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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学部编《简易识字课本》（1909） 
沈 国威 

一、引言 

甲午之后“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1成为中国社会的共

识。译书大兴、教育制度的改革也以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为主要内容展开。教育制度改革的

进程甚至没有受到戊戌政变的过多影响。进入 20 世纪，清政府相继颁布“壬寅学制”（1902）、“癸

卯学制”（1904），1905 年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1906 宣布预备立宪，“陶铸国民”成

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同时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消灭文盲的识字教育也提上了日程。在这一

过程中，清学部刊行了两种重要的图书，即《简易识字课本》（1909）和《国民必读课本初稿》（1910）。

关于《国民必读课本》笔者等已经做过初步的考察 2，而《简易识字课本》尽管在针对清代的教育

体制、行政机构以及制度转型的研究中屡被提及 3，但依据实物发议论的，管见所及似仅为忻葆的

《1909 年清政府学部编纂简易识字课本印行》和马元泉的《宣统元年的识字课本》4

   

。且两篇文章

均为不足千字的短文，未及详细展开。与《国民必读课本》相同，《简易识字课本》虽然发行量极

大，但此类以一般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图书较难成为图书馆的收藏对象，故时至今日很多学者无缘

披览实物。笔者有幸购得 3 册，在这里仅对《简易识字课本》的情况做一些简单的报告。 

二、编纂目的及过程 

《简易识字课本》的编纂是作为预备立宪清单中的一项提出的 5

                                                 
1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2 沈国威、孙青《厳復と清末学部編『国民必読課本初稿』（1910）》，《亚洲文化交流研究》，第 5 期，

2010 年。 
3 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王建军：《中国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关晓红：

《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近期又有德国学者 Elisabeth Kaske 的新著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1895-1919. Brill， 2008 年。 
4 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30～31 页；《浙江档案》2003

年 4 月，20 页。另，马只见到了浙江绍兴档案馆收藏的第一种第一编下册。 
5 清末一方面《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传统的童蒙课本继续出版，另一方面《天文地理歌略》

（叶澜）《共和幼学杂字》等新内容的读物开始出现（《教科书以前的童蒙读物》，收张静庐辑注《中国

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 年，215～219 页）。而《简易识字课本》具有鲜明的国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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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奏折中将“遵拟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缮具清单”，对应办事务、承办部门、完成时间

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两个课本的内容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第一年 一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学部办。 

一编辑国民必读课本学部办。 

光绪三十五年第二年 一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创设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 

学部各省督抚同办；一颁布国民必读课本学部办。 

光绪三十六年第三年 一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 

光绪三十七年第四年 一创设乡镇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 

光绪三十八年第五年 一推广乡镇简易识字学塾，学部各省督抚同办。 

光绪四十年第七年 一人民识字义者须得百分之一。 

光绪四十一年第八年 一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五十分之一。 

光绪四十二年第九年 一宣布宪法，宪政编查馆办。 

一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上。 

新的教育制度推行义务教育，“开启童蒙”成为国家的行为，不上学接受教育既不能成为公民，

不能获得选举权 6。同时对那些只受过旧的教育的人通过《国民必读课本》培养其国民意识，在民

众的层面为立宪政治做准备。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年长失学之愚民，与寒畯之

家，力不能入初等小学堂者之子弟”。他们无缘学校教育，目不识丁，《国民必读课本》对他们也

是无从理解的。为此，清学部设置半日学校、简易识字学塾、宣讲所等，对这些低层民众进行识

字教育。《简易识字课本》就是作为课本而编纂的。编纂者的设想是：《简易识字课本》“期于日用

寻常，可以应用其文字浅深次序，大致由单字进于短句短文。（中略）俾其卒业以后，能再入学校

固善，卽无力更求深造，亦可藉以谋生，不至流于邪僻”7

就是说，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以为日后在学校学习的基础，即使不能再进学校学习，也能聊

以谋生。课本“所选教材，无取精深，即就伦常日用易知易行之事物教授之”，都是一些简单的道

理。但是为了顺应时势，如下所示还加入了一些国家的内容。同时，编纂者意识到“惟是寒畯之

家，肄学年限，不能预定，势难以一种识字课本限之”，所以“拟编为三种。其第一种识字课本，

凡道德知能之要，象数名物之繁，详征约取，备着于篇，约三千二百字，期以三年毕业。第二种

识字课本，则于第一种课本中，去其理解稍高深，事物非习见者，约减为二千四百字，期以二年

毕业。其第三种识字课本，但取日用寻常之字，目前通行之文，约之再三，定为一千六百字，实

。 

                                                 
6 高步瀛·陈宝泉编《国民必读》（1905）第二编第一课为“说要有国民的资格必须先受教育”；《时报》

1906 年 2 月 19 日载文《论普及教育》说：“必就学五年已毕业者，授为公民，必为公民而后得伍于兵

农工商之列，必有公民而后授以投票选举之权”。 
7 《学部奏编〈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大概情形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910.1.9），

清端方《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下文略为“情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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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无可再减，期以一年毕业”。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课程学习而不至于半

途而废。通过这样的措施逐渐实现“凡民入学之盛”。这就是学部制定的《简易识字课本》编纂大

纲 8

根据这个大纲将有 3 种识字课本出版，设计的学习时间依次为三年、二年、一年。一年为最

短的学习期间，1600 字也是最必须的字数，“实属无可再减”。《简易识字课本》就是在上述的指导

思想下编纂的。与《国民必读课本》的指导方针久拖不决，编纂工作迟迟无法展开不同，《简易识

字课本》的编辑似极为顺利。1909 年年底（宣统元年十一月）第一编上下两册刊行，收字 2400

字的第二编也已确认到实物。惟收字 3200 字的第三编国内各图书馆没有收藏信息，是否出版不得

而知。学部曾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0.2.7）上《编竣简易识字课本折》，对编纂方针、

成书情况作了汇报。奏折中说共编了三种，大致情形如下

。 

9

种类 

： 

册数 备注 

第一种 六册 

以教家贫年幼之儿童。三年毕业。按其学年。分为三编。每编二册。第一

编以识字为主。由单字进于短句短文。由名字进于静字动字。其单字以类

相连。分之为单字。合之则成一句。所选教材。多取儿童易知之事务。第

二三编。则稍寓文法。所选教材。以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为主。而历史地理

格致等科教材。亦采取焉。 

第二种 四册 
以教年长失学之子弟。二年毕业。由简句进于短文。间有引用古人成语。

亦必择其易于领解。 

第三种 两册 
以教年长失学粗能识字之人。一年毕业。与第二种程度略同。惟全书生字

较第二种为少。 
学部还奏明“以上各书。均于今年夏间告成。臣等详加校改。于本年九月先印数册。颁发京

师督学局。设塾试验。第一第二两种。颇称合宜。即于十二月二十日颁布各省。惟第三种印成后。

复有修改。俟明年各学塾开学。即当发往试验。”但是 1934 年出版的《教育年鉴》却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学部图书局拟编简易识字课本三种。第一种，教生徒以道德知

识之要，象数名物之繁，约取三千二百字为一编，三年授毕。第二种，再就第一种中取二千

四百字为一编，二年授毕。第三种，取日常应用及通行之字一千三百字为一编，期一年授毕。

又拟编国民必读课本二种。第一种较为浅现者，分上下册，每册半年用毕。第二种，较深者，

亦分上下册，二年或五年用毕。此两种课本，由学部拟具办法后，均经奉旨依议办理，但未

成书 10

                                                 
8 引用同上。 

。 

9 《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期（宣统二年二月初十），章程文牍 4 页。（01420 页） 
10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1953 年，236～237 页。原始资料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

育年鉴》第三编上部，1934 年开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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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书”云云显然与事实有悖，两种课本都出版了 11

 

。文中的“第三种，取日常应用及通

行之字一千三百字为一编，期一年授毕”是《情形折》的转述，但字数与该折的“实属无可再减”

的 1600 字不同。“一千三百字”或为“一千六百字”的误植，但如下文所述，实际刊行的课本所

收字数正是 1300 字。 

三、《简易识字课本》概况 

    笔者购入的《简易识字课本》为第一种第一编上下册和第二编上册。后者为残本，暂不论。 

    两册均为木刻线装，上册 13cm×19.5cm，笔者购入本为残破本，无封面、凡例缺一面，76 叶

以下缺，无封底，课文只至第 118 课（原书应为 80 叶，120 课）。下册尺寸同上册，80 叶，120 课。

下册版权页内容如下：宣统元年十一月印刷、出版；编纂兼印刷者：学部编译图书局、发行者：

学部编译图书局、银元一角四分。 

上册收字 577 字，其中“长、上、下”两出，为同形异素字 12

No 

；下册收字 729 字，其中“产、

干、庄、善、饥、欲、数、萧、相、重”为同形异素字；上下册之间的同形异素字有 5 个“面、

尚、盛、少、游”。全书同形异素字的具体情况如下： 

汉字 发音 例句 备注 

1 
长 Chang2 长枕（上第 32 课） 作形容词用 

长 Zhang3 绿草长，蝴蝶飞（上第 57 课） 作动词用 

2 
上 Shang4 屋上梁（上第 53 课） 作名词用 

上 Shang4 上讲堂（上第 65 课） 作动词用 

3 
下 Xia4 楼下梯（上第 53 课） 作动词用 

下 Xia4 昨夜下雨（上第 61 课） 作名词用 

4 
产 Chan3 产于山中（下第 44 课，以下同） 作动词用 

产 Chan3 买者的产（第 112 课） 作名词用 

5 

干 Gan1 露气渐干（第 5 课） 旧“乾”字 

干 Gan4 树干中有液（第 52 课） 旧“幹”字 

干 Gan1 谓之天干（第 77 课）  

6 
庄 Zhuang1 容貌必庄（第 66 课） 作形容词用 

庄 Zhuang1 买良田千亩，为义庄（第 110 课） 旧“莊”字 

7 
善 Shan4 善用铁枪（第 35 课） 作副词用 

善 Shan4 人非善不交（第 93 课） 作形容词用 

8 
饥 Ji1 得无饥乎（第 92 课） 作动词用 

饥 Ji1 遭时饥荒（第 114 课） 旧“饑”字 

                                                 
11 沈国威、孙青前揭论文。 
12 书中所列“毬”、“（地）球”在简体字中都归入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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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欲 Yu4 人欲无病（第 11 课） 作动词用 

欲 Yu4 节嗜欲（第 65 课） 旧“慾”字 

10 
数 Shu3 游鱼可数（第 19 课） 作动词用 

数 Shu4 兄弟数人（第 23 课） 作名词用 

11 
萧 Xiao1 兰蕙萧艾，皆草也（第 29 课） 作名词用 

萧 Xiao1 萧锋，年四岁（第 88 课） 作人名用 

12 
相 Xiang1 互相友爱（第 23 课） 作副词用 

相 Xiang4 范仲淹少贫，及为相（第 110 课） 作名词用 

13 
重 Zhong4 金重于羽（第 18 课） 作形容词用 

重 Chong2 重阳节（第 57 课） 作动词用 

上下册之间的同形异素字 

1 
面 Mian4 米面饭饼（上第 14 课） 旧“麪”字 

面 Mian4 出必告，反必面（下第 12 课） 作动词用 

2 
尚 Shang4 人人尚武（上第 117 课） 作动词用 

尚 Shang4 王尚絅（下第 90 课） 人名 

3 
盛 Sheng4 生意极盛（上第 94 课） 作形容词用 

盛 Cheng2 以囊盛米（下第 63 课） 作动词用 

4 
少 Shao3 陆比水少（上第 102 课） 作形容词用 

少 Shao4 范仲淹少贫（下第 110 课） 作名词用 

5 
游 You2 学生游戏（上第 87 课）  

游 You2 所遊必有常（下第 12 课） 旧“遊”字 

下册重复 7 字：“兰、良、谈、穴、游、勤、俗”；上册下册重复 8 字：“处、告、瓜、壳、尚、

盛、丝、吐”。上册实收 577 字（含同形异素字，下同），下册实收 715 字，共计收 1292 字 13

《简易识字课本》与《国民必读课本》相同都是由学部编译图书局负责编纂的，郑鹤声曾指

出：“有陈宝泉等编国民必读课本两种，高步瀛等编简易识字课本三种，平远编国民必读经证释义，

景山编识字教授书等，但未成书。”高步瀛参与并领导了编纂工作，但其他具体编纂人员的情况不

明

。 

14

《简易识字课本》第一种第一编以“庶贫寒无力入学及年长失学之人”为读者对象，这些人

由于是“节缩其操作之光阴以从事于修业”，故每天的授课时间为 2～3 小时。内容为“关于修身

者，则教以家庭伦理、学堂规则等；关于格致者，教以寻常所见之动植物及浅近之物理等；至关

于地理历史者，尤择其易为领解且饶（有）兴趣者，教之，并择取古人之嘉言善行，以为他日立

。 

                                                 
13 如下所述，笔者所藏《简易识字课本》上册缺最后两课，按每课 4 字计，少了 8 个字。 
14 郑鹤声“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科书之探讨”，《教育杂志》第 25 卷第 7 号 31 页，1935 年。

但《国民必读课本》的编纂者则相对清楚，参见沈国威、孙青前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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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世之标准”（凡例）。同时出于国民教育的需要增加了一些传统的童蒙书所没有的内容，如： 

《上册》（标点为引用者所加，下同） 

 地图一张，上画各国。我是大清人，我爱大清国。83 课 

 陆军一队，练习操法。精神活泼，人人尚武。117 课 

《下册》 

 国家设巡警，所以保护人民也。巡警定有章程，谓之警章。为人民者，皆宜遵守，犯者有罚。

118 课 

 人有房室，可以庇身。国家亦所以庇身也。国家之安危，关于人民之安危，故为国民者，宜

纳税，宜充兵。119 课 

 皇帝万岁万万岁！黄河如带兮，泰山如砺。惟我帝国兮，齐天地而不敝。120 课 

关于收字的选择标准，编纂者说：“皆日用寻常之必需者，冷僻之字概不阑入”，但实际上并

没有经过字频调查或文字专家的筛选 15，例如下列汉字HSK汉字等级大纲（2905 字）中不收 16

螯 钯 豹 庇 敝 鳔 禀 哺 簿 巢 雏 籴 笃 蠹 饵 矾 麸 孵 拂 拊 丐 骼 庚 羹 躬 垢 

瞽 癸 骸 亥 阖 斛 蕙 祭 袷 荚 芥 絅 韭 驹 娌 砺 鳞 赁 伦 玛 蔓 莽 卯 牡 楠 瑙 

溺 腻 碾 藕 螃 瓢 牝 蹼 栖 脐 鳍 契 樵 勤 擒 卿 蚯 毬 壬 褥 蕊 缫 瑟 甥 盛 盛 

湿 嗜 枢 黍 漱 巳 姒 嵩 竦 隼 榻 棠 粜 蜗 戊 兮 犀 呷 匣 蝎 偕 薤 蟹 戌 炫 驯 

焉 檐 彦 砚 肴 鹞 欹 矣 懿 寅 蚓 酉 於 逾 橼 瑗 簪 札 毡 樟 账 棹 趾 鸷 盅 仲 

妯 锥 姊 恣 

。 

根据《情形折》的说法：原来的设想是先选出 3200 字，再进一步选出 2400 字和 1600 字。即

先确定一个总的范围，然后考虑学习时间的长短，分别等级。但实际的出版顺序是一个相反的过

程，就是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 3200 字的总表尚无法确定。这里涉及到一个总体规划的问题。 

                                                 
15 苏培成指出：“1928 年陈鹤琴出版了《语体文应用字汇》，这是最早的字频研究”（苏培成著《现代汉

字学纲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26 页）。苏还说：“现代学者中最早从事汉字字频统计

研究的是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20 世纪 20 年代，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为了给编辑千

字课做选字参考，他和助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总数为 554478 字的六种语料进行了字频统计，得到

了 4261 个字种，编成了《语体文应用字汇》，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丛刊”第五种，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6 月出版。这是第一本现代汉语字频统计的著作，为汉字的计量研究做出了贡献。”其实陈鹤琴的工

作还不能说是“最早”“第一”。19 世纪 40 年代来华传教士戴约尔（S. Dyer，1804～1843）就已经对汉

字做过字频统计。韩琦《从香港到上海：19 世纪中叶西方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国际研讨会：印刷文

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2009，於香港城市大学。亦参见张陈一萍、戴昭曾著《虽至于死——台约尔

传》，香港：宣道出版社，2009 年。 
16 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HSK 汉字等级大

纲的收字量是《简易识字课本》的一倍以上。即使考虑到某些历史因素，也不能说识字课本所收的字都

是“日用寻常之必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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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例：“各课中生字均于上栏标出，遇有同一字而前后读音不同者，仍作生字标出，按四

声加圈以别之，俾学生易于辨识”。上文表中的字多为加圈的字。“凡例”还规定： 

一、本编各课中，间用插图，至于寻常之物，如衣服食物以至动植矿等，名目甚多。文中未

能悉见者，则以类相从为附图以统之，俾学生易于寻检。 

一、本编附有练习为学生复习之用。其中或空一二字令学生补出以启其联字造句之心思，至

文言俗言相异者更加互释一则於俗字不能入文者，既可藉以附见且使学生知文言对译之法於

作文亦有裨益。惟本编练习皆间四课一列，意取齐整。教者於教授某课时，即可按法练习，

不必拘泥定四课以后也。 

文言俗语的区别如附录所示主要是语词层次的问题，即相同的意思分别用文言的词和口语词

表达。编纂者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写作能力。 

关于具体编纂方法，编纂人员认为应按照“文字深浅之次序，大致由单字进于短句短文，庶

使儿童循序渐进易于领会”。 

 

四、《简易识字课本》的使用 

宣统元年十一月《简易识字课本》刊行的同时，学部于二十九日（1910 年 1 月 10 日）具奏《遵

拟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折（并单）》： 

    本年闰二月，臣部具奏分年筹备事宜单开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业经宪政编查馆覆核，

奉旨允准在案，自应钦遵办理。窃维今日教育之困难，属于办学者有二，属于就学者亦有二。

民瘠则经费难筹，地僻则师资缺乏，此办学之难也。生计操作之鲜暇，书籍用品之无资，此

就学之难也。宪政编查馆有鉴乎此，于立宪九年预备单内，奏没简易识字学塾，欲以辅小学

教育之不及，而期以无人不学为归，规画极为周至。惟此项学塾，既以简易为名，则一切章

程必使易知易从，而后不背乎委曲变通之旨。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凡官立、公立、私立各项

学堂，经费稍裕者，皆令附设此项学塾，则期月之间，较旧设学堂之数，可以骤增一倍。此

外推广设立者，并得租借祠庙及各项公所，另行开办，但经费务须极力从省，其图书器具不

必求备，但以略可敷用为主；此项教员，科学亦不必求全，但使文理通顺，略具普通知识者

即可取为师资；庶无经费难筹、教员缺乏之弊。至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其毕业年限，定为三

年以下，一年以上；其授课时间，定为每日三时或二时；庶贫寒无力入学之子弟及年长失学

之人，皆可节缩其操作之光阴，以从事于修业，庶无就学困难之弊。所有此项章程颁行之后，

凡地方官吏及各项学务人员，皆应通力合作，认真考核，庶学堂多一读书之人，即地方多一

明理之人，实于宪政前途稗益非浅。兹将拟具章程，谨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命下遵行。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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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内容如下 17

    一、简易识字学塾，专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而设。其课程，专教部颁简易

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井酌授浅易算术(珠算或笔算)，教授二书完毕，即准作为毕业。

至其毕业年限，定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年长失学、急于谋生入此项学塾者，或三年、

或二年、或一年均可听便；家贫年幼入此项学塾者，自以三年毕业为宜，如力不能学至三年，

亦可酌量变通。)每日教授钟点，定为三小时或二小时，应由劝学所详查各学塾办理情形，

汇呈督学局或提学司备核。 

： 

    一、此项学塾三年毕业者，如愿升学，得升入初等小学第四年。 

    一、此项学塾毕业生，均发给凭单，注明肄业年限及识字若干。 

    一、此项学塾，得酌授体操，作为随意料。 

    一、简易识字课本，计分三种(遵照奏章，一种三年毕业，一种二年毕业，一种一年毕

业)；国民必读课本，计分二种(一种较深者，一种较浅者)。应用某种课本，由各学塾择其

力所能至者选用教授。 

    一、此项学塾，视经费所自出，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每县城(州治厅治同)及著

名村镇，务须先由官设立一二所，以资提倡。其绅富捐助巨款创办者，准与捐助学款，一律

请奖。 

    一、督学局及提学司，自章程颁布之日起，预定此数年，每年推广办法，分饬地方官及

学务人员逐年赶办。    ． 

    一、此项学塾，应由劝学所总董认真经理，每三个月应将境内学塾数目，及每期学生增

减之比较，在京呈报督学局，在各省呈报提学司察核。督学局及提学司每半年汇报学部一次，

以凭稽考。 

    一、设立此项学塾，为地方官及劝学所总董之专责，地方官及自治会并应任筹款之责。

即以此事作为地方学务考成，由该省提学司认真考核。其成绩较优者，量加奖励；不力者轻

则记过，重则详请督抚参撤。 

    一、此项学塾，可租借祠庙及各项公所，除黑板、讲台自应新置外，所有椅桌器具，亦

可赁借应用。 

    一、凡已设之官立、公立、私立各项学堂，岁入经费较为充裕者，均应附设此项学塾。

其学生人数多寡，不必拘定，由督学局及提学司督劝办理。 

    一、此项学塾，可仿日本二部教授法，以上半日、下半日分班，并可增设夜班。 

    一、此项学塾，附设各项学堂之内者，授课时间应定为晚七点钟至九点钟，或午后四点

钟至六点钟，以及星期、年假、暑假讲堂闲旷之日，均得多定钟点，酌量授课。     

    一、此项学塾，应按学生年龄及所认毕业年限分班教授。如学生人数无多，程度亦复不

齐，则用单级教授法合班教授。 

    一、学生不收学费，应用书籍物品，概由塾中发给。 

                                                 
17 《大清宣统新法令》，11 册，33～35 页，商务印书馆刊本，宣统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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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此外所有未尽事宜，应由督学局及提学司就实在情形量为更定，呈部备核。 

学部的奏折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开始具体执行。半年以后学部汇报简易识字学塾的设置、日

常运作情况及《简易识字课本》的使用： 

《简易识字课本》两种已经通咨各省。至简易识字学墪，除京师设有三十余所外，广西

一省据报成立者达五百八十余所。陜西全省亦达三百余所。此外，如吉林、直隶、山东、山

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自一二十所至三四十所不等。新疆因部颁课本未到，

将简易识字学墪并入汉语学堂酌量变通，其余各省分别筹设。尙属办理无误，所谓关乎举行

颁布者，此也。（下略）……18

    而于逢春提供的资料则显示在当时东北地区，为朝鲜半岛移民设置的初等小学里，第一至第

三学年的国文课，均以《简易识字课本》作教科书

 

19

 

。可知该书的使用不仅仅限于民间设立的简

易识字学塾。 

五、小结 

如上所述，对于《简易识字课本》的考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即扫除文盲，陶铸国民的

近代教育史的脉络，另一个是关于汉字习得、使用的文字学的研究。这两种研究都需要我们加以

深化 20

 

。 

附记：本文为与复旦大学孙青博士进行的共同研究：“关于清学部编《国民必读课本》之研

究”的一部分。资料收集上得到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扬宗研究员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18 《宪政编查馆奏遵限考核京外各衙门第二年第二次筹办宪政成绩》，《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九十八，

宪政考六。 
19 于逢春《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以 20 世纪上半叶东北边疆民族国民教育为主》，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85 页。 
20 1982 年 2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 7 条规定：“个人扫盲的标准是：农民识 1500

个汉字，企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识 2000 个汉字；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

单的账目，能够写简单的应用文。”1991 年国家语委开始进行《扫盲用字表》的研制。研制的方法是从

全国各地搜集了 1980 年以后编写的扫盲课本，然后进行用字统计，共得到了 3571 个字。按照每个字在

多少种课本中出现由多到少排列顺序，然后选取前 2000 多字。截至点前后有些字如果入选的课本数相

同，依《现代汉语常用字表》选取频率高的，然后再进行少量的人工干预，就得到包含 2000 字的《扫

盲用字表》。《扫盲用字表》又分甲乙两个字表。甲表是全国统一的扫盲必学字 1800 字，乙表 200 字是

扫盲参考用字表。对乙表的字，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苏培成著《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

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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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上册课文 

第一编下册封面 

第一编下册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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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 

『簡易識字課本』上册 577 字

天 1 

地 1 

人 1 

日 2 

月 2 

星 2 

山 3 

水 3 

花 3 

草 3 

牛 4 

羊 4 

鸡 4 

狗 4 

土 5 

木 5 

砖 5 

瓦 5 

衣 6 

帽 6 

鞋 6 

袜 6 

桌 7 

椅 7 

几 7 

凳 7 

床 8 

帐 8 

被 8 

褥 8 

风 9 

云 9 

雨 9 

雪 9 

笔 10 

墨 10 

纸 10 

砚 10 

刀 11 

剪 11 

针 11 

线 11 

金 12 

银 12 

铜 12 

铁 12 

油 13 

盐 13 

酱 13 

醋 13 

米 14 

面（1/2） 14 

饭 14 

饼 14 

镰 15 

锄 15 

犁 15 

钯 15 

门 16 

户 16 

井 16 

灶 16 

手 17 

脚 17 

耳 17 

眼 17 

壶 18 

盅 18 

瓶 18 

罐 18 

一 19 

二 19 

三 19 

四 19 

五 19 

六 20 

七 20 

八 20 

九 20 

十 20 

父 21 

亲 21 

母 21 

儿 21 

子 21 

哥 22 

弟 22 

姊 22 

妹 22 

松 23 

树 23 

柏 23 

桃 23 

杏 23 

竹 24 

筐 24 

篮 24 

瓷 24 

盆 24 

棉 25 

袄 25 

裤 25 

绒 25 

毡 25 

毛 25 

毯 25 

布 26 

皮 26 

靴 26 

巾 26 

镜 26 

灯 27 

蜡 27 

烛 27 

羹 27 

匙 27 

瓢 27 

先 28 

生 28 

学 28 

讲 28 

堂 28 

操 28 

场 28 

白 29 

马 29 

黄 29 

青 29 

绿 29 

柳 30 

叶 30 

红 30 

远 31 

近 31 

明 31 

稀 31 

席 32 

长（1/2） 32 

枕 32 

大 32 

春 33 

起 33 

来 33 

燕 34 

飞 34 

兔 34 

走 34 

流 34 

开 34 

毬 35 

鼓 35 

敲 35 

打 35 

宝 36 

剑 36 

腰 36 

抽 36 

拔 36 

关 37 

窗 37 

挂 37 

卷 37 

帘 37 

漱 38 

口 38 

洗 38 

脸 38 

吃 38 

喝 38 

种 39 

栽 39 

纺 39 

织 39 

读 40 

书 40 

写 40 

字 40 

戴 40 

穿 40 

套 41 

匣 41 

习 41 

帖 41 

缸 42 

盘 42 

玻 42 

璃 42 

杯 42 

琴 43 

喇 43 

叭 43 

按 43 

吹 43 

茶 44 

色 44 

味 44 

香 44 

光 45 

影 45 

东 45 

升 45 

西 45 

没 45 

江 46 

河 46 

南 46 

北 46 

深 47 

浅 47 

海 47 

池 47 

黑 48 

驴 48 

短 48 

杨 49 

枝 49 

芭 49 

蕉 49 

棠 49 

梧 49 

桐 49 

簪 50 

裙 50 

纱 50 

女 50 

卖 50 

角 51 

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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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51 

边 51 

剃 52 

头 52 

裁 52 

劈 52 

柴 52 

斧 52 

机 52 

屋 53 

上（1/2） 53 

梁 53 

楼 53 

下（1/2） 53 

梯 53 

柱 53 

石 53 

檐 53 

双 54 

两 54 

件 54 

匹 54 

园 55 

中 55 

外 55 

宅 55 

阶 55 

前 55 

包 56 

盒 56 

蓝 56 

暖 57 

长（2/2） 57 

蝴 57 

蝶 57 

鱼 58 

有 58 

鳞 58 

鸟 58 

翅 58 

无 58 

菜 58 

瓣 58 

蕊 58 

高 60 

放 60 

筝 60 

断 60 

落 60 

在 60 

时 61 

昨 61 

夜 61 

下（2/2） 61 

乱 61 

今 62 

晴 62 

小 62 

桥 62 

用 63 

尺 63 

后 63 

车 64 

轮 64 

船 64 

舵 64 

陆 64 

路 64 

上（2/2） 65 

正 65 

坐 65 

然 65 

行 65 

礼 65 

能 66 

兽 66 

蚕 66 

吐 66 

丝 66 

蜂 66 

酿 66 

蜜 66 

已 67 

将 67 

出 67 

叫 67 

进 68 

体 68 

步 68 

法 68 

整 68 

齐 68 

不 68 

可 68 

错 68 

我 69 

是 69 

你 69 

他 69 

朋 69 

友 69 

何 70 

处 70 

此 70 

彼 70 

客 71 

到 71 

命 71 

见 71 

向 72 

问 72 

贵 72 

姓 72 

让 72 

请 72 

入 72 

告 73 

烟 73 

饮 73 

酒 73 

同 74 

每 74 

排 74 

共 74 

榆 75 

荚 75 

圆 75 

絮 75 

如 75 

钱 75 

新 76 

钩 76 

又 76 

弓 76 

晚 76 

霞 76 

火 76 

锦 76 

亦 77 

比 77 

糖 78 

甜 78 

酸 78 

梅 78 

即 79 

睡 79 

刻 79 

定 79 

牡 80 

丹 80 

浮 80 

萍 80 

荷 80 

未 80 

早 81 

安 81 

供 82 

孔 82 

拜 82 

图 83 

张 83 

画 83 

各 83 

国 83 

清 83 

爱 83 

家 84 

师 84 

当 84 

孝 84 

敬 84 

散 85 

回 85 

禀 85 

往 85 

温 86 

功 86 

课 86 

文 86 

算 86 

游（1/2） 87 

戏 87 

作 87 

兵 87 

拿 87 

旗 87 

枪 87 

气 88 

田 88 

忙 88 

麦 88 

熟 88 

夏 89 

初 89 

稻 89 

满 89 

男 89 

插 89 

秧 89 

送 89 

豌 90 

豆 90 

结 90 

成 90 

街 91 

道 91 

平 91 

坦 91 

宽 91 

阔 91 

间 91 

旁 91 

食 92 

桑 92 

茧 92 

缫 92 

绸 92 

缎 92 

铺 93 

教 93 

科 93 

印 93 

工 93 

既 93 

好 93 

价 93 

廉 93 

货 94 

店 94 

意 94 

极 94 

盛（1/2） 94 

牌 94 

真 94 

实 94 

发 95 

要 95 

梳 95 

身 95 

扫 95 

服 96 

洁 96 

净 96 

端 96 

说 96 

话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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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96 

最 97 

广 97 

美 97 

凉 98 

闲 98 

乐 98 

苍 99 

蝇 99 

取 99 

拂 99 

逐 99 

鹅 100 

鸭 100 

群 100 

分 100 

棹 100 

泥 101 

淡 101 

咸 101 

球 102 

全 102 

多 102 

少（1/2） 102 

鹿 103 

斑 103 

点 103 

象 104 

鼻 104 

尾 104 

牙 104 

唇 104 

名 105 

阳 105 

节 105 

榴 105 

艾 105 

藕 106 

切 106 

连 106 

阴 107 

蜗 107 

墙 107 

背 107 

壳 107 

年 108 

老 108 

幼 108 

者 108 

量 109 

必 109 

须 109 

寸 109 

丈 109 

斗 110 

斛 110 

乡 111 

村 111 

养 111 

牲 111 

便 111 

骡 111 

猪 111 

更 111 

猫 112 

捕 112 

鼠 112 

鹰 112 

雀 112 

使 112 

雷 113 

声 113 

电 113 

隆 113 

闪 113 

蚊 114 

咬 114 

秋 115 

丰 115 

收 115 

仓 115 

余 115 

粮 115 

粜 115 

籴 115 

瓜 116 

果 116 

以 116 

解 116 

渴 116 

军 117 

队 117 

练 117 

精 117 

神 117 

活 117 

泼 117 

尚（1/2） 117 

武 117 

官 118 

惜 118 

死 118 

太 118

 

『簡易識字課本』下册 715 字

愈 1 

智 1 

乘 2 

除 2 

加 2 

减 2 

珠 2 

采 3 

怜 3 

莲 3 

蓬 3 

兄 3 

与 3 

则 3 

钉 4 

湿 4 

晨 5 

干（1/3） 5 

渐 5 

露 5 

匀 5 

着 5 

材 6 

或 6 

架 6 

其 6 

为 6 

因 6 

橼 6 

伐 7 

匠 7 

曲 7 

薪 7 

之 7 

直 7 

恒 8 

仁 8 

齿 9 

嚼 9 

目 9 

舌 9 

视 9 

听 9 

物 9 

言 9 

知 9 

足 9 

思 10 

所 10 

心 10 

注 10 

病 11 

换 11 

晒 11 

裳 11 

欲（1/2） 11 

澡 11 

称 12 

反 12 

面（2/2） 12 

业 12 

游（2/2） 12 

凡 13 

刚 13 

皆 13 

柔 13 

燥 13 

豹 14 

虎 14 

类 14 

犀 14 

鹞 14 

属 14 

虫 15 

动 15 

羽 15 

缝 16 

浇 16 

诗 16 

归 17 

居 17 

栖 17 

野 17 

於 17 

冰 18 

寒 18 

铅 18 

软 18 

硬 18 

枣 18 

重（1/2） 18 

澄 19 

钓 19 

饵 19 

竿 19 

截 19 

数（1/2）19 

投 19 

哺 20 

返 20 

孵 20 

卵 20 

乌 20 

犹 20 

朝 21 

昼 21 

午 21 

夕 21 

至 21 

自 21 

秤 22 

斤 22 

厘 22 

互 23 

眠 23 

室 23 

数（2/2） 23 

榻 23 

相（1/2） 23 

冬 24 

扇 24 

事 24 

王 24 

延 24 

伯 25 

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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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25 

祖 25 

舅 26 

姨 26 

姑 27 

甥 27 

侄 27 

娌 28 

妻 28 

嫂 28 

姒 28 

俗 28 

谓 28 

妯 28 

葱 29 

谷 29 

蕙 29 

韭 29 

兰 29 

粱 29 

楠 29 

茄 29 

黍 29 

萧（1/2） 29 

也 29 

樟 29 

植 29 

总 29 

非 30 

经 30 

若 30 

岁 30 

题 30 

朱 30 

半 31 

鸣 31 

息 31 

矣 31 

贯 32 

久 32 

理 32 

首 32 

通 32 

序 32 

循 32 

巢 33 

管 33 

领 33 

似 33 

职 33 

众 33 

临 34 

勤 34 

甚 34 

穴 34 

焉 34 

蚁 34 

勇 34 

阵 34 

故 35 

号 35 

留 35 

善（1/2） 35 

性 35 

彦 35 

义 35 

章 35 

忠 35 

具 36 

炮 36 

器 36 

制 36 

锥 36 

阖 37 

庭 37 

望 37 

变 38 

观 38 

冷 38 

丽 38 

霜 38 

鲜 38 

绣 38 

螯 39 

雌 39 

肥 39 

横 39 

尖 39 

螃 39 

脐 39 

蟹 39 

雄 39 

浆 40 

栗 40 

裂 40 

葡 40 

柿 40 

萄 40 

而 41 

歌 41 

耕 41 

立 41 

瑟 41 

舞 41 

凿 41 

对 42 

拱 42 

趋 42 

退 42 

遭 42 

狐 43 

鲸 43 

玉 43 

产（1/2） 44 

代 44 

矿 44 

煤 44 

碳 44 

质 44 

层 45 

惊 45 

铃 45 

坡 45 

塔 45 

响 45 

鸦 45 

藏 46 

得 46 

登 46 

顶 46 

疾 46 

免 46 

乃 46 

始 46 

寻 46 

转 46 

追 46 

雏 47 

唤 47 

粒 47 

率 47 

啄 47 

毒 48 

害 48 

含 48 

茎 48 

脑 48 

伤 48 

吸 48 

槐 49 

救 49 

溺 49 

扁 50 

颈 50 

蹼 50 

呷 50 

掌 50 

嘴 50 

鳔 51 

拨 51 

沉 51 

腹 51 

鳍 51 

伸 51 

缩 51 

干（2/3） 52 

割 52 

漆 52 

液 52 

蔽 53 

单 53 

袷 53 

随 53 

餐 54 

肉 54 

蔬 54 

肴 54 

卜 55 

甘 55 

姜 55 

芥 55 

辣 55 

萝 55 

苹 55 

薯 55 

蒜 55 

薤 55 

毫 56 

狼 56 

佳 57 

景 57 

偕 57 

重（2/2） 57 

附 58 

脱 58 

蔗 58 

汁 58 

橘 59 

略 59 

百 60 

计 60 

屈 60 

万 60 

位 60 

指 60 

粗 61 

粉 61 

麸 61 

糠 61 

磨 61 

末 61 

内 61 

碾 61 

滴 62 

沸 62 

盖 62 

锅 62 

烧 62 

腾 62 

蒸 62 

致 62 

夫 63 

负 63 

砍 63 

捆 63 

买 63 

囊 63 

樵 63 

绳 63 

盛（2/2） 63 

市 63 

挑 63 

糊 64 

笼 64 

漫 64 

迷 64 

模 64 

雾 64 

晓 64 

罩 64 

愁 65 

从 65 

烦 65 

戒 65 

恼 65 

却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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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65 

省 65 

嗜 65 

忧 65 

欲（2/2） 65 

恭 66 

冠 66 

谨 66 

貌 66 

容 66 

庄（1/2） 66 

宾 67 

侧 67 

肩 67 

刘 67 

论 67 

竦 67 

谈 67 

欹 67 

移 67 

逾 67 

规 68 

律 68 

守 68 

陈 69 

览 69 

列 69 

痰 69 

唾 69 

勿 69 

艺 69 

纵 69 

毕 70 

唱 70 

滚 70 

竞 70 

抛 70 

圈 70 

童 70 

引 70 

币 71 

锡 71 

造 71 

铸 71 

矾 72 

晶 72 

玛 72 

瑙 72 

额 73 

睛 73 

利 73 

畜 73 

爪 73 

驾 74 

驹 74 

勒 74 

良 74 

牝 74 

驯 74 

峰 75 

骆 75 

漠 75 

沙 75 

蹄 75 

驮 75 

驼 75 

弯 75 

项 75 

趾 75 

获 76 

力 76 

擒 76 

胜 76 

隼 76 

惟 76 

鸷 76 

丙 77 

丁 77 

干（3/3）77 

庚 77 

癸 77 

己 77 

甲 77 

壬 77 

戊 77 

辛 77 

乙 77 

辰 78 

丑 78 

亥 78 

卯 78 

申 78 

巳 78 

戌 78 

寅 78 

酉 78 

支 78 

福 79 

祸 79 

纪 79 

配 79 

愚 79 

终 79 

周 79 

乎 80 

吉 80 

鹊 80 

凶 80 

预 80 

噪 80 

幅 81 

绘 81 

川 82 

里 82 

衡 83 

华 83 

嵩 83 

泰 83 

岳 83 

贺 84 

界 84 

龙 84 

庆 84 

世 84 

祝 84 

德 85 

静 85 

肃 85 

止 85 

独 86 

敢 86 

忽 86 

胡 86 

积 86 

厉 86 

偏 86 

邪 86 

徐 86 

瑗 86 

潦 87 

且 87 

严 87 

拙 87 

尘 88 

锋 88 

肯 88 

萧（2/2） 88 

札 88 

别 89 

臣 89 

妇 89 

古 89 

君 89 

伦 89 

圣 89 

信 89 

絅 90 

尚（2/2） 90 

显 90 

扬 90 

赋 91 

继 91 

莽 91 

亩 91 

输 91 

租 91 

薄 92 

笃 92 

拊 92 

饥（1/2） 92 

顷 92 

司 92 

避 93 

交 93 

就 93 

善（2/2） 93 

蛇 93 

畏 93 

贤 93 

蝎 93 

芝 93 

保 94 

和 94 

俭 94 

顺 94 

宜 94 

治 94 

簿 95 

查 95 

费 95 

记 95 

检 95 

款 95 

妄 95 

忘 95 

遗 95 

账 95 

躬 96 

闺 96 

赛 96 

士 96 

氏 96 

许 96 

炫 96 

越 96 

恣 96 

族 96 

贷 97 

冻 97 

饿 97 

丐 97 

借 97 

乞 97 

穷 97 

昆 98 

农 98 

蚯 98 

网 98 

微 98 

蚓 98 

蜘 98 

蛛 98 

缠 99 

稿 99 

蔓 99 

绕 99 

藤 99 

异 99 

博 100 

荡 100 

赌 100 

及 100 

倾 100 

速 100 

痛 100 

衅 100 

尤 100 

招 100 

骼 101 

骨 101 

骸 101 

筋 101 

络 101 

脉 101 

血 101 

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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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102 

弱 102 

瘦 102 

虽 102 

壮 102 

传 103 

垢 103 

健 103 

腻 103 

染 103 

受 103 

卫 103 

瘟 103 

疫 103 

蠹 104 

腐 104 

劳 104 

枢 104 

消 104 

但 105 

豪 105 

杰 105 

了 105 

设 105 

做 105 

瞽 106 

聋 106 

幸 106 

哑 106 

迹 107 

嘉 107 

闻 107 

训 107 

懿 107 

辞 108 

达 108 

济 108 

财 109 

侵 109 

施 109 

损 109 

誉 109 

乏 110 

范 110 

给 110 

贫 110 

少（1/2） 110 

相（1/2） 110 

淹 110 

仲 110 

庄（2/2） 110 

建 111 

捐 111 

卿 111 

私 111 

产（2/2） 112 

典 112 

贱 112 

赁 112 

契 112 

约 112 

持 113 

扶 113 

厚 113 

孟 113 

睦 113 

助 113 

荒 114 

饥（2/2） 114 

困 114 

衰 114 

统 114 

季 115 

祭 116 

腊 116 

猎 116 

限 117 

程 118 

罚 118 

犯 118 

护 118 

警 118 

民 118 

巡 118 

遵 118 

庇 119 

充 119 

房 119 

纳 119 

税 119 

危 119 

敝 120 

带 120 

帝 120 

皇 120 

砺 120 

兮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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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俗 课 

头 脑袋 上 52 

春风暖 春天的风和暖 上 60 

马无角 马没有角 上 60 

昨夜下雨 昨天晚上下雨 上 64 

鸟能飞 鸟能够飞/鸟会飞 上 68 

天已明 天已经明了 上 68 

何处有花 那里有花（那上声） 上 72 

此处有花 者里有花/这里有花 上 72 

彼处有花 那里有花（那去声） 上 72 

榆荚圆如钱 榆荚圆底/的像个钱 上 76 

柳絮白如棉 柳絮白地/的像棉花 上 76 

荷花未放 荷花还没有开 上 80 

我是大清人 我是大清国的人 上 84 

夏日初晴 夏天下雨初晴 上 92 

男子插秧，女子送饭 男人插秧，女人送饭 上 92 

发要常梳 头发要长梳 上 96 

有如船棹 如同船上的棹 上 100 

牙出唇外 牙露在嘴唇外边 上 104 

夏日食藕 夏天吃藕 上 108 

养牲最便 养牲口最方便 上 112 

蚊飞屋中 蚊子飞在屋里 上 116 

识字愈多，知识愈广 认识的字越多，知识越广 下 4 

爱人者人亦爱之，敬人者人亦敬之 爱人的人别人也爱他，敬人的人别人也敬他 下 8 

凡人皆当读书，以笔写字 一切的人都当念书，用笔写字 下 16 

父之姊妹，为我之姑 父亲的姊妹是我的姑 下 28 

爱亲孝也 爱亲是孝， 下 31 

此人非小人也 此人不是小人 下 31 

东方已明亦，学问将成亦 东方已经明了，学问将要成了 下 31 

蜂有王，蚁亦有王 蜜蜂有王，蚂蚁也有王 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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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皆果树也 桃李都是果树 下 40 

露结为霜 露水凝结成霜 下 40 

鲸似鱼而非鱼 鲸像鱼却不是鱼 下 44 

烟不可吸，（酒）亦不可饮 烟不可吸，酒也不可吃 下 48 

鱼腹内有鳔 鱼肚子里有鳔 下 52 

饮食不可过多 喝水吃饭都不可过多了 下 56 

十以上之数，皆至十进位 十个以上的数目，全是到十数进位 下 60 

砍之以斧捆之以绳 砍他用斧子捆他用绳子 下 64 

以囊盛米负之而归 用口袋盛米背着回家 下 64 

法律为国家所定 法律是国家定的 下 68 

爱国者必能守法 爱国的人必能守法 下 68 

煤油开矿取出者，亦属矿物 煤油是开矿取出来的，也属矿物 下 72 

骆背之肉峰，有双峰者，有单峰者 骆驼背上的肉峰，有双峰的，有单峰的 下 76 

有算命者有批八字者，其言皆不可信 有算命的有批八字的，他们的话都不可信 下 80 

我爱我之国，故重我国之国旗 我爱我的国，所以敬重我国的国旗 下 84 

不独头容直，心亦要直也 不但头容要正直，心也是要正直的 下 88 

衣得无薄乎 衣裳不可薄么 下 92 

蛇蝎恶虫也，故人皆避之 蛇蝎是恶虫，所以人都躲避他 下 96 

凡人皆不可吸烟，为学生者尤不可吸烟 凡人都不可以吸烟，作学生的尤其不可以吸烟 下 100 

冷水不可饮，冷水污秽者尤不可饮 冷水不可以喝，冷水污秽的更不可以喝 下 104 

人不识字与瞽者无异 人不忍识字与瞎子一样 下 10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 下 112 

古时十二月猎取禽兽祭先祖，故十二月

又名腊月 

古时候十二月猎取禽兽祭祀祖先，所以十二月

又叫做腊月 
下 116 

纳税充兵，皆人民之义 纳税当兵，都是人民的义务 下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