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璎，在中国，人们提起她只
知道是林徽因的侄女。在美国，可
能大部分人不认识林徽因，但一
定认识林璎。

奥巴马亲自为她戴上2016年
度“总统自由勋章”，而林璎是该
年度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
此外还被评为“50位美国的未来
领袖”之一，是享誉世界的华人建
筑师。

林璎的父亲林桓是美国俄亥
俄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母亲是俄
亥俄大学的英文教授。林璎小的
时候，夫妻俩刻意将身世背景隐
藏起来。直到林璎21岁以高中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后，父
亲才告诉她有个才华非凡的姑姑
林徽因。林璎成为建筑师让父亲
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林璎遗传了
姑姑的建筑天赋，自豪地说：“林
家的女人，每一位都个性倔强、果
敢独断，才华洋溢而心想事成。”

能否心想事成，成为一个像
姑姑那样优秀的建筑师，林璎还
不敢确定，但是倔强这个特点，倒
是戳中了林璎。

大学教授告诉林璎，建筑和雕
塑只能二选一，这是两种不同的体
系，不然会让林璎精神分裂。可林
璎就是倔，选择了建筑，但经常偷
跑到艺术学院听雕塑课：“对我来
说，雕塑是诗，而建筑是散文。”

1980年，大三的林璎需要做
一个关于“墓地建筑”的作业。突
然发现了学校里粘贴着越战纪念
碑设计方案的征集海报。

林璎和同学们一起去华盛顿
踩点，出发前，她反复问自己：建

“越战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当
宝贵的生命成了战争的代价时，

“人”无疑是应该被第一记住的。
想起姑姑林徽因和姑父梁思

成即使在病床上也呕心沥血地设
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她更坚定了
自己的信念：“过去会告诉我们将
来应该怎样生活。我觉得这些是
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
的。”她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作品
呼唤和平，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反
思。

当她来到修筑纪念碑的那片
草坪时，灵感刹那涌现。她不停地
想象着：用刀将地面切开并翻起
两翼，一边指向林肯纪念碑，一边
指向华盛顿。切口是黑色花岗石，
上面刻着亡者的名字，还能反射
出观者的脸和这里美丽安宁的环
境。悼念亡者的同时，人们会本能
地反思活在当下的自己。

“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征集
活动共收到1421件作品，当评委
会主席看到林璎的作品时，激动
地喊了起来：“这是个天才作品！”

很快，评委会一致通过选定林璎
的作品。

但是，方案遭到大批种族主
义分子和越战老兵强烈抵制：“一
个无知的亚裔能懂什么，越战时
她还没出生！”甚至退伍军人和家
属集会抗议，说这个设计作品是

“黑色的伤疤”。
与生俱来的倔脾气，让林璎

勇敢地站出来，身材矮小、只有一
米六的她回击记者和人们尖酸刻
薄的问题：“这项设计的主题肯定
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
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
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
影，从而超越它们。”

老兵们始终不依不饶，甚至
还去威胁林璎，最后提出在纪念
碑前要安放三座士兵的铜像。但
是林璎倔得一点都不肯妥协，这
完全是破坏她的作品。最后主办
方妥协只能协调将铜像放在公园
入口，远离纪念碑。

1982年11月13日，“越战纪念
碑”落成向公众开放。远远望去，
纪念碑确实像一道黑色的裂痕，
仿佛里面沉睡着那些亡魂。顺着
下坡走去，战士的名字在头顶越
升越高，庄严和肃穆的气息让人
沉重，这密密麻麻58307名美国军
人的名字，让无数人落泪、啜泣、
反思和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就连当初那些顽固的老兵，
站在花岗石前，望着昔日里朝夕
相处的战友现在只留存一个冰冷
的名字，在炮火中都不曾哭过的
他们，此刻却用粗糙的双手紧紧
遮住流泪的双眼。

林璎设计的“越战纪念碑”，
被美国人称为“永恒的哭墙”，这
使林璎名声大振。拿到耶鲁博士
学位的她设计了许多经典作品，
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人权
运动纪念碑”、耶鲁大学纪念录取
女学生的“妇女之桌”、密歇根大
学的“波浪形地域”，在美国建筑
界有口皆碑。

这些作品带给她的荣誉不计
其数。林璎以超过80%的选票成
为耶鲁大学的董事，还与希拉里
一同被入选妇女名人堂，甚至还
得到了美国政府颁给艺术家的最
高荣誉“国家艺术勋章”。

正是名利双收之时，林璎的
倔脾气再次选择不再接受建筑项
目，除了公益性项目。如今，林璎
正在做一个呼吁保护濒危动物和
它们生存环境的艺术项目——— 什
么在消逝（What is Missing），并
表示这个项目至少将持续十年，
由全球的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
媒介，运用声音、影像、雕塑等创
作手段共同实现。 （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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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本身应当是思考者

基础教育一直遭遇各种困
境，但解决问题的阻力变得越来
越大。个中原因，固然在于社会
开放后人们能公开主张争取个
人利益，另一面，也和社会不良
风气有关。浮躁和急功近利纠缠
在一起，酿成校园的浮躁之风。

如果基础教育的任务仅仅
是教会学生对付考试以升入高
一级学校，那就无所谓“基础”，
真正的教育也就没有发生。学生
成了考试机器，没有问题意识，
缺乏批判思维，不关心社会，甚
至不思考自己的明天，这种“教
育”，即使有社会风气支撑，教育
者也不能认同。

更危险的是违反常识、背离
常识的“反教育”。目前最令人担
忧的是反常的“教育”变得堂而
皇之。在一些学校，看到的，禁不
起想，听到的，禁不起问。比如，
一些学校宣传推行“高效课堂”，
既然“高效”了，那就意味着可以
少上些课了，然而教室课表上主
要学科的课时，竟然大大超过部
颁标准，简直自打耳光。关于校园阅读，我
很疑惑，为什么需要特定的一天进行“阅
读推广”？学校本就是读书场所，学生应当
每天读书，每天阅读。而不是做做样子后
继续做试题卷子。

而中小学的“检查”、“验收”、“评比”多
到不胜其烦，学校疲于应付，难得有一周
安静；一些教师也受浮躁之风影响，热衷
表演，课堂喧闹如集市。有人认为，这些

“验收”“评比”和“赛课”“对学校工作是一
种推动和促进”，这种解释潜含的意思，是
不是认为学校懒惰教师无能，如果不找点
事整一下就不好管理？

浮躁之风，或出于落后的政绩观，或
在于违背常识的盲从。浮躁之风盛行，是
因为有人从中得到好处，而更多想获得好
处的人们自觉地推动并发展这种浮躁。这
类怪象，经不起理性思考，如果能在教育
内部提出来反思讨论，其怪自败。

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教育者本身
即应当是思考者，如果教师和学校管理
者回避矛盾，不能对学校的教育现象作
出解释，我们也就很难培养学生的批判
思维。

学校、校长、老师都需要安静

在教育界的喧哗嘈杂中，只有让学校
静下来，有价值的教育才会出现。在安静
的校园，教师安静教书才能敬重常识，保
持理性思维，既能深刻地思考复杂的问
题，又能展示简洁平易的教育风格；学校
不折腾，教师不盲从，富有智慧的教师站
在讲台，学生或许可以安心地学习。

在一些相对安静的学校，人的心境会
变得辽阔。有校长对我说：“我们是所普通
学校，生源一般，升学率不太高，也没有什
么特色。”老师说：“没什么人来听课参观，
领导不常来，评比没份，学生没吃太多的
苦，蛮好的。”校园整洁，没什么标语横幅，
会议室布置简朴，没什么奖牌奖杯，学生
举止礼貌，老师态度温和。我觉得很好，正
常，像从前的学校。

学校安静了，教师的心平静
了，学生的学习正常了，教师的
职业素养也会提高。有这样的学
校：例行的检查验收，由“班子”
接待应付，尽量不劳烦教师，让
他们安心教学；某项节外生枝的
检查或评比落后，被上级批评，
校长恬然自安，不以为耻，因为
学校不愿为了一纸表扬逼迫老
师学生参与形式主义的折腾。

然而，学校为何始终静不下
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教育管理者
热衷制造“特色”，编出各种排比
句顺口溜？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师
热衷上表演课，追逐“赛课”？中
小学为什么有那么多“课题”？为
什么有那么多检查评比？为什么
许多学校特别重视与各方面“搞
好关系”？能不能不要去打扰学
校？学校能不能不自我折腾？

没那么简单。非喧嚣则难以
出名，不折腾则无以获利。学校
的喧闹不可能不影响学生的情
感态度价值观。如果学生长期被
过重的学业负担所困扰，如果学
校和教师的“业绩“要通过学生
考试成绩来体现，这样的教育怎
么可能培养出创造精神？

老师和学校有能力保持独立性

我不认为一名教师只配“顺应潮流”，
听天由命，我也不认为一所学校无力保持
理智保持独立性。在现有条件下，仍有把
事做好的可能。事在人为，一些本可以做
到的事，就是因为软弱、不作为、生事、争
利、避责，拖成了老大难；面对流行风潮，
学校和教师只要敢于放弃，就有可能保持
学校和课堂的安静。教师有能力，管理者
有务实的决心，敢于抵制“政绩观”折腾，
改变教育状态，不是没有可能。

这些年结识了不少老师，他们对我讲
述课堂上发生的事，讲教学之难和教学之
美，我从他们的讲述中感受到炽热的职业
激情，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教师遵循规律，
恪守常识，是职业素养；当今之世，这种职
业态度也许平淡无奇，甚至学生受时风影
响对正常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然而一名
有理智的教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未来的时代也必然敬重这种平凡教育的
高度和品质。

我尊敬那些安静的老师，他们完全不
顾一波波涌来的浪潮，对喧哗嘈杂充耳不
闻，他们静心教学，静心读书，静心思考；
他们不愿被社会风气绑架，不肯牺牲学生
的学习去争升学率，不让庸俗的名利观玷
污职业荣誉；他们乐于在“普通学校”当

“普通教师”，过普通的生活，在平凡的工
作中提升职业品质。一名教师，即使能力
有限，作用有限，如果能保持独立思考，对
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在整个教育
中起作用。

在安静的学校，学生安静地学习，他
们的思想在自由地飞翔。一所安静的学
校，会成为学生的童年记忆青春记忆，在
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能体会到“正常”的
重要。

童年只有一次，少年并不漫长，属于
校园的青春，也只有几年，如果学校能真
正地安静下来，学生也许能得到他们渴望
的美丽人生。

连日来，教育“减负”的话题引发社会舆论、公众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着力
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上也表示，“要给学生
减负、要给学生减压。”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杂文家吴非目睹了教育界太多的原生态
情景，他撰文指出：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一所安静的学校，一间安静的教室，一名心情
平静的教师和一群能自由思想的学生，才是教育最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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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年轻时代的林徽因 右：年轻时代的林璎

▲林璎和她的“越战纪念碑”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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