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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台湾大学中文系周志文教授多年
前一篇刊发于台湾报章的旧文《躲藏起来的
孩子》在大陆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我也因此
而得以读到。周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讲述其第
一个女儿球球缓慢生长的成长故事，充满了
来自学校、社会和教师的比较晦暗的生命记
忆，以及作为父母是如何细心等待其长成的
心路历程，对照大陆愈演愈烈的精英教育和
应试教育（其实质就是一种只承认强者、胜利
者而漠视失败者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和价
值观念，培养出来的个体大都是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这种人格往往只会将同学、同事和同

辈当作竞争者必欲
取而代之而后快，而
没有将同龄人当作
陪伴者和分享者的
人类意识），自然让
读者深有共鸣。周先
生这篇文章中的两
段话广为流传：

我常常想，教
育 的 目 的 是 什 么
呢？教育应给受教
育者知识，这些知
识应该是教导孩子

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教育应该想办法造就
一个人，而不是摧毁一个人，至少使他自得、
使他快乐，而不是使他迷失、使他悲伤。我们
的教育是不是朝这方面进行呢？答案是正反
都有。我们的教育，让“正常的”、成绩好的学
生得到鼓舞，使他们自信饱满，却使一些被
视为“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屈辱，
让他们的自信荡然无存。凭良心讲，那些被
轻视的“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孩子比一般孩
子是更需要教导，更需要关心的。然而我们
的教育，却往往把这群更需要教育的孩子狠
心地抛弃、不加任何眷顾。

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这一点
家长和孩子都要记得，在教育的历程中，没
有一个受教育的人是该被放弃的。父母放弃
子女是错的，教师放弃学生是错的，而孩子
本人，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

孔子尊崇有教无类，西方人强调受教育
的平等权利，可这些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在
中国的世俗社会中往往证明了“善的脆弱
性”，这个时代的精英并没有将教育者应该
成为点亮每个孩子内心之光的燃灯者的理
念，切实地在日常教育的场景与细节之中贯
彻，我们似乎都只喜欢优秀而听话的好孩
子，也就是无个性而只会刷题和配合学校的
尖子生，这种观念和方式导致的就是社会和
教育领域的高度单一化和扁平化，没有多元
的碰撞和自由的生长，最后所形成的往往仅
仅是一些欠缺内在灵魂的势利而孤独的成
功者。长大成人以后，大多数往往就是韦伯
所言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周先生在三月份与我通信谈及对子女
的教育问题时如此写道：“我们爱一个人，是
爱他整个，不是单爱他的优点，当然有些缺
点要改正，可是研究遗传学的人都知道，要
改的如是天性，便会很慢。我觉得大都市里
的好学校，都太重视效率了，对孩子造成压
力，有时没有激发孩子潜能，反而害了他。举

车子为例，有的车子开得慢，因为要负重，有
的开得快，设计为跑车，但不能用来负重，各
有特色，我们世界多元，其实是这个原因。我
觉得慢车比较更有用些，尤其路况不很好的
地方。用欣赏的方式看周围的人吧，尤其是
自己的孩子，有时要伸出援手，是给他信心，
慢一点走，走得稳是好事。我是个个性急切
的人，我对子女也有过苛的地方，一次我做
梦责罚我的小女儿，她顶嘴我打了她一记耳
光，想不到出力太大，我把她打死了，我大声
呼叫号啕，被睡在旁边的内人摇醒，啊，多幸
福呀，只是个噩梦，我便不再打骂孩子了。”
这段话对苦恼于孩子教育问题的我也如同
一剂清醒药。是啊，走得慢才能走得远，为什
么我们总要作茧自缚急功近利而庸人自扰
呢？现代人对子女教育乃至人生成功的焦
虑，又有多少是真正关切孩子的生命之完整
与精神之成长呢？

周先生少年时代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
生，甚至被母亲和教师经常体罚，也留过级，因
此，他对于教育史上的失踪者的足迹与心灵
史有一份痛彻于心而不忍无视的关切，也正
是由此触发，他对于优等生文化更有一份深
切的思考：“我们在教育的观念上还太‘单元’
化，认为书读得好的人是好学生，书读得好的
又以理工科成绩好的最受看重，因为他们未
来的‘出路’更好。其实社会是个综合体，跟人
完全一样，所谓健康，不专指筋肉，骨骼筋肉与
精神的发展同样重要，每件器官在人身上都
有贡献，没有谁重要谁次要的问题。”

这种多元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平等主义
的自我意识，是当今中国稀缺的一种价值观
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随周先生的笔触
去重温一个“不良少年”的成长史，无论对于
学生还是家长，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直接地说，我们所习惯去了解的往往是功成
名就者的辉煌过去所蕴藏的成功经验，但其
实那些具有创痛感甚至屈辱感的生命经验，
若能正确审视与检讨，也能成为生命世界中
有意义的源泉。

讲述往昔生命中的“黑暗体验”，并将之
转化为一种具有共通性的成长契机，这是周
先生写作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最重要的一
种文化自觉，而这种视角与意识恰恰是我们
的阅读世界中相对匮乏的。

周先生的少年时期经历了家庭的暴力、
学校的暴力、留级的屈辱、教官的羞辱等各
种难以言述的苦闷，稍有差池就几乎陷溺在
难以自拔的沉沦之中，但幸亏一些偶然的机
缘与自我的韧性，终于从偏离的轨道中又慢
慢走回来。可以说，他的一生走了很多弯路
或者用如今的话说就是犯了一些根本性的
错误，在世人的眼里，弯路和错误都是不必
要的对生命的浪费，成长就应该是奔着一个

“高大上”的目标经过精心计算的理性和有
效的工具努力抵达的过程，这中间不能容许
任何的差池和失误，更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分
心。而在周先生的生命经验中，这种价值观
显然是大有问题的，而那些黑暗的体验经过
适当转化也可以成为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
换言之，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失
败，关键是如何去理解失败与人生意义之开
阔的关系。

明暗之间的生命记忆

《躲藏起来的孩子》是台湾大学中文系周志文教授多年撰写的教育散文选集。书中从《躲
藏起来的孩子》一文延伸，以作者的个人成长、育儿以及教书育人的经历为出发点，叙述作者与
长辈、朋友、女儿、学生等三代人之间动人的青春与成长故事，探讨教育与自我救赎、亲子关系、
艺术审美等论题。作者认为，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也没有一个成人是可以被放弃的，
期待每个孩子、每一个成人都可以不再躲藏，为迷茫的人提供一种思考方式，给清醒的人展示
一种教育经验。

□唐小兵

作为一部打捞日本工匠精神的读物，本书从
日本职人历史发展、培养制度、文化信仰、技术传承
等方面的深刻讲述，到 12 位现代“匠人”与 12 种古
老而不朽的手工艺的详尽介绍，为读者呈现出一个
严格与欢乐同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职人世界。

日本职人文化“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的
源头应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期的日本职人主要有
三大特点。一是“宽永元年（ 1624），在德川政权
日益巩固之际，为营造日光东照宫，集中了全国
大量的职人”。权力顶层的需求往往伴随着严苛
的质量惩戒机制，全世界的宫廷建设莫不如此，
职人无不是提着脑袋使出吃奶的看家本领，精益
求精；二是频繁的重建，刺激了社会对职人的旺
盛需求。日本房屋普遍采用木质结构，防火能力
差，加之日本位于地震多发带，所以受火灾和地
震损毁等原因，重建对职人有着大量刚性需求，
职人从中自然会得到大量锻炼机会；三是职人扎
堆产生的聚合效应。当大量职人聚集在一起时，
不管是否愿意，竞争必然愈趋激烈，倒逼职人技
术不断进步乃顺理成章。

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门槛很高，所有职人必
须从师傅那里取得“鉴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
以成为职人，常常先得师傅“面试”，然后经过长
达数年的耳提面命和严格考核。职人之所以能够
忍受物质上的低回报，主要是因精神层面得到权
力的认可。“鉴札”就像是职人从事社会工作的一
张极为特别的“驾驶证”。发放鉴札的要求越严，

历经数度寒暑终于“出
师”的职人便越有成就
感，加之“幕府时代以来，

（地方）曾经数度发出无
鉴札者不得被雇佣的公
告”，这既是对职人的严
格要求，同时也寓意权力
对职人社会地位的认可，
自然会进一步推高职人
的成就感。当精神激励远
甚于物质激励，“造物为
荣”自然蔚成风气，至而
化为社会惯性认知。

本书介绍了日本 12 种古老的手工艺，每个
行业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特色。日本对传统手工艺
和职人的鼓励主要依托“人间国宝”和“现代民
匠”制度，前者倾向于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推
广，一旦被认定，常常会得到政府一定资金援助。
后者侧重于职人本体的精神表彰。

虽然日本职人精神可上溯至江户时代，但有
段时间，日本制造里却难以寻觅职人精神痕迹。
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急欲振兴工业，无奈产
品质量堪忧，一度成了劣质的代名词。令人费解
的是，本书对此段历史并未认真挖掘，不知是否
因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著名的质
量管理大师、来自美国的戴明博士。

就是这个被业界称为美国“弃儿”的戴明博士，
其推出的“质量管理十四法”，以及“戴明环”，帮助
日本产品质量打了翻身仗。在戴明的带动下，日本
企业创造了全面质量控制（TQC）等为国外企业争
相学习推广的质量管理新法，涌现了石川馨、田口
玄一等一批享誉世界的著名质量管理专家。

职人在日本的推崇离不开制度推手。一方面
他们“仿效德国‘我的明星’制度”，制定了涉及金
属、机械、电子、建筑、园艺、裁剪等多个方面的国
家技能检查测定制度，让职人技艺标准显性化刚
性化；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评比“日本造物大奖”和

“有活力的 300 家中小企业”活动，既“表彰那些
对工作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团体或个人的发
明”，也奖励那些“秉承了江户时代以来的‘造物’
精神的传统企业”。

沐浴在这样浓厚的“造物为荣”文化气息中，
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敬业著称的“职人气质”。有调
查表明“日本职员的努力是常人的一倍以上”，日
本职员的敬业度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日本职人“造物为荣”理念，已从江户时代的
社会刚需升华到今天的精神信仰，这不是简单的
时间积累，而是日本在岁月长河中对职人持之以
恒推崇结晶而成的传统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讲，
树立工匠精神，只有始终如一，深耕不辍，才能水
滴穿石。

造物为荣：

从社会刚需

到精神信仰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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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刀

【新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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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短片《好孩子坏孩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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