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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甭管真心还是假
意，社会上随口被称为“老师”的
人越来越多了，说明老师还是受
尊重的；另一方面，随着部分真
正为人师表者各种负面新闻的
曝光，“老师”的光辉形象一落千
丈。唉，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
时代里，到底要怎样做老师才
好？

其实我对老师一直是很尊
敬的——— 不仅仅因为自己曾经
当过老师。当然，我所尊敬的老
师，是在大的环境下依然能够有
小的变通，身体力行地坚持自己
的原则，听从教书育人主要是

“育人”的召唤，让跟从的受教育
者真正地学习到生存所需要的
基本技能，以及感受到生活美好
的能力。

也许这样的要求有点儿高，
反正我那些奋战在最基层中小
学的同学们都达成共识：尽量教
出好成绩就行了，管那么多有什
么用！

这结论让我心惊胆战。当一
个社会把“有没有用”当作成功
的评价标准的时候，指望学校成
为一方净土，太不现实了。可是，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当前教育的道，在哪里？学校的
准则是什么？老师的信仰又如何
确立？熙攘的名利往来中，谁还
能耐得下心熬得起精力去关注
灵魂、道德、品质这些虚无的东
西！学生就这样被大人们绑上了
战车：学习好才是好学生，好好
学习才是真的懂事。其实无论

“唯有读书高”还是“读书无用
论”，那书，都只是狭隘的、功利
的应试知识，与教育无关。它们
指 向 的 ，是 另 一 种“ 美 好 生
活”——— 单纯的物质的满足，精
神呢？先等等吧。

半路出家当老师的诗人王
小妮把她的“教后感”结集，出了
两本《上课记》。她面对的是大学
生——— 在中国特色教育流水线
上已经十余年锤炼，迈过最后一
道“程序”便可到社会流通的他
们，应该适应了像小白鼠一样任
人摆布。虽然没有了学业的压
力，但是他们“离不开惯性中被
动的强制的充实”，不知道从“温
润、和善、柔软”的角度去考虑如
何解决问题。于是，她尽己所能，
给学生以润物无声的引导，希望
学生去掉“好词好句”，自由地表
达真实的自己。她的教育，是顺
应，是打开，是学会关照，学会关
怀：关照自我意识，关怀他人境
遇。他人的生活，当下社会的状
态，个人认不认可没关系，但起
码你得了解。

那些学生有福了！而我，读
完全书后也不由感慨：在一个
如此急促的时代，愿意腾出时
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
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在
庸常的生活中，坚守着比填空
格、背读本和考证书重要得多
的关于真正教育的理念，宁愿

“让这徒劳发生”也不放弃“以
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
一个学生”的理想主义者，值得
尊敬！同时，面对社会繁杂信息
曾有的消极甚至绝望，也改变
了：除了应和“一代不如一代”
的抱怨，更应该反思自己———
每个人都是一盏灯，你，发出自
己内心的明亮了吗？我一直认
为，真正的老师就是培育独立
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无论是子
贡般富足还是颜回般穷困，都
有宁静内心，都能安祥生活，不
改其乐。但是读完这本书后明
白，更重要的却是像王小妮那
样，“不要做个愤青，我们一起
学习用更多的理性和平静去传
达良知”。

夫子曾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那么，我们可能是身边任何
一个人的老师。同样，身边任何
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老
师。前提是我们愿意学习做老
师，给别人的生命以启示。

【旧书不厌】

与《论语》对话
□彭波（工程师）

初次认识《论语》是在“文
革”时期，那时候，“批林批孔”，
一部《论语》成了大家批斗的对
象。当时，我读低年级，说实在
话，对《论语》里的“反动思想”
根本理解不了，以至于什么是

“克己复礼”这最基本的反动论
调都搞不清楚。随着对《论语》
批判的深入展开，老师每天苦
口婆心地给我们讲《论语》的反
动，我才知道孔子要复周朝的
礼制。对《论语》这部书刚有些
入门，“文革”就结束了。

“文革”虽然结束了，可《论
语》却藏到了我心中。文化人对

《论语》似乎还有别的看法。比
如有句名言叫“半部《论语》治
天下”，讲的是宋初的文化人赵
普治理天下的故事，赵普虽然
文化程度不是太高，却对《论
语》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巧妙
地运用《论语》中的智慧，把一

个大宋国治理得有条不紊，后
人才给他这么一个定义。赵普
虽然不是文化人中的精英，可
他用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
说明这《论语》有着其高明之
处。

有了前人的经验，我对《论
语》也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翻
出“文革”时翻印的《论语》来，虽
说是加了“革命”的批注，可一部

《论语》读下来，才真正知道《论
语》之所以流传了 2500 多年，是
因为书中的精华比糟粕要多。读
着读着，竟然喜欢上了《论语》这
部书。我曾经把《论语》中的经典
句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三
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因
为喜欢这句话，还特别请当地一
名书法家写下出，装裱后挂到墙
上去，每日“三省吾身”，仿佛有
些附庸风雅的感觉。

有时候我会非常自然地

想，看孔子的寿命，也只活了
73 岁，短短一生，要做学问，要
写书，还要讲学，周游列国，一
生忙忙碌碌，哪儿来那么多的
学问？可只要认真地读上几遍

《论语》，这问题就有了答案。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孔子就是这样，以
学习为乐，即使这样，孔子还经
常自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
做学问，教导我们许多学习的
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孔子说过，“敏而好
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
吾师”。他是这样教育别人的，
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然而，追求
学问是永无止境的，“朝闻道，
夕死可矣”。孔子的一生就是一
直这样追求着真理。

孔子虽然讲究与人为善，
可他却避小人，“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
子。”孔子的为人处世，是非明
确，善恶清楚，做人更是高风亮
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亲君子，疏小人，对朋
友，则是另一种情景，“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除此之外，
孔子最讲诚信，“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人如果没有诚信，
你还能做什么？

《论语》是一部教育百科全
书，包罗万象，教育人们如何做
人，怎样做一个好人。而孔子的
儒学，虽然屡经砸烂，可依然挡
不住思想的光芒，此时，我已相
信当年宋代的赵普可以用《论
语》治理天下了。他是用《论语》
强化自己的道德品质，用《论
语》规范自己的行动，用《论语》
淡化自己意识形态里面的过多
的欲望……

成长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过程，没有任何人
可以替代。这也正是教育之所以困难或者容易的关键
所在，就是要把这个体验真正实现，才有成长。人的成
长分为人格的成长和知识技能的提高。这两者似乎独
立而又密切相关，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相辅相成。但
如果生命体验中出现了偏差，也会导致二者不和谐的
成长，志大才疏者有之，艺高德乏者亦有之。

天赋与环境的争论和研究结果虽然可以给我们
一些启发，但是依然无法改变成长是每个人独特的生
命体验这样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正是当下不少中国
家长所纠结的问题所在。家长对孩子包办过多，实际
上剥夺了他们的成长机会。比如，有些家长让孩子在
学校课业学习之外，几乎什么都不让他们插手过问；
有些留学生从小到大一路上都是父母在包办。薛涌老
师讲过他接触的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家长，告诫他们
不要包办孩子一切。比如申请留学做材料本身就是孩
子成长的一个良机，然而现在都花钱交给了中介。薛
先生告诉家长，去美国上学，孩子与教授的关系也很
重要，以后写推荐信找工作或者上研究院，都需要教
授的支持。家长说：“那我给教授送礼。”贿赂文化中美
差异太大，在美国行不通，家长不了解。虽然心情可以
理解，但做法实在欠妥。

中国的发展因为历史原因，多年来稳定不下来，不
像美国，稳定发展这么多年，形成了一种向上的注重个
人成长发展的文化。比如爱读书的人，美国人的比例就
比中国人高很多。如果从家庭藏书看，根据世界 27 国调
查数据，家里没有一本书籍的，美国有 3%，而中国城市
家庭有 9%，乡村则多达 25%；拥有大约 75 本及以上藏
书的家庭，美国有 52%，而中国城市有 35%，乡村只有
12%。面对改革开放后一些富裕起来的家庭，缺乏书香
文化的支撑，容易给家庭子女带来过多的包办或者溺
爱，这是一种不同的生命体验，但却不利于健康成长。

成长是生命发现自我潜能、自我价值，实现自我
的过程，无可替代。也许未来高科技会用某种技术把
别人的生命体验转化成一种生命的体悟移植给他人，
效果如同自身体验，但这之前，任何人，不管是家长还
是教师，都无法替代任何人的自我成长，每个人的成
长都是带有个性色彩的独特生命体验。

这也是为何我们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调自
学能力的重要性、强调发现自身兴趣的原因。外界的
环境必须通过内在的心灵的震动才能发挥作用。“对
牛弹琴”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俗语，但道理是朴素真
切的，没有对音律的欣赏心灵，或者“心不在焉”，琴弹
得再好也没有用。

我也做过教师，短暂地教过中学生，还为美国大
学生和博士生上过课，对当教师的甘苦都有体会。教
师真的不容易，当个好教师更难，因为关键是能否启
动学生的自身主动性，找到那种难以捉摸和把握的对
生命体验的钥匙。

经历生活和不断阅读，这是生命成长的两大动
源，没有别的办法。生活经历包括对大自然的亲密接
触和阅人历世；不断阅读专指对书本文字和符号或艺
术品等的接触、欣赏和领会。不管哪个方面，只要触动
了心灵，获得了一种感悟和理解，有一种内在的震动，
成长就在发生着。

忽然有一天，某个孩子长成大人了，说话办事不
同了（当然不是变得圆滑世故，而是与年岁相称的责
任感与仁爱明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摸爬滚打出
来的，是历经挫折、疑惑、焦虑等之后的豁然开朗和经
历一些人与事的过程中得到的。
（本文为《或许与教育有关：陈心想教育随笔》序言）

学着做老师
□文暖（公务员）

【著作者说】

成长是独特的

生命体验
□陈心想（学者）

【闲读随笔】

《论语》
张燕婴 译注
中华书局
2006 年 9 月出版

《上课记》
王小妮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出版

《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
命的时间解读》
刘力红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

读中医博士刘力红《思考中医》一
书，于我有很多启发，也引起了我的不
少思考。

刘博士对中医的现状很是忧虑。这
也难怪，当下的中医不是一门显学，不像
没有西医之前，病时求医，你面对的一定
是中医。自从西医走进中华大地，中医式
微。西医好啊，立竿见影。也正是如此，有
名人学者简单地把中医批得一文不值，
快要沦为忽悠与巫术了。

我却不以为然，亦为刘博士之忧
而忧。终究我不是学医的，更谈不上学
中医，最锋利的回击之剑就是，回到没
有西医的年代，岂不是尸横遍野？因为
病了就没的医嘛。

正如刘博士所言，中医为什么式
微，主要是教育上出了问题。好成绩的
学生都上北大清华了，普通生才来学
中医。不是说普通生没有潜力，主要是
来学中医的学生大多是出于无奈，并
不都是冲着兴趣来的。有道是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想一想只有中医的那个
年代，学医的徒弟，或者因为兴趣，或
者因为饭碗，或者因为家传，事关重
大，所以能够做到专心致志。有道理，
现在中医界开始实行师傅带徒弟的制
度了，算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这部书才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跟着刘博士有理有据、心平气和的述
说，我的中医兴趣也上来了。中医是个
好东西，不仅可以医治身体，还能提高
心智，还可以教人做人，教人遵从大自
然。依我看，中医是最环保的医术，还
是成本最低的医术。这样的好事，怎么
能厌弃呢？难道要等到洋人对中医竖
起大拇指时，才有我们的自信吗？如果
这样等下去，怕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
作为中医的发源地已经没有中医了。

当然，中医还在发挥作用，为无数的
人治好了病。指责的人，无非是说中医拿
不出现代技术意义上的依据，给人看不
到、摸不着之感。反过来想，这不正是一
座值得花大力气研究的金矿吗？

如今，中医利于养生算是共识了，但
如今的养生大部分是针对中老年而言
的，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我看不如扩大
化，给所有的人都洒上中医的阳光，把对
象扩大到小朋友身上，让他们早一些接
触中医的智慧，从小就能从中医上收获
益处。在还没有从显微镜里揭开秘密之
前，中医这事儿，真的要靠传承。

【我读我思】

中医这事儿
□海起（公司职员）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
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
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
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
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
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
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
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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