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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编入国语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考辨

王艳华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１９１９年８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庄适主编的 《新体国语教科书》第三至第五册中编入六篇新文

学作品，即两篇歌谣体儿童诗 《放羊歌》 《小鸦歌》、两篇童谣 《时辰钟歌》 《小弟弟歌》、一篇寓言

《小鸡不听母鸡的话》和一篇游记散文 《远足会》。经认真考辨，它们是最早入选国语教科书的新文学作

品，作为易代之际新旧文学的连接物，表达了民初学者对国语文学的理解和探索，也通过国民学校语文

课堂的教学，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理念和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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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指陈独秀、胡适揭开文学革命序幕后，
中国作家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创造的、表达

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性格的文学，包括小

说、诗歌、散文、话剧和儿童文学等文类。考辨一

篇文章是不是新文学作品，标准有四：第一，是否

使用现代语体创作；第二，是否是中国现代作家原

创；第三，是否具有文学性；第四，如果是新文学

作品，它的文体是什么？

“五四”时期，新文学和新型国语教科书在国

民启蒙、全民教育的呼声中应运而生。据 《商务

印书馆１２０年大事记 （１８９７—２０１７）》记载，１９１９
年的第二件编印大事为： “编印 《新体国语教科

书》八册，由庄适、黎锦熙等编校 （我国第一部

语体文教科书）。”［１］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这套

书的第一至第七册，但第七册内容不全。国家图书

馆有完整的第六、七两册。孔夫子旧书店有第八

册，但真伪难辨。第一至第五册初版于１９１９年８
月，是最早的编辑规范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第一、

二册课文都是白话识字材料，不成篇章。第三至第

五册课文篇幅短小，多为描述日常生活事宜，介绍



身边器物、动植物、玩具等知识的白话语言材料和

说明文。经初步辨识，其中意思完整，结构精美，

且具有一定文学意味的中国原创现代语体文有六

篇，它们包括 《放羊歌》 《小鸦歌》 《小弟弟歌》

《时辰钟歌》《小鸡不听母鸡的话》和 《远足会》。

这套教科书的课文都没有标注作者，目前也没有资

料显示这几篇作品另有出处。根据当时小学国语教

材都是编者部分改编、部分自创的惯例，这些作品

应该是由教科书唯一的编纂者庄适所作。然而，文

学具有自足性，其审美性的生成不简单依附作者创

作的背景和初衷。

一、现象美学视域下的文学性考辨

文学是人类世界的倒影或灯塔，能够激荡人的

情感，引起人的反思。如英加登所说，文学作品是

作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性关注和拟判断思考创

造出的意向性客体。这种意向性客体是由四个不可

或缺的层次质建构而成的复调和谐体。判断一篇文

章是否为文学作品，可以参照英加登提出的文学作

品必备的四个层次：第一，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础

上的更高级别的语音造体的层次；第二，不同等级

的意义单元或整体的层次；第三，不同类型的图式

的观相、观相的连续或系列观相的层次；第四，文

学作品中再现客体和它们的命运的层次。［２］４９

其中，语音层次指语言风格，即作品语音的韵

律、节奏和表现质；意义单元层次指同一的文本所

指，即作品内容和多层次的立意；图式观相层指无

定域的文本能指，即作者和读者对现实世界的意向

性观照，亦即作品的感染力和读者被打开的经验世

界；再现客体层次指前理性思想，即作品呈现的画

面和故事，以及由这些画面和故事生发的形而上学

质。以这四方面特质来审视这六篇作品，可发现该六

篇作品都具备这四个层次的审美质，这些审美质相互

渗透，有机结合，共同构建出它们浓厚的文学性。

（一）语音造体层

六篇均具和谐、优美的语音韵律和情绪节奏。

文学作品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语音造体。作品的文

气、神韵多半通过语音节奏、语言韵律、情绪节奏

等阅读效果来体现。宋代周密 《齐东野语》载：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 ‘此诗有

分数否？’坡曰： ‘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

‘三分诗七分读耳。’”［３］老舍先生认为，好的文学

作品要有好的语音质。他写完小说、散文后，总是

反复读，反复修改读起来不顺畅的地方，直到语音

和谐为止。是的，语音节奏是表现文学情趣的一个

重要成分，比起内容，语言腔调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作者的情感、情绪和作品的基调、氛围。闻一多在

诗歌三美理论强调以音乐美为主，就是这个道理。

《放羊歌》由三、七字句构成，首两句仄起平收，

格律工整。韵式在 “ｅ”“ａｎｇ”“ｉ”间和谐转换，辅
以拟羊羔叫声的四字叠音词；“叫不歇”的顶针用法，

使整篇作品读来韵律和谐，自然顺畅。这种句式、节

奏和声调与安徽民间小调凤阳花鼓调的一种调式大致

相符①［４］１７９，乐味十足。《小鸦歌》全篇共九句，每句

三、四、九字不等，其中相邻的四、三字句连起来，

就是七言六句体式。每句在 “ａｏ”“ｅｉ”间自然换韵，
格律工整，其内在声调与苏南民间小调 《虞美人》大

致相似［４］１８０，曲调优美如诉。《时辰钟歌》和 《小弟

弟歌》多用叠声词和重复句，造成回旋往复的语音旋

律，用韵自由、自然天成。

另外两篇非韵文形式的作品，同样具有内在的

音乐美。《小鸡不听母鸡的话》的语音节奏明快，

多为二、四音尺交替，节奏明快，如：

“母鸡／对小鸡道：／‘儿啊！／这院子里／
有一口井，／你／千万不要／到井边去，／去了／
是很危险的。’／小鸡／不听／母鸡的话，／走到
／井边去，／飞上井栏，／向下一看，／只见／井
里／也有／一只小鸡，／睁开眼睛／望着他；／他／
不觉大怒，／立刻跳下，／同他去斗。／可怜／他
／一跳下去，／从此／不得出来了。”［５］４４－４５

整篇读来大致押韵，每句话中都有近似韵脚，

包括 “道、啊、口、要、到、边、险、话、边、

栏、看、见、小、眼、他、大、跳、下、斗、怜、

跳、来，等等”。另外，这篇文章在情绪上也呈现

出 “弱、强、弱、强”的节奏。

《远足会》多为短句，语音节奏轻快，多为

二、三音尺交替。如第一段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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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凤阳花鼓有一种乐调语言多叠字，共五句，二十七字，首二句每句三字，后三句每句七字，后缀锣鼓声十三个字音。



“清明后／两日，／我们／举行／远足会。／

全队／二十人，／早上／八点钟／从学校／动身；

走到／春明桥，都散开／休息。两岸／杨柳／被风

／吹动，／摇摆不定；／各种／花瓣子／一阵阵的／

落下来，／同雨一般，／看了／这种情景，／就晓

得／是／暮春天气了。”［５］１８－１９

第三段的节奏：

“平 山／底 下，／种 着／许 多 麦，／许 多

菜，／许多桑树；／山上／松树／不少；／有一座／

庙宇，／隐在／松树里。／我们／在最高处／立

着，／向远处／一望，／密层层的／屋子，／不晓

得／有／几百／几千家！／就是／我们的／校舍／也／

在里面；／但是／看不清楚了。”［５］２０－２１

整篇作品韵律和谐，情绪节奏张弛交替，收放

自如。总之，这两篇非韵文作品节奏自然，韵脚弹

性很大，自然天成，通体和谐。

（二）意义单元层

六篇皆具多向度的结构，多层次诉诸直观的意

义空间。海德格尔认为，诗和艺术，是人类文化的

本源性形式，是整体文化中的生成性力量，因而也

是救赎人性和现代性之弊端的一种有效力量。所

以，文学作品要具有人文关怀、人性劝诫的意义。

《小鸡不听母鸡的话》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

意义空间：第一层，小鸡因不听母鸡的话，溺水身

亡；第二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第三层，小

鸡过分好斗，终食恶果；第四层，要认清水影、镜

像，不要被现象迷惑等，不一而足。《远足会》一

方面写大自然景色优美，例如写繁花锦簇之景，生

动如画；写登高远眺之景，具静穆之趣。另一方面

写大自然就像一个精神浴室，能为我们洗去污浊与

疲惫，抒发热爱自然、热爱踏青之情。 《放羊歌》

和 《小鸦歌》表层文本描写羊羔吃奶和乌鸦育儿

的情形；深层文本表达 《增广贤文》中 “羊有跪

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的古训，意在教人孝道。

《时辰钟歌》既写钟表点点滴滴记录着时间的流

转，又写时间流逝不息的事实，最后呼吁我们要珍

惜光阴，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小弟弟歌》既描绘

了小弟弟活泼多变之可爱状貌，又劝诫读者要恪守

孝悌之道。

（三）图式观相层

六篇皆能摇动人心，引导、启发读者释放生活

经验，丰富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钟嵘在 《诗品

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

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癨待之以致飨，

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

诗。”［６］张世英说：“诗意或艺术品的审美意义所隐

藏其中的不可穷尽性和不在场性，乃是我们的想象

得以驰骋的空间和余地，一首诗或一件艺术品所留

给我们的这种想象空间越大，它的意味也就越深

长，其审美价值也越高。”［７］１４２这六篇作品以拟判断

句式和个别事物观相建构出丰富的文学未定域，激

发读者对普遍世界无限的联想和想象。阅读 《小

鸡不听母鸡的话》，使我们想到很多东西，如 《伊

索寓言》中那只与河中倒影抢骨头的贪婪狗；生

活中小孩儿因不听话而闯祸的事情；人因争强好斗

终两败俱伤的境遇；人因猎奇或探险而失足的事故

等。 《远足会》犹如打开我们踏青经验的一把钥

匙，既让我们想起古今中外踏青方面的文艺作品，

又让我们回想自己以往的踏青经历，同时激发我们

再去郊外踏青的欲望和热情。《放羊歌》和 《小鸦

歌》为读者打开的经验空间更是广阔深远，既有

小羊小鸦活泼之态、新妇母亲的生活之苦，又有子

女对父母的感恩和报答，还有学徒对师父、雇工对

老板的回馈与报恩，以及人才对伯乐知遇之恩的回

报等情形。《时辰钟歌》能让我们想到不同材质、

不同颜色、不同用途、不同放置方式的钟表；想到

很多古今中外有关惜时的文学作品、励志故事和名

言警句；想到自己追不上时间脚步的往事等。《小

弟弟歌》能使我们想到可爱又恼人的弟弟形象，

想到我和弟弟相处的时光，从而生发些许美好、些

许遗憾的兄弟情等。张世英说：“艺术的本质就是

以无限的观点看事物。艺术乃是以有限的事物显现

无限，以有限言说无限。”［７］１５４是的，文学来源于作

家对生活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能够打开人的经

验视域，使人产生由对象到经验、由物到人的联想

和现象，文学的文学性也同时被建构。

（四）再现客体层

六篇均具生动的画面感和对生活的洞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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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一个

场景描述，而境界全开，使读者如沐春风、如涤心

灵，获得自然美、人情美的高峰体验。英加登说：

“诗从本来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叙述，而是创造出

来的作用于知觉的人类经验。”［２］１４５ “诗造成的效

果完全超出了其中字面陈述所造成的效果。”［２］１４０所

以，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形象性，充满画面感，还是

一种前理性状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小鸡不听母

鸡的话》描述了小鸡跳上井栏，与井水里的影子

瞪眼对望，然后发怒的系列画面，具有很强的影像

感。除此之外，小鸡溺死的命运还折射出作者对人

生的诸多洞见：第一，未知的世界充满陷阱，不要

轻易挑战未知；第二，世界扑朔迷离，要分清表象

和真相；第三，过分好胜、好斗、好奇，均会害死

人等。《远足会》描写了杨柳飘摇、松隐庙宇、清

泉怪石，以及花瓣如雨、房舍如蚁等优美清新的画

面，如在目前。学生沐浴在自然中的生命体验，给

予我们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启示。《放羊歌》

和 《小鸦歌》中有自然生灵鲜活的生存景观，作品

把这种生存景观与人类的孝道建立联系，是一种了

不起的文化洞见。《时辰钟歌》对秒针走动时 “滴

滴”声的摹写，极具钟表表盘和钟摆的画面感。唤

起人们要追上时间的脚步、把握人生的步调的思考，

是这篇作品形而上的人生观。 《小弟弟歌》中有鲜

明的小弟弟形象，又由 “我”的爱弟之情折射出中

国传统的孝悌之道，是此作品的文化洞见。

二、文体考辨

（一）四篇歌谣体作品

　　歌谣是由劳动人民或文人创作，较广泛地流传
于民间的一种最自然、最自由、最热烈的诗。诗歌

注重意境、氛围，文义宜曲不宜直。歌谣不同于诗

歌，歌谣传达民声，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经常冲破

清规戒律的束缚，或戏谑地、或赤裸地表达出人们

当下的处境和热气腾腾的情绪、感情。形式上，它

取法于作家诗歌，又不拘泥于作家诗歌的文学传

统；表达方式上，多浅显直白的叙说，又不胶粘于

人情人事。 《放羊歌》等四篇以 “歌”命名的作

品，从句式和韵律上看，符合歌谣的特征，但从内

容和表达方式上看，却不尽然。

《放羊歌》

南风热，北风凉，东山、西山好放羊；羔儿向

娘要奶吃，
!!!!

叫不歇；叫不歇，跪只膝，阿

娘辛苦儿晓得。［８］

《小鸦歌》

小鸦小鸦不要叫，母亲打食归来了；朝朝打

食，朝朝飞，母亲消瘦，儿身肥；他年儿长，母亲

老，问儿能否将恩报？［９］３０－３１

《放羊歌》《小鸦歌》借用儿童喜闻乐见的羊

羔、小鸦进食的生动场景教育儿童孝道、感恩，属

于儿童文学。那么，它们是歌谣系列的儿歌童谣，

还是作家诗歌系列的儿童诗呢？

这两篇作品从篇名到表达技巧都不够直接、自

然。从篇名上看，这种主题的歌谣一般都会命名为

《羊羔跪乳歌》《小鸦反哺歌》《孝歌》等。《放羊

歌》《小鸦歌》以事件发生的场景和主体命名，是

为了突出文学的形象性。从表达技巧看， 《放羊

歌》非常注重意境的营造。首先，它用三分之一

的篇幅勾画出放羊之境：阔大的天地、自由的羊

群。其次，又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绘出羊羔吃奶的

急不可待。然而，文本从 “叫不歇，跪只膝”陡

转至 “阿娘辛苦儿晓得”，使主题的切入显得急促

而苍白，有失自然。因为在这个语境下，羊羔跪乳

显然只是一种生存策略，而非因领悟到母亲的不

易，感恩地下跪。这时，读者的自然领悟也只是羊

羔和人一样饱受进食不易之苦。如果作者能把

“阿娘辛苦儿晓得”后面的句号改为问号，似有调

皮和揣测的意思，会好很多。相比之下， 《小鸦

歌》文意连贯，一气呵成。但它没从生动的 “乌

鸦反哺”场景出发，只是化用这一传说，这种形

而上的创作思路，同样有失自然。

刘半农说，歌谣的本质是 “情感的自然流露，

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要表现。有意的表现，不

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地流露既无所用其

拘，亦无所用其假。”［１０］周作人在 《自己的园地》

中也曾引用过古特生和威大利的观点，如古特生

说：“民歌作者并不因职业上的理由而创作；他唱

歌，因为他是不能不唱，而且有时候他还是不甚适

于这个工作。但是他的作品，因为是真挚的做成

的，所以有那一种感人的力，不但适合于同阶级，

并且能感及较高文化的社会。”［１１］意大利人威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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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ｔａｌｅ）说： “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
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１１］显然，

这三段话分别从创作过程、创作缘起和表现力三个

方面区分了民间歌谣与作家诗歌之间的区别，即作

家诗歌是文人对生活深层的反思，是文人精心的设

计、有意的表现，诗意深沉、载道、不讨喜；歌谣

是劳动人民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哽在喉间不得不发

之音，可能技巧不够精致，但能助其解忧、解乏、

怡情和发泄，诗意轻松、自由、讨喜。从这个意义

上看，这两篇作品当属作家创作的歌谣体新诗，属

于儿童诗。

那么，《时辰钟歌》和 《小弟弟歌》的文体是

什么？

《时辰钟歌》

时辰钟，声滴滴，一秒一分又一刻；光阴一去

不再来，今日事，今日毕，勿挨到明日；滴滴滴，

好光阴，要爱惜。［９］４３

《小弟弟歌》

小弟弟，我爱你。你一会儿恼，一会儿啼；一

会儿又是笑咪咪。你这样的活泼，这样的伶俐；小

弟弟，我实在爱你。［５］３３

《时辰钟歌》 《小弟弟歌》具有歌谣的特点，

表达直接、自然。它们语句简短，多用三字句，节

奏明快；多用拟声词、叠声词和重复词句，读来有

撒娇的快感；内容单纯浅显、生动形象，符合儿童

思维特点；抒情主体是儿童，还可以伴随游戏动

作。这样的作品一般是成人根据儿童的接受心理，

专为儿童创作的，属于儿歌童谣。这两篇作品具有

一定的童趣和教育意义，易于被儿童理解和喜爱，

更适合配上游戏动作吟诵，当属思想性童谣。

（二）一篇寓言体作品

《小鸡不听母鸡的话》讲述了一只好斗的小鸡

因不听母鸡的话，来到井边，看到自己的影子，遂

起怒意，跳井与之决斗，最后溺死的故事。这则故

事揭示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道理。它篇幅短

小，言简意赅，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动物人格化的

性格特点，以比喻性的极端故事揭示出一个意味深

长的道理，无疑是一篇动物寓言。

（三）一篇游记

《远足会》书写了一班学生去郊外踏青的见闻

和快意。当时正值暮春时节，花木繁盛，落花如雨，

虽然行路甚远，大家依然身心愉悦，毫不疲倦。这

篇短文虽重叙事、轻抒情，写景细致铺张，写情理

性节制，但行文间情真意切，文学意味浓厚，是一

篇游记散文。如文中所述：“我们一边走，一边唱踏

青歌，人家看见我们走过，都含着笑脸说：‘这班学

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简单的语言背后藏着

村里人的艳羡和 “我们”的闲适和自豪。又如：

“这一次远足，来回八九里，全队二十人，没有一个

说是疲乏的。”这种典型的拟判断语句，以四两拨千

斤之技，表达出他们极度的愉悦之情。

综而观之，最早编入国语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

共六篇，它们包括两篇歌谣体儿童诗 《放羊歌》

和 《小鸦歌》，两篇思想性童谣 《时辰钟歌》和

《小弟弟歌》，一篇中国现代寓言 《小鸡不听母鸡

的话》和一篇游记散文 《远足会》。它们作为易代

之际新旧文学的连接物，表达了民初学者对国语文

学的理解和探索，也通过国民学校语文课堂的教

学，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理念和文化心理。

三、最早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的新文学

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揭示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开端

　　中国现代新诗开创伊始，提倡用口语作诗、作

平民的诗，这恰好与民间歌谣契合。庄适创作的这

两篇歌谣体新诗，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其实，在

民间歌谣中寻找新文学的创作资源是当时新派学者

的一种共识。１９１７年，胡适发表 《文学改良刍

议》，提倡用活语言，即口语、俚语创造新文学作

品。胡适在为 《尝试集》作序时说，“五四新诗革

命”是继先秦国风、汉魏乐府、元白新乐府运动

后的第四次诗体大解放，这四次诗歌革命都是文人

文学的歌谣化变革。同时，胡适通过探寻新诗歌谣

化的滥觞，成功地把 “五四新诗革命”纳入主流

文学领域。１９１８年２月，在周作人、刘半农等人
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发起全国民

间歌谣的征集活动。随后，征集民间歌谣和拟歌谣

体新诗的创作蔚然成风。目前，限于文学史的介

绍，多数人只知道新文学先驱胡适、刘半农、刘大

白等人创作的歌谣体新诗，如 《尝试集》 《瓦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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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扬鞭集》中的诗歌和刘大白的 《卖布谣》

等，殊不知当时的一般学者也进行了很多歌谣体新

诗的尝试，《放羊歌》 《小鸦歌》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然而，这两首诗歌的变革具有不彻底性。尽

管它们纯使用国语，但文体依然有韵文的特点，诗

义依然在传承传统文化。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使它们

的艺术锋芒被历史遮掩。它们的发现揭示出 “五

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元创作理念、歌谣化

开端，以及现代文体脱胎于古代韵文的挣扎与

阵痛。

（二）开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入教材的先河

伴随晚清民国的教育救国思路，我国近代学者

发现了儿童和儿童文学的价值。他们认识到，儿童

是未来社会的主体，是值得尊重和依赖的社会力

量。儿童文学是适合儿童接受能力和审美特点的作

品，多读儿童文学，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发展，提高

其心智成熟度。黄海锋郎在 １９０２年 《杭州白话

报》中刊登的文章 《儿童教育》中强调，“儿童天

真烂漫，总要顺他自然的性，总能够养成活泼的天

机。”［１２］所以，从中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始，

小学语文教科书就已经编入儿童文学课文了。但这

些儿童文学课文都是使用庄重典雅的文言写成，仅

具有一定古典文学功底的儿童能够快速理解、接

受。为了弥补教科书的不足，１９０９年孙毓修以清
浅的文言、略加俚俗之语编辑了一套儿童文学丛书

《童话》和一种月刊 《少年杂志》，很受学生欢迎。

这些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对外国作品的翻译和对中国

古典故事的改编，没有中国原创作品。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叶圣陶创作的第一篇童话 《小

白船》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端。而在

《新体国语教科书》中，庄适创作的两篇儿童诗、

两篇童谣和一篇现代寓言，比叶圣陶的 《小白船》

早了近两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小白船》是艺术

纯熟的儿童文学作品；《放羊歌》《小鸦歌》，训诫

意味较浓，童趣略显不足；《时辰钟歌》 《小弟弟

歌》较有童趣，但不够巧妙； 《小鸡不听母鸡的

话》寓意深刻、丰富，但文学性太强，文体特征

不鲜明，不利于儿童理解。因为造成小鸡溺死的原

因有三：其一是小鸡不听妈妈的话，其二是小鸡分

不清自己和影像，其三是小鸡争强好斗的性格。另

外，“井”的诱惑是文学作品常常表现的主题，也

是孩子难以抵挡的力量，因为它会诱导孩子的猎奇

心。所以，这五篇作品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无法撼

动 《小白船》的儿童文学史地位。然而，它们开

启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入教材的先河。

（三）倡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培育文化自信

最早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六篇作品传达了儒

家和道家文化的精华。孝道、伦常和进取精神是儒

家文化的内核。《放羊歌》 《小鸦歌》表达的是孝

道，《小弟弟歌》可以深挖出伦常， 《时辰钟歌》

催人进取。道家文化崇尚自然、静美、天人合一，

《庄子· 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

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远足会》

正是写出了这种天地的大美。寓言是开启智慧的文

体，《小鸡不听母鸡的话》正是透过小故事，传达

大智慧的作品。

经考证，在后续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仅

《小鸡不听母鸡的话》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初版的 《新

法国语教科书》第六册第十四课中出现一次，另

外五篇均没有出现在以后任何版本的教科书中，是

这套书独有的课文。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商务印书

馆不重视。《新体国语教科书》只是书馆为了抢占

先机而仓促出版的教科书，仅发行了国民学校用的

这八册。随后，商务印书馆又倾力打造了一套

《新法国语教科书》，这套书是书馆为配合国语运

动编辑的一整套涵盖各学科的新法小学教科书中的

一种。它编辑阵容豪华，使用新标点、新语体、新

体例，课文多用对话体介绍生活常识，娓娓道来，

亲切易懂，并配有相应教授书，被时人喻为初期小

学最良好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发行后，《新体国

语教科书》的影响力迅速下降。二是这六篇作品

的创作技巧还不够娴熟，文体解放程度不够，不适

应 “五四”时期彻底破旧立新的文化态势。它们

内容上延续之前教科书的传统文化主题，文人趣味

浓厚；形式上仍有鲜明的韵文特征。另外，《远足

会》沿用古典散文重叙事、轻抒情的调子，《小鸡

不听母鸡的话》中 “井”的意象使作品寓意变得

深奥神秘。相比之下，寓意相近的文言寓言故事

《不听话的小鸡》寓意明了，更易于儿童理解。

（下转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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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几句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出翁达村各民族

间的和谐生境。仪式歌吟唱者通过把 “民族团结”

这个理念唱进了歌中，以期每个民族都能和谐相

处，从而做到民族间友好往来。我们还可以看到，

仪式歌吟唱者多次唱到祖先，这也是孝道的一种体

现。佤族人一直相信，不忘祖先是一种美德，“佤

族 ‘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强调人与祖先 （神）

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怀念和尊敬死

者，二是认为死者对活者有保护和赐福的作

用。”［４］佤族春节仪式歌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教化功

能是长久深远的，它不受限于当时的演述场域，对

听众往后的生活或是观念都有一定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翁达佤族的春节仪式歌，是一种特

殊的文学现象，亦是当今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文本的生成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离不开

吟唱者口头艺术创作的技巧，更离不开各民族文化

间的交流和共享。文学作为一种 “人学”，对人类

的命运生存有着极大的关怀，而仪式歌作为民间文

学的一类，自然充满着关怀人类命运的情愫，佤族

仪式歌的生成机制来自佤族人民的生存所需，吟唱

者演述仪式歌的宗旨是要将仪式歌的内涵传授给听

众，从而激发并深化听众对生存意义的认知、对民

族文化的了解，以及对生活秩序的把握，从而促进

民众生活能够持续和谐的发展，这就是仪式歌对人

的极致关怀。

另外，仪式歌是人类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及时收

集和整理对民族文化自信自强有着重大意义。最

后，仪式歌的演述是在特定时空和场景中进行的，

脱离了演述场域就很难再真实演述，所以，对于仪

式歌的研究，我们要深入田野，在演述场域中获取

第一手材料，并结合相关民俗文化事象深度挖掘它

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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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变境迁，在重塑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中，最
早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的这六篇中国现代作品又重

新焕发光芒。它们通过守孝悌、惜时光和近自然等

传统文学主题，传承、倡扬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重读这些课文，能够培育国人坚定的文化自信

和精神自立，也能为以后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选提

供有益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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