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12日 星期三 09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王珺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读书周刊

近十年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各
中小学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微妙却赏心悦
目”的变化。

有时间读书了——班级读书会上，优
秀童书在孩子们心中激起层层波澜；宿舍
楼上“微笑图书室”里，孩子们或坐或
爬，自由舒展身心；每天 20 分钟的家庭
阅读已渐成习惯⋯⋯

有书可读了——楼道内一排排开放式
书架，班级图书角不知不觉间出现在视
野，孩子们阅读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而舒畅。
时不时碰到“今天你读书了吗？”的温馨提
示，“读书小天地”里缀满各色的“好书推
荐”和“读后感”卡片，阅读评比栏里往上
蹿的红箭头让孩子们喜不自禁。

读书的形式丰富了——牧童之家、“爱
心书包”漂流、阅读打卡、经典吟诵、绘本表
演、多样化的读书活动让书香飘满牧区。

说到牧区学校的儿童阅读推广工作，
爱读书、爱思考的安维武局长说：“今
天，儿童阅读是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一项

基础工程，是‘钥匙’工程。阅读需要从小
培养，推广‘儿童阅读’是推进城乡教育优
质均衡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实施
素质教育最好的抓手之一。”

从前牧民家庭阅读很“单薄”。学校藏
书量少而陈旧，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政府、
学校、教师把阅读作为最大的德政，倾心营
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教师是孩子们读书的引路人。肃南二中的
魏老师成了“拾荒人”，捡拾废旧饮料瓶，学生
如影相随，悄然而动。变废为宝，收入1000多
元，买了100多本书，建起了班级图书角。肃
南一中酷爱读书的李琳老师，看着贪玩的学生
心急如焚，无意的网络浏览却与公益机构“微
笑图书室”架起爱心之桥，在校内建立了“微
笑图书室”，师生纷至沓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教体局借力整体助推
阅读，全县13所学校主动申请“微笑图书室”项
目。2013年4月，“微笑图书室”负责人徐峰老
师来到肃南实地考察，决定把“微笑”留在牧区
学校。9月，13所学校都建起了“微笑图书室”，

“微笑”如同盛开的“格桑花”扎根牧区。
教体局实施学校“图书装备工程”，把

“书香校园”建设纳入目标责任考核，明确要
求学校公用经费5%要用于图书购置。有步骤
地从营造“书香校园”向“书香社会”推进。
年末，致力于儿童阅读的“肃南裕蕾爱心助学
协会”公益机构成立，形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牵
头、公益机构指导、社区参与的“区域儿童阅
读推广”新格局。2014年，教体局启动“无
门图书室”建设工程，实施图书进教室、进办
公室、进楼道、进宿舍“四进”模式。如今，
楼道内色彩斑斓的“阅读树”，如知识酿造的
琼浆，滋润孩子的心田；教室的“书香园”

“展示台”贴满了手抄报、好书推荐卡等。管
理的理念变了，“不怕丢，放着不如读烂”成
为共识，图书从“深宅”走向前台，“配餐”
变成“自助餐”，个性化阅读得以张扬，书香
芬芳飘逸，阅读的力量日渐显现。

裕蕾爱心助学协会又把关注点转向校外
留守儿童。2014 年 11 月协会与广东省春桃
基金会合作，在大河乡牧民安居点建设“牧童

之家”，每到周六，老阿娃（爷爷）、昂格（奶奶）
领着孙子孙女喜滋滋地来到社区“牧童之
家”，家长、义工和志愿者牺牲休息时间指导
孩子们阅读，也做整理图书室的工作。

家庭是阅读的起点。祁丰学校张晓琴老
师谈到学生阅读时说：“我所带的班级二年
级，每月一次的家长会，都要进行亲子阅读
培训，为家长推荐了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
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等书。坚持晨读时间诵

《日有所诵》，晚上读 《我的母语课》。开展
整本书教学，家长和孩子每月同读一本书，
在读书交流时，请家长谈感受。”

2016年夏，儿童作家殷健灵来到肃南，以
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孩子们分享阅读写作的快
乐。2017 年，教育局把“互加计划”公益课程
彩虹花晨读引入早读，让网络与纸质阅读相得
益彰。大泉沟小学诗画结合，网络直播展示、
阅读打卡，让学校和教师成了“网红”，尚晓军
老师成长为公益讲师。2019 年，肃南二中把
寒假阅读与传统节日春节相结合，分年级提出
要求，九宫格图让低年级孩子兴趣盎然。

如今，晨读、午诵、暮吟已成为学校一道亮
丽的风景。节日经典诵读、世界读书日宣传、寒
暑假阅读成果展、评选读书“小达人”已成为各
校的常态。阅读成效日益显现。2018年，“牧
童之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入选中宣部典型案
例，已成了肃南社区工作的一大特色亮点。
（作者单位系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

牧区孩子爱读书
王延军

《教化——古希腊的
成人之道》 下卷开篇，维
尔纳·耶格尔谈 《作为教
化的希腊医学》，用了中
文版式的 50 页之多，可
见这是很有分量的内容。
希腊人对健康的重视，希
腊医师们承担着的对人们
健康教化的职分，都有深
刻的教育启示。

健康，医生认为这是
人的物理存在的正常状
态。健康，在柏拉图的道
德政治学说里，是灵魂的
正常状态。

灵魂的正常状态，是
抽象地被理解的范畴，需
要有哲学素养的人才能试
图去清晰地理解。跟哲学
不同，医学清晰地、令人
印象深刻地在最容易直接
被体验到的领域，即便一
个没有哲学素养的人也能
感受得到。如果均衡与和
谐是完美的本质，健康则
意味着更重要的东西。因
为，均衡与和谐常常流于
理念的层面，然而健康在
实践中是具体化的，有可
感的实绩。

健康，作为希腊的理
想，其不可剥夺的意义在
每个人的信念里通过医学
被揭示。

柏拉图将医学看作职
业规范的典型和化身，医
学不只是一门单纯的手
艺，而且是极高的智识水
准，是对目的和方法的清晰
理解，是一种灵魂的文化，
而且是希腊人生活的主导
性的文化力量。现在的医
学，似乎高度发展、非常专
业，但是再也没有获得过柏拉图时期的声望和地位。

在古希腊时期，医生的责任是，在病人身体正常秩
序被扰乱时，恢复健康时自然的恰当比例，这种外行人
不得而知的隐秘比例。医生找到自己介入的点，促进
机体自然的自愈动力，然后身体就神奇地自愈起来。

这种认知，基于当时医生们都相信：人本来是自
然而健康的，人有自我愈合的能力。

《食物论》的作者说“万物自然皆无教师”。《希波克
拉底文集》的利特雷版本说“自然没有受过教育，她什
么也没有学到，但仍能做正确的事”。自然本身拥有自
我教育的天赋，直接在其关心的事物上发展出高超的
天赋。自然的无意识的理解力应该被人类所效法。最
好的健康就是自然的健康，最好的医生就是不用医。

可是在医学领域，笼统地谈论“人的自然”是愚
蠢的，每个个体的自然都不一样。这本身并不容易，
道法自然很难。亚里士多德说，道德行为的标准就是
中道——但不是两个极端之间严格固定的数学中点，
也不是程度和等级的绝对中点，而是关于个体的适当
的中庸之道。

一个人是否健康，取决于文化水准、实践智慧、
他的需求和他的财富。他越是能够以较高的文化水准
理解健康的意义，越是能够在实践中使自己保持自然
健康的状态，越是具备维持健康所需的物质生活，就
越可能健康，越可能成为城邦需要的人。

一个医生必须从人们实际遭受的疾病开始，而那
些人不懂得自己遭受的疾病。医生需要跟生病的人沟
通，以便于了解病情，同时也要教化病人一些保持健
康所需要的知识。

《古代医学论》 说：“以让外行能理解的语言谈论
医学这门技艺尤其必要。”医生想要帮助人们保持健
康，非常艰难，像是在教外行人一种业内人士才能真
正理解的自然的奥秘。耶格尔在书中说，一个真正的
医生，大概是这样：“你这个傻瓜，你不是在医治病
人，你这是在教育他。好像你不是在给他治病，而是
想让他成为医生。”

在此意义上，医生担负着开蒙去蔽的职责，以自
己在医学方面的有知来度化人们的无知，让人们理解
生活健康的结构与节奏，如何休息、如何饮食、如何
调整情绪。

医疗事业本身有一种高贵品格和深刻的社会责任
感。《医学箴言录》 开篇名句说：“人生短促，技艺长
存，机会稍纵即逝，试验生死攸关，而临床诊断难之
又难。”

真正的医生，他们卓越的智力不仅唤醒公众对医
学的兴趣，还造就了志趣相投的医学群体，他们有医
学修养，有足够的能力作出判断。

如果不是最早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不是因为
他们对全部事情追求一种“自然”的理解，如果不是
他们努力地对一切事物追根溯源，如果不是他们在全
部因果链条里追寻必然的宇宙秩序，如果不是他们不
抱成见地观察和理性洞察世界奥秘的坚定信念，医学
就不会是医学，医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学问。

近年来有一个现象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那就
是“空心病”的现象，有些青年明明成绩优秀、综合
素养很高、人际和谐，看上去就是人生赢家，却找不
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人们开始反思优秀是否真的比
健康更重要，开始越发关注灵魂的需要。让机体处于
自然的状态之中，焕发生命本然的活泼泼的神采，可
能更胜于儿童或少年新学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胜于
在考试中取得了进步的成绩和排名。

教师是教化最主体的力量，教育是最应该师法自
然的领域。其实我们都明白，学生的自我教育才是真正
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然而在学校教育中，师生往往都

“爬”在被划成小格子的时间光影里，学生很难按照生命
的自然来安排自己的学习，甚至在成为成人之后，客观
条件允许自己有闲暇，却缺乏能够安排自己生活的能
力。教师更多时候要委屈自己美好的教育理念，以非自
然的生命样态和课程形式来实施自己的教育。

教育是难的，所以对教育的执着的探寻会使教育
成为迷人的学问，总是去追问：我们怎么可以做得更
好？正如怀特海在 《教育的目的》 中所说：“克服种
种困难，特别是初等教育中的困难，是值得最杰出的
天才去为之努力的任务。这是培养人的灵魂的工作。”

（作者系厦门市新教育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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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大学那会儿，不知谁起
的头，大家忽然对 《围城》
发生了兴趣。其实，很多人
并不知道《围城》的作者钱锺

书到底是谁，甚至在读书之前，还望文生义
地以为这是一部讲述战争的小说。可是，
等大家仔细阅读之后，不禁拍案惊奇——
惊奇的，不仅是其中的故事情节，更是其
中的语言，其中的修辞，以及其中指桑骂
槐般的映射。读了 《围城》，正如读了

《阿 Q 正传》，大家都忍不住对号入座，
以为书中的人物原型其实就是自己。

我当时便坚信书中的方鸿渐就是我本
人。方鸿渐是个海归，多少有些学问，但
喜欢哼哼唧唧发牢骚。他留洋回国，为了
能在父老乡亲前有个交代，不得不买了一
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充数，不料从
此为这个人生的污点懊悔不已；他优柔寡
断，处理不好情感上的事，明明不喜欢苏
小姐，却犹豫不敢拒绝，从而失去了真心
喜欢的唐小姐；他对孙柔嘉小姐谈不上爱，
但一步一步地竟然和她走到了一起，并且
结了婚。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似乎离他越
来越远，以至于他的精神逐渐收缩，直到
一无所有，“一切崇高的终极性价值都与
他无缘”（胡河清 《真精神与旧途径——
钱锺书的人文思想》）。

坚信我就是方鸿渐的，还有我的好朋
友阿丑。其实阿丑并不丑，她是班上读书
最多的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用

《围城》 中方遯翁的孙儿名字给自己取了
绰号 （也许是我取的）。在大学快毕业的
那一年，她与我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研
究 《围城》，谈论 《围城》。我们一起制作

《围城》 中的人物谱系，一起为书中的俏
皮话而哈哈大笑，一起到她家观看刚刚开
播的电视连续剧 《围城》，我们甚至准备
将 《围城》 写进毕业论文中。阿丑总结我
的为人处世，用了赵辛楣形容方鸿渐的那
句话：“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现在想来，她的这句话多少包含了对
我恨铁不成钢的怨恼。我在大学里，虽然
被公认为“文学青年”，却做不出一点儿
文学的成绩。我和阿丑一起报名参加“全
国大学生作文大赛”，结果她拿了一等
奖，我呢，因为忙着“社会活动”，或者
因为根本没有自信，只报了名而没有提交
作品，最后——拿了三等奖。

这又有点儿像方鸿渐，带有讽刺意味
的像。

毕业后，我一如既往地通过书信和阿
丑谈论《围城》，比如我发现电视剧中饰演
唐晓芙的史兰芽竟然是杭州人，便兴奋地
将这一消息告诉给阿丑，比如我在杭州西
湖边的书店买到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和

《管锥篇》，便得意地在她面前显摆，虽然我
并不打算仔细阅读这些书。阿丑则一如既
往地关心我的学问前途，有一次她甚至跑
到杭州来劝我读研究生。同她一起来杭州
的，还有她的丈夫。看到她丈夫听我们热
火朝天聊文学时那种好奇而又无奈的眼
神，我知道，《围城》闯祸了。可是等回去之

后，据说他反倒再也不在阿丑面前提我了。
可 惜 我 虽 然 听 了 阿 丑 的 建 议 去 考

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读研。这一点，
成了我家女主人小白几十年来奚落我的
重大内容——她偶尔也提阿丑，但我竟
无言以对了。因为没过几年，阿丑就因病
去世，去世的时候，是中南大学的英语系
主任。

2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所中
学做老师。不幸的是，因为
不是师范毕业，我不知道怎
么 去 设 计 课 堂 。 因 此 上 课

时，往往是之前想好的教学内容没过多久
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像白漫漫一片
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
急而又无处躲避”（钱锺书 《围城》）。于
是，我想起 《围城》 中方鸿渐的做法，便
使劲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希望通过这种
办法来kill time （杀时间）。后来，我干
脆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给学生讲文学作
品，譬如 《围城》。

这大约是我初任教师时的写照。看来
《围城》 功不可没，让我从中习到了做教
师的本事和方法。许多人说，《围城》 是
一部“学者小说”，可是我说，它还是一
部“师范读本”。或许因为钱锺书本身就
是教师，又或许是因为 《围城》 里面的人
物大多是教师，因此，有关学校教育的正
理歪理，都可以在书中找到。

譬如，为了不做教师，“遗少”董斜
川动用了大宋宰相秦桧的名言“若有水田
三百亩，来年不作猢狲王”，而方鸿渐则
想起了西方的谚语：“在西洋古代，每逢
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
是教书去了’”。再看看下面几段话：

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
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
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
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
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
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
系的先生。

从前先生另有参考书作枕中秘宝，所
以肯用教科书；现在没有参考书，只靠这
本教科书来灌输智识，宣扬文化，万不可
公诸大众，还是让学生们莫测高深，听讲
写笔记罢。

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
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绝没有特殊人
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

不过，当我把这些奇妙的言论读给学
生听的时候，他们大多茫然不知所云。也
是，毕竟是初中生，懵懵懂懂的年龄，哪
里体会得到这么玄妙的道理！不过他们喜
欢听，只要与功课无关的事，他们都喜欢
听。所以我在课堂内不厌其烦地搬弄与

《围城》、与钱锺书有关的知识和传闻。我
对 《围城》 的痴迷，孩子们心知肚明，甚
至利用我的痴迷与我斗智斗勇。

譬如有一次，我猛然发现有一个学生
在课堂上低头看课外书，不禁怒火中烧，

猛地跑下去要搜他的书。这个学生慢悠悠
地举起手中的书，说：“老师，我看的是

《围城》。”
“哦，原来在看 《围城》 啊，那行，

你继续吧！”
我当时逢人就说，《围城》 这本书，

我少说也看了十几遍了，对里面的情节和
人物可以说如数家珍。但即便如此，《围
城》 这本书对我仍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我既没有写出一篇关于 《围城》 的研究论
文，也没有仿照 《围城》 的语气进行文学
的创作。我顶多学会了方鸿渐的腔调，对
周遭的人事百般嘲弄，以至于人家都觉得
我有“才”，却始终不愿将我当“材”用。

但偏是因为《围城》，让我的课堂不至于
像白开水那样平淡无味，也是因为《围城》，
让我和学生的交往多少有了点儿“文化”的
味道，并从此走向了更深远的人文世界。

有趣的是，因为嫌 《围城》 的故事意
犹未尽，有人想要给它写续集，或者依照
它的腔调和情节，去模仿写作。比如台湾
旅美女作家陈若曦，就曾仿钱锺书的

《猫》 和 《围城》 的笔法写了一篇短篇小
说 《城里城外》，另外，鲁兆明写的 《围
城之后》 以及魏人写的 《围城大结局》，
也算是 《围城》 的续写，只是这两本书侵
犯了 《围城》 的版权，最终引发了官司。

这些事，我又何尝不想做？只是被他
们抢在了前头。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这
个消息，是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当
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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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 《围城》 是一部
经典作品。夏志清先生在他
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把
这部小说说成是“中国近代

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
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多少导致了国内
新一轮的 《围城》 热。但 《围城》 到底好
在哪里？其实许多人都道不清。

大多数人对 《围城》 的理解，都与杨
绛先生写在 《围城》 扉页上的那句话有
关：“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
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
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话被认为是理解这部小说的金钥
匙，书中每个人的命运无不印证着这句话。
即便掩卷而思，我们发现，现实中的许多人
其实也是笼子里外的鸟或城堡内外的人。

可是这种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人生观
点，其实并不新鲜。比如米兰·昆德拉在
他的小说 《生活在别处》 中也有类似的一
句话：“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
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
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然
而经典的作品仿佛爱情故事，你明知道它
的套路，却仍愿意飞蛾扑火般地去深陷其
中，不能自拔。

胡建矩兄是我大学时的密友，他虽然
做着生意，却对文学的事念念不忘。有一
次，他邀我到他的老家上虞丰惠古镇去看

看，因为黄蜀芹导演的电视剧 《围城》，
有几个镜头就在那里拍摄的。

我兴奋不已，便与他约了去走一趟。
我们站在丰惠桥头店铺里，仿佛看到了

《围 城》 里 那 个 抱 着 孩 子 喂 奶 的 女 人
（“她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
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得不落言诠的
好广告”）；在另一座石桥 （应该是“通
济桥”） 边，我们又依稀看到李梅亭在冷
冷的夜里做贼似的恶啃滚烫的烤红薯。

丰惠镇不仅有 《围城》。离老街不
远，就是哲学家、春晖中学校长范寿康先
生的故居，而他家的对面，便是鼎鼎大名
的胡愈之先生的旧宅。上虞人杰地灵，丰
惠镇自晚唐以来一直就是上虞县城，因此
出现孟尝君、祝英台、吴觉农这样的人物
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看来，《围城》 的阅读，原来也
在行走之中。阅读，是一个起点。

我的好友郭初阳兄也是个 《围城》 发
烧友。很多年前，我听过他的一堂公开
课，叫 《比喻》，其中用到了不少出自

《围城》 的妙句——
门房领了个滚圆脸的人进来，说“曹

先生”⋯⋯曹元朗的脸很圆，圆如⋯⋯
（太极）

他的眼睛，大的就像政治家说的空
话，大而无当。

（幻灯片） 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
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
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
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
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
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
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

最后一段文字，出自钱锺书 《旧文四
篇·读 〈拉奥孔〉》。本来的意思是想以
此说明“绘画不能利用比喻，因而诗歌大
占胜著”；不过这些话，无论对于修辞还
是对于人生，都有辩证的灵气，学生习得
了比喻的根本，也就习得了人生的根本。

这大概也是 《围城》 的精神。去年，
郭初阳兄拉我一起编一套 《非一般的语文
课》，对初中教材指定的名著“必读书”
和“选读书”进行评点，其中就有 《围
城》。这不免又一次撩动了我的心思。为
了不至于给他丢脸，也为了给自己的 《围
城》“阅读史”做一个厚重的注解，我搞
来了不少参考书进行研习，对 《围城》 的
主题、人物、语言特色进行了竭尽所能的
解读。尽管 《围城》 以及钱锺书，正如歌
德当年形容莎士比亚那样，永远是inex-
haustible （道不尽） 的。

郭初阳兄有洁癖，所以他常常与我交
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孩子们解
读诸如 《围城》 一类的经典著作，应该是
他的“有所为”，重大而深远。

这是因为，只要是经典，总能源源不
断地创造生产力，总能使你的生命得以丰
富，得以传承。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蓝青小学
研究院院长）

读读《《围城围城》》的人的人
总不会错总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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