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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长对学校的期待是什
么？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发布过
一次调查结果：大多数美国人认
为，现在的学校应该教学生“软技
能”。这些“软技能”中，排名前两
位的是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能，
强烈同意前者的人占到 8 0% ，同
意后者的占到 7 8% ，明显高于排
在第三名的“教学生设定有意义
的目标”(64%)。

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美国教育主流强调要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技能。从大的
层面来说，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合格
公民的必备能力。沟通交流是正常
工作和学习的必备技能，尤其是在
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良好的沟通
能力至关重要。批判性思维是让一
个人学会提出问题，独立判断，敢于
质疑任何权威，从繁杂信息和观点
中梳理出自己的逻辑与实践统一的
观点的能力。从美国的中小学一直
到大学，批判性阅读和写作都是很
重要的训练内容。

对于学生而言，最能体现他们
批判性思维和沟通交流能力的就在
于听说读写这几个方面。听和说是
一对双胞胎，通常听与说为一体，交
流的内容和过程就体现出一个人是
否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良好的沟通能
力。美国的学校在这个方面是从娃
娃抓起的——— 让孩子在小朋友面前
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讲解自己的
小制作，其他小朋友可以提出问题
或者改进意见。

在另一个意义上，读和写比听
与说更重要。听与说的对象和范围
都比较受限制，而读和写不一样。读
可以是读古人的书，与古人对话；可
以是读外国人的书，与外国人对话；
写的文字也可以传递给很多人。因
此，在读和写方面，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沟通能力就显得更为重
要。

2013 年 12 月，《哈佛商业评论》
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数据本
身并不能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只有具有分析数据能力的人才能把
数据转换成我们决策的依据。而事
实上，许多人不具备这个能力，数据
分析能力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一
个方面。在众多的数据里，能够提出
有意义的问题，能够找到解决这个
问题的思路，能够对日常的习惯进
行质疑，就是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体现。而且，在从数据里获得有用
信息后，还要有好的沟通和交流能
力，并写出分析结果，形成论文或者
报告给决策部门，才能把这个分析
用于决策。

关于家长对学校的期待，除了
上面美国人强烈同意的三点外，还
有几点“强烈同意”的百分比都超过
50% ：“学校应该知道如何激励学
生”占 61%，“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占 58%，“教学生如何协作”占 57%，

“提高学生的幸福感”占 54%，“形成
学生的性格”占 51%。

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这个报告显
示了美国公众对学校教育的期待，
同时，这也可以给中国的家长与学
校提供一些参考，我们的家长对学
校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学校又是
如何回应的？在升学竞争异常激烈
的当下，我们的学校是否也能把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沟通交流等

“软技能”放在重要位置？我们的家
长是否也有这样的期待，而不是把
考试分数和班级排名放在优先位
置？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
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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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走笔】

从 1959 年上大学，就
接触到“什么是美”的问题，
学习到众多美学理论，诸如

“美是和谐”、“美是感性认
识的完善”、“美是无目的的
合目的性的形式”、“美是理
念的感性显现”、“美是人化
的自然”等等。这些美学理
论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说
得头头是道，但无法将之讲
给不做美学的朋友听，往往
是讲者口干舌燥，听者则一
头雾水，于是美学成为玄而
又玄之学。这真是我们做美
学的学人的苦恼。

但对于我们这些做美
学的学人来说，最大的苦恼
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民
族的美学。黑格尔曾说中国
古代没有哲学，也没有美
学。因此，目前我们所学与
所讲的美学理论大多如上
所述来自西方。泱泱中华民
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难道
真的没有自己的美学吗？如
果有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
美学形态呢？以严肃的历史
主义的态度翻开中国历史，
我们就会知道完全不像西
方某些理论家所说的中国
古代没有美学。中国古代的
确没有古代希腊那样条理
明晰的科学的“和谐论”美
学理论，但有自己的充满道
德追求的“中和论”美学理
论。这种“中和论”美学理论
是深植于中华民族生活土
壤深处的美学理论。美学是
审美之学，它深深地植根于
广大人民的艺术生活与日
常生活之中，与之息息相
关。广大民众无需了解美学
理论的体系及其缘由，但应
该听得懂“美是什么”与“审
美是什么”这样与他们的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普及
的美学知识。

“美是什么”的问题很
玄吗？是，又不是。是者，是
从一本本厚厚的美学理论
来看；不是者，是说“美是什
么”的问题就发生在我们日
常生活之中。我们的院子里
你只要看到下水道井盖被
红纸贴上，你就知道有人家
结婚了。这在全世界都是特
殊的，只有中国独有。因为
中国传统的“中和论”美学
是一种吉祥如意的善的美
学，《周易》就包含最基本的
中华美学思想。《周易》有言

“元亨利贞四德”。这“四德”
具体含义是“元者善之长
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
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总
之，德者，得也，是民众的一
种获得感，即美感。粮食丰
收是美，丰衣足食是美，人
畜兴旺是美，家庭和睦是
美，身体健康也是美。所以

“趋吉避凶”是中国民众的
审美追求。春季贴春联、挂
年画、贴门神，就是一种对
于吉祥如意的追求，是一种

趋吉避凶，是一种审美的习
俗。这样的习俗几千年不
变。至于结婚为什么贴井
盖，那是因为《周易》井卦说
道“木上有水，井”，“井甕，
无咎，修井也”。井储满了
水，修井即可无咎。贴红纸
是避水也是修井，是对于

“无咎”的追求。贴红纸的人
家未必知道《周易》井卦，但
这种避水的习俗却是知道
的，真的是一种“趋吉避凶”
的审美的行为。由此可见，
在我国民众生活中本来就
存有一种以“元亨利贞”、

“吉祥安康”这种形态存在
的审美形态，这是一种东方
的“中和之美”，相异于西方
以“比例，对称与和谐”为内
涵的“和谐之美”。

“中和之美”是一种生
命之美。《周易》为我们呈现
了一种天地相交相和、风调
雨顺、万物繁茂、生命发达
滋生的美好景象，所谓“天
地交而万物生也，上下交而
志同也”、“生生之谓易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这
种“天地交而万物生”的宇
宙规律演化成东方的“一阴
一阳之谓道”的“阴阳相生”
哲学与艺术规律，可以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了
中国民众审美与艺术生存
的一切奥秘。中国传统艺术
不是一种简单的描摹现实
的艺术，而是一种依靠“阴
阳相生”产生无限生命之力
的艺术。国画依靠墨与彩、
画与白、动与静、笔与墨、浓
与淡的相生相克，产生一种
生命之力，所谓“体阴阳以
用笔墨，无一笔不精当，无
一点不生动”。齐白石的著
名的《虾图》，以其“为万虫
写照，为百鸟张神”的精神，
通过墨与彩、黑与白的鲜明
对比，使一个个活灵活现的
虾跃然纸上，堪称千古佳
作。

“中和之美”是一种神
韵之美。《周易》对于“天人
之和”的描述是在宏阔的背
景上通过卦象象征了言外
之意、象外之象，呈现了一
种神韵之美。因此，中国传
统艺术不是写实的艺术，而
是写意的艺术，表现某种现
实中不存在的“神韵”。所谓

“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
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
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
之景，岂容易可谈哉”。国画
中著名的梅兰竹菊四友，不
仅仅是栩栩如生地描绘梅
兰竹菊本身，而是要表现一
种纯洁、高尚、挺立、不屈的
文人精神。元吴镇在描述竹
画时说道“众木摇落时，此
君独苍然，节直心愈空，抱
独全其天”。

“中和之美”是一种中
庸之美。中国古代没有西方
那种“一分为二”的哲学思
想，但却有“一分为三”的哲
学思想。老子《道德经》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这里的“三生万
物”之“三”就是相异于西方

“一分为二”的一种“中和”、
“中庸”的思想，包含着天人
相和、阴阳相生的丰富意
蕴，是中华“中和之美”的美
学精神的根源。《周易》卦爻
强调中正之位，认为是一种
刚中与柔中及美善的象征。
这种“中正”的思想在《礼
记·中庸》中就以“君子中

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
(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
也”以及“执其两端而用其
中”加以表达。《论语》则提
出著名的“过犹不及”的思
想。所谓“中庸”是一种东方
式的恰到好处、持中守中，
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原
则，所谓“广博易良，乐教
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中庸”也是一种含蓄之美，
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要
求艺术做到含蓄而适度。

“中庸”也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礼乐教化的精神，通
过“礼乐教化”之乐德、乐语
与乐舞之教育使君子做到

“文质彬彬”，艺术达到“思
无邪”。这种“中庸之美”表
现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就是
大团圆的结局，所谓“亦有
悲欢离合，始终开合团圆”。
这是中国式悲剧的特点，充
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中和
论”的哲学观、“乐生”的伦
理观、“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的中庸思想。这是中国古代
中庸之美的集中反映，虽无
西方的悲剧结局，但善恶评
价、对人生的慰藉却并不缺
少，为广大中国观众所喜闻
乐见。

“中和之美”深植于中
华民族深厚的地理、经济、
社会与文化的土壤，它诞育
于远古时期亚洲大陆的农
业文明。中国古代先民生活
于广袤的黄土高原，以农为
本，以农为生，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有着对土地的眷恋
与对丰收的渴望。在漫长的
农耕生活中，有着对于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的追求，产
生了讴歌天空、大地与人类
相依相协的“中和之美”的
美学精神。这种“中和之美”
相异于古希腊产生于希腊
半岛、滨海之地、航海与商
业文化之中的科学的“和谐
之美”。如果说“和谐之美”
是一种“爱智慧”之美，反映
了美与真的关系，那么，“中
和之美”则是“爱道德”之
美，着重反映美与善的关
系。世界是多元的，在美学
与艺术的百花园里，正是因
为有了“和谐之美”与“中和
之美”以及其他的美学形
态，才显得多姿多彩、有声
有色。

“中和之美”的美学精
神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之
有关的艺术则是我们情感
的原乡。我们深植心灵深处
的波浪起伏的情感总是与
这种美学精神与艺术息息
相关，在诗经楚辞、唐诗宋
词、明清小说与京韵鲁腔中
有着我们的精神寄托。无论
远在何方，每当我们听到余
味无穷的西皮二黄、乡土气
浓浓的豫剧柳腔，我们都会
想起难忘的童年、难忘的故
乡、父母乡亲，我们都会心
潮起伏、泪水涟涟。在我们
心中，这种“中和之美”的精
神家园具有不可取代性，年
龄愈老，显得愈加重要，走
得愈远，愈是朝里梦里思
念。呵护“中和之美”的精神
家园，特别在城市化大潮之
中愈加要保护发扬这种精
神家园、我们的精神之根。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
原校长、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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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深
植 心 灵 深 处
的 波 浪 起 伏
的 情 感 总 是
与 这 种 美 学
精 神 与 艺 术
息息相关，在
诗经楚辞、唐
诗宋词、明清
小 说 与 京 韵
鲁 腔 中 有 着
我 们 的 精 神
寄托。

呵护“中
和之美”的精
神家园，特别
在 城 市 化 大
潮 之 中 愈 加
要 保 护 发 扬
这 种 精 神 家
园、我们的精
神之根。

▲本文作者曾繁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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