对诠释主题更有代表性。
修订版较之初版，全套书更为经典和新鲜。
    下面逐卷简介修订情况，重点提示一些“欣喜的发现”。
    《成长的岁月》卷，删去6篇诗文，新增文本10篇。
增加了两本可爱的童书：《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和《芒果街上的小屋》。
还增加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致全世界儿童的一封信》。
小说《受戒》用全本替代了节本，《小王子》则增加了章节，新增《小毕的故事》，补充了男孩成长
的主题。
    《心灵的日出》卷，原《悲壮的两小时》一文，经读者提醒并查实，是一篇虚构的航天故事，删除
。
增加了几篇精品文字：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一篇，大陆文字高手阿城的短篇小说《遍地风
流》三篇，另有诗人海子的散文以及关于时间妙想的一本奇书《爱因斯坦的梦》。
    《世界的影像》卷，根据教学实践，对多个栏目做了重组。
删除了7篇小说；增加了《有人弄乱了玫瑰花》一章，集合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后现代文风的作品
，让学子亲近当代大师，一窥新小说风光。
新增王朔的《我的千岁寒》，鼓励一种有活力的汉语书写探索；而《肖申克的救赎》，是小说电影俱
佳的作品，喜欢该电影的读者再读原著，或有鸳梦重温之快。
巴别尔是重新出土的俄国文学大师，尤瑟纳尔是罕见的智慧型女作家，都有新作入选。
    《古典的中国》卷，是我私心最爱的一卷，导读就写了13万字。
除保留余冠英和萧兵二先生的《诗经》《楚辞》译注之外，对全书译注做了全新修订。
散文的译注力求准确生动，诗词曲的注释新鲜发散，倾情展示中国文学中韵文强项的独特魅力，以注
释而论，几乎是一本新书了。
本书散文部分，为适合学生阅读，特别邀请刘曦耕先生注释并白话翻译，对老友的智力支援，不敢言
谢。
感谢钟叔河先生慷慨提供多篇笔记小品译文，这种不同于传统直译的串读式译述，本身是别具情味的
小品文风；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华玮教授提供清代才女吴藻的《乔影》一文，为《书生意气》
一章补充了女性题材和女性视角，被漫长历史遮蔽的男一半书生有机会崭露头角；感谢素昧平生的热
心读者冯良遵先生提供的校对建议，使本书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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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素心人谈诗论文，不亦快哉。
    《世界的影像》与《古典的中国》两卷，初版的疏漏较多，修订版改用原稿重新排版；两卷都补上
了受读者喜爱的彩页插图，保持全套书体例统一。
    《白话的中国》卷，删除25篇，增补38篇，是全套书中文本调整最大的一卷。
多个栏目面目一新，重新认定了各位作家的代表作，以求更全面地反映当代白话文的成就和华语文学
的新收获。
“启蒙者鲁迅”主题，用陈丹青先生的《笑谈大先生》替换了王晓明先生的学术文章，便于学生读者
亲近鲁迅。
“诠释中国”主题，在李敖解剖国民性的犀利之外，扩大阵容，增添对书生风骨的温情回顾，于是有
了魏晋风度和苏东坡的话题。
原“文化随笔”改名“重读古典”，文本大幅增删，确定为对中国诗史的全面扫描，入选的都是妙不
可言的名家名篇。
《当代诗抄》与《海外中文诗》两章，重新增补了当代华语诗人的代表作，替换较大。
其中雷平阳《杀狗的过程》，是我近几年读诗最震撼的发现。
而木心先生的“横空出世”，为当代白话文增添了高雅的文化含量，我通读其全集寻章摘句，收拾起
一地碎金，编辑成一个语录体文本以飨读者。
    《人类的声音》卷，与其他各卷以放为主不同，这一卷主要是收，删去了不够经典的篇目，长文压
缩节选，让青少年读者容易进入文本。
较好的发现在《话说中国》主题，新增一篇传播(《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篇吸收(《唐代的
外来文明·胡风》)，呈现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的面貌。
    《人间的诗意》卷，删8首，增24首，增补较多。
这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近年来致力于引介外国诗歌的出版机构，使多语种的外文诗进入中文读者
的视野，也让我们的新选本更为精粹，主题更为丰厚。
比如《我是谁》一章，扩展了自我探寻的精神领域；《亲爱的母亲》一章更名为《我的父亲母亲》，
让诗歌中较为少见的父亲主题得以出现。
另外在多个主题补入了上佳的诗作，连我自己也愿意不时重温一下。
    读本的整体装帧设计，三个版本三套封面：作为校本教材的16开本，精美大气，现在还是许多读者
的珍藏品；商务版，被迫添加了较多商业元素，有点杂乱；这一回的修订本，采用赤橙黄绿青蓝紫阳
光七色，清雅可人，体现了海天出版社的出版品位与对读者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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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导中学生感悟汉语之美，感受正确而自如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快乐，建立与母语的血缘联系，将母
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根扎在心灵的深处，并在此基础上构造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中
学语文教育的根本，也是严凌君这套读本的归结点：这里充溢着思想之美、文学之美与语言之美，相
信孩子们会喜欢它，成年人，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也能从中受到许多启示。
    ——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假如三十五年前我能读到这样一套书，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读了这套书，依然感到内心深处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作家  莫言    《青春读书课》是难得的阅读宝库。
这套书文化视野开阔，编选者身手不凡，志向远大。
作为一个求学者，无论将来固定于什么专业，都需要这种广博和扎实的阅读，如果仅仅为了应试而读
书，机械地读几篇课文，那就会错失精神上成长的良机。
在一个声像网络时代，这套书的出现显然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作家  张炜    纵观全部选文，主编者很好地把握了中学生生理、心理成长过程中对文化、思想的
特殊需求，这种素质教育方式的成果，在未来的几年里就能显现出来。
    ——北京大学教授  曹文轩    来自民间的声音最为宝贵。
如果一个人能在最想读书的时候看到这套书，他们的读书世界里就有了生气，你一生都会怀想这段时
光，因为它使你的人生充实和明朗。
    ——学者  谢泳    “青春读书课”是一门教你精神自由、让你心灵自由的课。
    ——深圳育才中学学生  杨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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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春读书课，滋养一生的语文课。
呵护你成长的岁月，守望你心灵的日出，拓展人文视野，构筑精神家园，打造一代“新青年”，为民
族的未来播种。
    严凌君主编的《心灵的日出(青春心智生活读本第2册修订本)》和学生一起讨论他们从童年到少年、
青年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精神命题，帮助青少年学生养成个性，健全人格，在宝贵的青春
岁月中召唤心灵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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