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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华文化”，学习的第一个字是“人”
注重美育、引入思辨，《新编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全套 24本即将问世

“论语 ”的 “论 ”这个字的意义是什

么？ 应当读作 lún 语呢， 还是读作 lùn
语？ 《论语》有多少种不同的传本、注本？
读《论语》如何由浅入深，由粗到精？

儒家经典 《论语 》是国内语文课标

教材必收的文学篇目之一，但受限于教

材与课时的容量，对《论语》所涉及的知

识点，往往来不及全面铺展。 不过，如今

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手上多了一本新

教材，它不仅针对《论语》所涉及到的各

方面知识点做出细致的解释、 说明，还

摘编了钱穆先生在《劝读 〈论语 〉和 〈论

语〉读法》一文中，分别写给“入门者”与

“有志精读者”的读《论语》的方法，教材

在授人以鱼的同时， 注重授人以渔，凸

显思考的价值。 在率先“亮相”的《新编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高中一年级上半册

中，围绕孔子及《论语 》“开篇布局 ”，深

入浅出地做了讲解，这背后是编纂团队

近三年的研究和论证。
据悉 ，这套中华书局出版的 《新编

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全套教材共 24 册，
将于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出版问世。

选入笔记体类文言文，增
加文化内涵

翻开小学一年级第一册，孩子们将

要学习的第一个汉字是“人”。
“‘人 ’的古文字像一个人侧立着 ，

弯腰，垂臂，谦和有礼，又像扶犁耕地劳

作的模样。 祖先告诉我们：做一个人既

要劳动，又要有敬畏心。 ”这样的解释向

7 岁大的孩子们展示了中国汉字的独特

魅力，生动，有趣，有画面感，还有教育引

导的意义。 殊不知， 只这样一个字的释

义， 编写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讨和争

论，被黄玉峰否定的“解释”不下 20 个，
“启蒙读物，是一个人走进传统文化的起

点，要思之再思，慎之又慎。解析汉字，不
仅要说明造字特点， 更要让学生对其背

后的文化内涵产生初步的印象。 ”
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识水平，安

排适当的学习内容，同时整体上保持内

容的系统性， 是这部传统文化教材的特

点之一。 教材的小学部分重点培育和提

高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感受

力，贯彻汉字教学、经典教学、诗歌教学、

对联教学、古文教学、文化常识教学，基

本上初涉了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
“初中篇 ”则精选经史子集中的名

篇美文，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带给学生

美的感受。 从来自上古先民的歌声《诗

经》讲起，到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再到

著史者司马迁和他的 《史记 》……这本

传统文化教材遵循兼容并包、择善而从

的原则 ， 广泛选择各种题材的文学作

品。 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中还出现了不

少笔记体类文言文，这类选篇在课标教

材中出现较少 ，如陆树声 《清暑笔谈 》、
汪盈科 《雪涛小说》、 陈继儒 《岩栖幽

事》、范濂 《云间据目抄 》、文震亨 《长物

志》、陆容 《菽园杂记 》、董其昌 《画禅室

随笔》等等，黄玉峰告诉记者 ，“笔记体

小说往往更富有生活性，更接地气。 读

一读古代人所写的‘日记’和散文，不仅

能了解历史的风物情致，还能与他们缔

结文字上的友谊 ， 增强学生写作的能

力，更能从中得到精神上的 、志趣上的

养分。 ”
而“高中篇 ”以增强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 突出思想性，对

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教材分主题

精选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

子 》《庄子 》中的经典原文，并引入当代

名家解读文章作为辅助阅读。 在每一单

元的章旨、注释和解读后，特设“知行合

一”这一提问性栏目，具有思辨意义，比

如在学完“忠孝之道”这一单元后，学生

将会面对这一问题 ：“很多独生子女患

上了‘孝悌缺乏症’，你从《论语》中提倡

的忠孝之道中得到哪些启示？ ”编者介

绍说 ，设置这些开放性问题 ，是希望高

中生能够带着思考走进经典，真正学以

致用。
“理想的传统文化教材应可读、可

看、可背、可教，不仅适合于一线教学需

要，同样适合学生自学、家长使用。 ”这

也是黄玉峰的目标和理想。

从识文断字中，逐渐养成
美好的人格

2014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完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对进

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提出了指导要求。2017 年 1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 提出了要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幼儿、
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 ，构建中华文化

课程和教育体系。 ”
中华书局编审、中华书局经典教育

推广中心主任祝安顺告诉记者，调研中

他们发现，全国很多中小学课堂开设了

国学经典选修课，甚至有些高三学生也

坚持做每周一到两次的古代文学经典

研读。 “学生和家长迫切地想走进古代

经典和优秀文化，这使我们产生了打造

一部专业的 、专门的 、适合教育教学发

展的传统文化教材的想法。 ”祝安顺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认为，

此举是当代国学教育之中一次很有意

义的尝试，“几千年来， 很多文人志士为

国学教育作出过努力”。 南朝《千字文》，
用 250 句的简短篇幅讲述了天地生成、
世间万物的规律。 唐代李翰著《蒙求》，在
一个诗学的环境中， 让学生得以较快地

掌握诗材，掌握作诗的技巧 ，每一句都

包含了复杂的历史人文典故 ，此类 “国

学教材”很多流传至今，影响甚远。
“这些教材之意义在于 ，它们所教

授的不仅是识文断字、诗文写作的基本

技能 ， 更是把人际关系中基本伦理讲

求、优良的礼仪传统一并教授给学生。 ”
陈尚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应该从

启蒙读物开始，让学生们在读书中体会

先哲、圣贤的言论要旨，文学精华，逐渐

养成美好的人格。

在时间容器里，上海盛放珍贵的世博遗存
世博会博物馆将打造成为国际世博知识库、城市文化客厅

有 人 赞 叹 ， 这 是 一 幢 气 势 恢 弘 、
充满灵动感的建筑———“欢庆之云” 与

“历史河谷” 相互交错更替， 仿若穿越

了时空， 又寓意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

岩崖峭壁。 这则由华东设计研究院投

标成功的建筑方案 ， 当时就连共同竞

标的业界大师扎哈迪都叹为观止。
有 人 形 容 ， 它 就 像 一 个 时 间 容

器———盛放着属于人类文明尤其是城

市生活进阶路上的点点收获 ， 有瞬间

的， 也有永恒的。
还有人希望它成为一座城市的文

化客厅———让四面八方的来客与这座

城市的主人一道， 分享、 探寻、 体验、
创新。

中国上海 ， 世博会博物馆终于在

黄浦江畔原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永久

安 家 了 。 户 外 广 场 上 的 世 博 纪 念 碑 、
东面入口处的旗林 、 各届世博会吉祥

物等， 标志着它的身份 ： 全世界唯一

的世博专题博物馆 。 上海把属于她的

珍贵世博遗存 ， 小心盛放其中 ， 与世

界世博史上的璀璨结晶交相辉映。

从 1851 年到无限未来 ，
这里是国际世博知识库

步入常设展厅 ， 观者一定不会错

过 一 气 呵 成 的 世 博 时 间 墙 ， 墙 上 从

1851 年第一届伦敦世博会到无限的未

来， 每一座世博之城的名字依次排列。

与之呼应， 展厅中央一座 1∶100 等比例

缩小的 “水晶 宫 ” 剔 透 异 常 。 166 年

前 ， 世博会就是在伦敦的水晶宫里与

人们见面。
大屏幕上 ， “水晶宫 ” 视频带观

众返回维多利亚时期 。 国际展览局专

家卡洛斯·迪亚兹如此形容： “我们在

此回到世博会的起点 ， 也回溯到人类

城市文明的开端。”
不过 ， 与一般的历史展不同 ， 世

博会博物馆的展陈既是以时间为基本

轴的， 但也不单单以纯粹的时间来编

年。 迪亚兹说 ， 他按照自己对世博会

的理解， 将展陈内容进行了分类加工，
从 8 个 维 度 逐 一 剖 析———国 际 关 系 、
经贸发展、 推动交流 、 科技创新 、 城

市规划、 建筑、 艺术美学、 世博主题。
所以最终呈现在观者面前的 ， 既包括

某一届展会的介绍 ， 也包括横向展会

的浓缩归纳。
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绣华介绍说，

作为国际展览局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

方文献研究中心 ， “世博会博物馆在

筹建的几年中 ， 我们始终致力于拓展

文献的数据扩充和增值”。 除了实体书

籍外， 历史文献档案的数字化保存也

被纳入工作范围， 2000 余本数字化书

籍 ， 接 近 20 万 张 图 像 资 料 ， 近 3000
分钟历史视频 ， 数字文献为学术和展

览等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以“世博三问”看文明递
迁，这里可当城市文化会客厅

迪亚兹把世博会比作呈现“人类文

明进步的里程碑”。 世博会博物馆内，印

刻着“世博三问”：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 什么样的生活观念和实践让城

市更美好？ 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地

球家园更美好？ 若是细细研读馆内的展

陈，这“三问”的答案呼之欲出。
以 巴 黎 为 例 ， 从 1855 年 到 1937

年，这座城市举办了 6 届世博会。 世博

会给城区中心所带来的变化举世瞩目：
世界上第一台制冰机、橡胶轮胎 、会发

出声音的喇叭筒、留声机、煤气灯等，都

出现在此间；而巴黎世博会还给这座城

市带去了第一条地铁，以及著名的艾菲

尔铁塔。 当这些反映着科技进步的 3D
仿真模型与卡通影片联动，世博会与城

市的相得益彰，有了完美的注脚。
观者一定不会错过的，当然还有与

中国上海相关的世博资料 。 在 7 号展

厅， 观者犹如故地重游，2010 年上海世

博会 184 天精彩难忘的瞬间齐齐涌来。
嫁接了《清明上河图》片段与现代浦江

两岸风貌的视频长卷，复刻了当年千姿

百态国家馆样貌的模型，尼泊尔国家馆

赠送的“和平之火”圣火传递灯，圣马力

诺馆留存的“自由女神像”，上汽-通用

馆的展品“叶子汽车”，无不诉说着上海

独有的世博情结，也印证着城市生活与

世博进程的如影随形。
脚下，观者漫步于世博会 160 余年

并将更长久的时间长河里； 仰望天空，
璀璨星河里闪耀的，是人类创意的一次

次结晶———这是一位老世博人的诗意

表达， 用来阐释即将迎客的博物馆，再

合适不过。

移步换景展示“行进中的世博”
世博会博物馆展厅采用大跨度无

柱挑高空间，各展厅以矩阵形式排列在
建筑中部 1 至 5 层中，各展厅的高度不
尽相同，以中国传统园林移步换景的创
意，使展览流线跌宕起伏、灵动丰富。

世博会博物馆展陈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 设有 8 个常设展厅和 3 个临
展厅。 8 个常设展厅面积约 9000 平方
米，展示主题分别是：寰宇舞台、进步
之路、乐观信念、挑战重重、世纪盛会、
世界文明、中华智慧、未来愿景。

【常设展厅】
1-4 厅 ： 主 要 展 示 1851 年 至

2008 年之间的世博会发展状况及历
史面貌；

5-7 厅：展示内容围绕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展开；

8 厅： 呈现 2010 年世博会以后不
断延续的未来各届世博会的精彩内容。

8 个展厅包含大量珍贵的世博历
史资料，2010 年-2015 年世博会的捐
赠藏品展出 3000 多件，并通过精细的
模型制作、 生动的多媒体手段再现世
博盛景，从社会和城市发展、国家身份
转变、工业和技术发展、艺术所发挥的
作用， 以及历史上的重要世博会等角
度呈现世博会的全貌， 展现其深远影
响，以及为人类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

第 8 展厅主要展示 2010 年之后，
以及未来各届世博会精髓。 馆方秉承
动态传承世博遗产的理念，紧扣“行进
中的世博” 这一主题进行藏品征集和
展示， 通过展示内容动态可持续的更
新，来保持展览的活力和吸引力，体现
出世博会博物馆面向未来、 不同于传
统博物馆的特色。 其中，今年 6 月 10
日-9 月 10 日， 世博会博物馆将参展
以 “未来能源” 为主题的哈萨克斯坦
2017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通过在园区
设立“世博会博物馆展馆”，利用世博
会的国际舞台开展广泛的学术调研、
藏品文献征集和国际交流， 把世博精
彩“带回家”。

【特效影厅】
在基本陈列之外， 世博会博物馆

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动感特效影厅。
影厅体现五大亮点： 具有国内首

个超大多幕联映系统； 采用全球最先
进的 4K 激光放映机；国内唯一多维全
景环绕声场； 独立设计的沉浸式光感
特效座椅；全沉浸舞美光感联动特效。

特效影厅拥有 120 个座位， 采用
售票方式对外开放。 播放的影片《世博
奇妙旅行》是全球首部世博题材的特效
电影，片长 20 分钟，每天播放 8 场次，
预计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经过 3 年多的建设， 世博会博物馆落成于原上海世博会文化博览区。 它既是国内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博物馆， 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面展示世博

专题的博物馆。 图为航拍全景图。

开展后，我们看什么
■ “世博人首看世博馆”活动
时间： 5 月 1 日开馆日

结合“上海世博会开幕七周年纪念
日”，邀请参加过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筹
备与运行的工作人员、世博动拆迁居民
及世博志愿者等参观世博会博物馆。

■ 世博讲坛第一讲
时间：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

邀请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

来上海访问， 主讲 “WE TALK” 世博
讲坛第一讲。

■ 开幕季系列活动
时间： 7 月-12 月

7 月初 ， 与国际展览局共同邀请
中外世博嘉宾、 文博合作伙伴等举办
国展局官方博物馆启动活动。

9 月底 ， 举办为期 6 个月的 “世
博遗珍———历届世博会精品展”。

《新编中华文化基

础教材》 第一册第一课

学 习 的 第 一 个 字 就 是

“人 ”。 书中这样解释 ：
“人 ” 的古文字像一个

人 侧 立 着 ， 弯 腰 ， 垂

臂， 谦和有礼， 又像扶

犁耕地劳作的模样。 祖

先告诉我们： 做一个人

既要劳动， 又要有敬畏

心。 （中华书局供图）

由 3730 块无色三角玻璃和银灰色钢骨架组成的“欢庆之云”，从古铜色的

“历史河谷”中腾空而起。 （均世博会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