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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旅
行是地理意义的扩大和身体经验的延
展，它让人类感叹自身时空有限性的
同时，能够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与多样
性，让我们不至于狭隘地生活在“此
在”与“此刻”，只看到一种单调性，
看到人类自身在线性的时间损耗中沉
溺于价值迷失与意义失序，因此在不
稳定的现代世界里我们拥有了一份面
对未来的笃定，我们可以敞开胸怀拥
抱陌生的“远方”。所以，我们可以自
信而骄傲地“在宽阔的世界里，做一
个不狭隘的人”（许知远语）。这是笔
者在阅读 《旅行，与世界对话——李
镇西观国外教育》 后的真实感受。这
次李镇西老师将自己已有的经验“悬
置”，将自己的写作笔触放置在更为宽
泛意义的世界对象上，它的地理单元
不再仅限于中国，而是横跨欧亚，游
走中西，但地理范围的扩大并没有降
低他思考的厚度和精确性。

“他者经验”
——作为一种观察视角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教育观察之

书，不如说是一本人文行走之书。众
所周知，自然个体总是受限于时间和
空间的经验范围，著名美国批评家李
普曼据此甚至提出“拟态环境”来表
明人们对自然真实物的有限性接触，
即人们的经验和认知很多都是经由现
代传媒而发生联结。而这一论断与布
尔斯廷认为的“现代美国人无法直接
体验‘现实’，反而喜欢‘伪事件’，
旅游就是最好的例子”如出一辙。诚
然，我们必须要承认，现代人得益于
公共交通的发达和传媒业的视觉性呈
现，以此实现认知经验的地理性跨
越，人们拥有了对更多“诗与远方”
的期待，从而真正实现前工业社会人
们未曾涉足或者涉足范围有限的旅
游。本书中李镇西的地理跨越不正是
经验超越和经由旅游繁殖经验的体现
吗？

李镇西以一个教育人的眼光体察
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的教
育，重新对教育的本质展开一次探
访，其中既有受邀参加会议、发表演
讲，又有参观学习、访问探寻。相对
于自身的教育经验而言，他国的教育
寻访成为一种“他者”的例证，无
疑，这样的经验是一种个体、私人
的，但同时又是丰富而饱满的。“他
者”的意义是通过观察他国的经验，
从而更好地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

“游客凝视”
——身份确证的文化实践

英国学者约翰·厄里和乔纳斯·
拉森所著的 《游客的凝视》（第三版）
是当代阐释旅游文化的理论架构和现
实意义的经典读本。他们提出“人类
是通过差异性来建构旅游凝视的”，正
因为这些差异性而吸引人们“亲临现
场凝视”，从而“有限度地摆脱例行事
务和日常活动”，在此前提下人们会

“预期自己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
而这种“预期”也同样早早经由电
影、电视、文学杂志等大众媒介“一
再强化、建构游客凝视”。因此不难看
出，当李镇西沉溺于澳大利亚的云烟
萦绕、山峦起伏、瀑布飞流、深海珊
瑚时，当他流连拜伦湾的日出、邂逅
麦夸里港的日落，用绝美的笔触惊叹
于澳大利亚的“天空之蓝”、醉心于库
兰达热带雨林的苍莽之时，他已经扩
展了自身对于美的感知，获得了美学
经验上的存在意义。正如布罗茨基在
198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提出的
那样：“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
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
确，他也就愈自由。”

李镇西在旅游的过程中，伴随着
一种人生经验的扩展，而这种“扩
展”本身的意义首先是它充实了自己
的生活，它应该是也必须是生活可能
性的选择，同样也象征着旅游的“民
主化”，即面对现实生活，它拥有一种
支配的主体性。当然，在消费语境的
社会环境中，它也必然代表着社会地
位的象征，正如 《游客的凝视》 一书
中所述：⋯⋯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地
区兴起火车旅游的风潮，平民百姓皆
可搭乘火车外出度假，所以要判断一
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再是看他有没有
能力出门旅游，而是看他来自什么阶
级。所以，当我们在阅读李镇西的旅
行文字时，那种经由媒介传达的最初
印象同时又能够展现他的知识分子阶
层意识的文字总是能映入眼帘：“我以
前通过 《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等经典电影，已
经比较形象地感受到了纳粹德国建立
的集中营的残忍与恐怖，但这次身临
其境，心灵所受到的震撼还是超过了
预想。”以此表明李镇西是一个美学经
验丰富、趣味坚定并不断在旅行中用

“游客凝视”进行文化实践的教育人。

“意义增殖”
——找寻教育的经典性内涵

在本书中李镇西借由在俄罗斯参
加苏霍姆林斯基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上的发言再度确证教育的经典性内
涵，并通过阅读苏霍姆林斯基向人们
传递一个朴实、真挚但又须时时提醒
的经典性意义：“教育，首先是人学，
人是最高价值。”李镇西提醒人们要时
刻警惕今天对所谓“互联网+教育”的
过度提倡及其内在的“对人的价值的
贬损”和“对人的意义的抽空”。我们
要时刻拥有儿童立场，像陶行知所言
之“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雅斯
贝尔斯所言之“教育，是关于灵魂的
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
故而，从某种意义而言，李镇西的写
作和观察可以认定为“观念的修正”
或是“意义的增殖”。在此过程中，人
们通过阅读教育的经典性文本去指导
自身的教育实践，革新陈旧的观念，走
向真正的教育理想之境。

教育是一个宽泛的话题，或者是一
种人类共通的经验，我们都曾是或正是

“受教育者”，但也许我们是“单一”的，
在复杂的教育制度、教育模式、教育形
态中，我们的经验范围兴许是意识形态
的“框架”。它兴许是我们成为一个“清
醒的现代人”的障碍。因此，当我们阅
读李镇西的国外教育观察时，便拥有了
一种反身性价值。它破除了我们看待

“不同”的藩篱，让异质性“缝合”进我们
固有的知识系统，实现知识再生产的循
环。它调整、修整我们狭隘经验中的观
念世界，提升我们看待世界的“观念的
水位”。而更为重要的是，李镇西的教
育思考和对人文历史的省察像是一种
镜像式的存在，使我们思考“意义”本身
的价值，从而达到“意义的增殖”。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

他者经验与游客凝视
程志

书里书外

对于历史的认知总是受到现实
环境的各种影响，无论是被动地接
受，还是不自觉地吸收，当然，这
样的一种局限本身也就是认知的必
然过程。知识产权出版社在新冠病
毒肆虐的庚子年里，出版了丹溪草
的新著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在这样特殊的时间段里完成一部反
思人类发展历史、思考人类未来命
运的写作，的确恰逢其时。

从这册书的内容能够看出，作
者感知到同时代人们的忧虑和不
安。当下整个人类处于一个大变局
的关键阶段，面对诸多现实存在又
难以解读的状态和现象，积压了不
少迷茫和困惑。与新冠疫情的较量
还没能看到结果，气候急剧变暖的
问题又迫在眉睫，人类的确需要

“静心反思，静心观察外部世界，静
心观照自己的灵魂”了，作者或许
就是透过人类命运的历史、现实与
未来这一线索，照鉴了人类本质上
的孱弱与渺小。

作者由“社会动物”蜜蜂、蚂
蚁起笔，意味深长地描述了“人类
迁徙之迷”。再通过“部落文明”

“父权文明”“王权文明”和“资本
文明”四个部分，作者独辟蹊径，
以自己的认知和研究架构了人类社
会的发展轨迹。最后，以“理想秩
序追梦”的名义，向站在新十字路
口的人类提出警醒和忠告。书中认
为人类正面对贫困危机、自然环境
容量危机、人类文明自毁危机和人
类综合焦虑危机等四大共同敌人。
面对这四大共同敌人的挑战，人类
应该有所选择。作者虽然没有提出
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却呼吁

“人类的明天是不是美好，人类命运
何去何从，取决于人类自己能不能
彻底冲破局限性，更加多维地思考
和认知，更为完整地评估和反思，
更加谨慎地求证和行动，放慢脚步
才可能真实有意义地踩稳每一步”。

费尔巴哈曾经这样述说人与自
然的密切关系：“人所依靠并且他自
己感觉到依靠的那个东西，本来不
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这话不难
理解。本书作者也提出：“人类是社
会动物，人性最终会告诉我们，人
生最悲哀和痛苦的莫过于无聊和孤
独。”然而，现实中的人类是不是已
经整体陷入了“孤独”？看今天人类
的情绪表现，焦虑不安、失去自
我、判断力下降、思维能力减弱
等，同时引起人类内部整体在分裂

与撕裂、相互对抗。这的确是值得
思考的现实问题。

本书还着眼“规则”畅谈人类
命运，借东方文化儒家传承来诠
释：克己和温柔是快乐、幸福的纽
带。抛弃那种一方面把所有的社会
基本服务视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
又把不承担社会基本责任也视作理
所当然的虚幻梦想。尊重自然法
则，遵守人类规则，虽然大多数规
则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然而，不管
是否承认，它们早已潜入我们人类
的生命，流淌在血液里，敬天爱
人，守规克己，秩序井然。温柔是
人类所有美德的基础和综合，是一
种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无论自然
天理规则，还是人情约定规则，或
者是人文强制性规则，都可以融化
于内心平衡。没有规矩自然难成方
圆，中国人的传统“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实际就是最基础的规
则。

作者还认识到资本能够显现的
神奇魔力，它“仿佛神龙，不显首
尾悄无声息地行进，却每每掀起滚
滚巨浪，推动人类历史加速度的车
轮，尤其是引发工业革命后，人类
把自己推进到日新月异、尘土飞扬
的时代”。同时资本又“仿佛天生内
存战斗基因，总是不知疲惫地获取
利润，既充分展示了永不言败的创
造性，也强烈表现了贪得无厌的毁
灭性”。天使与魔鬼并存，资本犹如
融化在人类血液里的幽灵，让人类
感到进退维谷。因此，作者清醒地
意识到事物的两重性，“人类走过的
每一步无论说是前进还是后退，总
是承受着巨大代价，任何过程中都
没有免费的午餐”。工业革命和科技
进步“仍然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如何谦卑、谨慎地掌握更炫美的剑
舞，还需要不断探究”。作者认为人
类甚至“到了必须自律的悬崖尽
头”。

在呼吁和警醒同时，作者将人
类命运之道着眼于人类个体的自律
与戒律，印在封面的两句话也与主
题相照应：“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这
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儿时奶奶
常叮嘱：宽慢来，弗着急。”

写书思考贵在科学精神，个人
的思考和可能的启智，都需要特立
独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是可以看
到作者科学情怀的。局限不可怕，
科学的精髓就在破除和探索。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

科学的精髓在于破除和探索
——读《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王瑞璞

一场关于经典的深度对话
彭兴奎

《培根铸魂话经典：王登峰、陶继
新对话录》 是一部对话录，是“说”
出来的一部书，读者看，也是“听”。
一说一听，就相对具备了某种意义的
轻松和自如。于作者，没有了创生高
头讲章的艰辛；对读者，也免去正襟
危坐攻书的费力和沉闷。作者似乎也
看重、自信这种独特表达和接受效
果。陶继新如是说：王登峰“即兴谈

论经典诵读的时候，纵横捭阖，大气
磅礴，而且妙趣横生，极有品位。也
许正因如此，他不时激活我的思维，让
我的灵感频频闪现，于是就有了与之相
应而生的话语”。真实，也有一分自谦,
因为陶继新曾先后与魏书生、王崧舟等
人“不带讲稿侃侃而谈，且将录音文字
略作修改与增删，分别出版了著作”，并
非唯此一次。

这部书毕竟又是“写”出来的。除
了录音稿“稍作修改”的动笔，更有读
者难以察觉和了解不到的前写作、潜
写作、诗外功夫，学术经历和专业、工
作背景，正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艰辛”。作者一位是教育部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也是北
京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从心理
学到语言文字管理再到传统文化和经
典研究，跨度不可谓不大，但他成功转
换得胜任而乐为。另一位则是著名教
育学者、媒体作家、演讲家、《中国教育
报》2005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中

华优秀文化教育年度卓越贡献人物奖
得主。

作者徜徉于经典如诗如画的语言
之美，感到由经典语言构筑起来的内容
是一座座巍峨的精神丰碑。经典洗礼
人的灵魂，也在不经意间叩击着作者的
心扉。于是，可以从那行云流水般美妙
的文字中，时时听到高贵灵魂的歌唱，
从而让作者心向往之，自觉不自觉地

“学而时习之”。而作者诵读经典，不是
一日之功，而是终生之行。正是因为有
了这番功夫，二人对话经典教育，可谓
旗鼓相当、珠联璧合。

看似寻常实则奇崛

全书分五部分，前两部分讲为什么
读经典，后三部分讲如何读经典。经
典，并非一个陌生的话题，但也绝非尽
人皆知。学院书本和课堂上的“经典”
研究可能与大众实际不搭，甚至距离甚
远，而某种程度“活”在历史文化遗存之
中的普通人却未必自知经典对他的影
响。“中国人受到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浸
润，到今天尽管我们对经典当中的很多
东西不了解，但是你是个中国人，你的
思维方式就是这样”，正是问题纠结缠
绕的正反面。何为经典，经典的内涵是
什么，外延边际在哪里，在经济全球化
与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经典遭遇到
怎样的挑战，经典教育有哪些误区，经
典作为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思想
资源，如何创造性转化，回归当代文化
现场，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凡此种种一系列重要话题，本书均予以
回答。“根”为何培，“魂”为何铸，是前两
部分的中心议题，主要解决认识问题，

“要重新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要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思维方
式、行为规范和人生智慧武装现在的中
国人”。

后三部分讲“根”如何培，“魂”如何
铸，是解决实践问题，操作落实问题。
明白了读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不单对
民族、国家有利，而且对个人的成长和
修养都非常重要。这么好的事情怎么
把它做好，其实是我们目前更应关注的
问题”。书中给出的框架和措施思考
是：第一步，建立中华经典资源库，选择
能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精髓的基本要件、
基本篇目。第二步，检索目前大中小学
语文课本涉及的经典诗文篇目，如有缺
欠从中华经典资源库补齐，确立不同等
级和阶段的应知应会内容。有了这个
内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师生，社会
各界人士，就可以根据标准按照情况来
选择，这就避免了一说经典和传统文化
就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学习内
容、标准难以落实到人落实到位的问
题。再分别采用讲解、朗诵和吟唱、书写
四种方式进行展示、传播和教育。

“根”如何培“魂”如何铸

据笔者统计，全书或详或略谈到
三十几个事例，闪亮抢眼，甚至颇有
诗性。这里说“诗性”，或可指鲜活
性、奇异性、罕见性。如 《易经》 易
学课程例，二十四节气课程例，校长
介绍书“点燃”教师例，行走与写诗
课程例，甚至老咪成长例、苏静成长
例、扭耳朵例⋯⋯这些学经典用经典
传播经典的故事，师生各自成长、相
伴成长的故事，是应该讲好的中国故
事的一大类别。读之眼亮，思之脑
开，令人惊叹，供人欣赏，更可复
制，可借鉴，其后的理念和思想动因
更是不可忽视的内在激发。本书的两
位作者也是楷模故事，体现经典和学
习经典的力量：王登峰用 15 年时
间，从形容词研究中国人与西方人在
人格方面的差异，致力于解决学术课
题，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陶继
新 49 岁开始背诵 《论语》，70 岁又
连续背诵三遍，几十年研习传承经
典，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本书系主体内容现场对话而成，
所 以 ，未 经 精 雕 细 刻 ，而 是 自 然 天
成。正如作者夫子自道，“对话体文
章由于多属‘即兴’作品，所以，也更
活泼。由于一旦棋逢对手，灵感便频
频闪现，甚至有了以前通讯作品中鲜

见的生气乃至深刻，这并不是说自己
多么了不起，而是我往往被我的‘对
手’激活，使我不经意间思路大开，不
过我的对话文章并非全然精品，有时
对话双方一时进入不了状态，有些对
话内容就有了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但
是我并没有进行过多的修改，有意保
留了这份真实与自然，以前我也曾强
调过修改的价值，可是当老子的‘道
法自然’走进我的心灵之后，我就特
别崇尚起真诚与自然来，所以面对这
些缺憾，我并没有感到羞愧而是更好
地学习，以期对话出更有价值的文字
来”（P97）。这里说出了四层意思：
本书的活泼、生气勃发的特点以及产
生的原因，作者谦恭的品格，本书可
能的缺憾和不足，更高层次的思想和
写作追求。果如是，读者有理由相
信，假以时日，还会读到作者哪怕同
一主旨同一创生方式的更深刻完美
的著作。

作者持续不断而又快乐无比地行
走在经典之路上的时候，也希望对读
到此书的人们有所启示。当然，不能
只是读读而已，还要真正爱上经典，生
成自己的感悟，让生命产生质的飞跃，
并由此收拢一种特殊的幸福。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学院教授）

未经雕琢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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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荐书
大学以学术为根，纵观大学千

年发展历史，其兴衰更替形象演绎
了学术之于大学存在的根本意义。
胡钦晓教授的 《高校学术资本论》
从理论、历史、比较、现实等维
度，全面深入阐述了高校学术资本
的概念、性质、转换、积累、消
亡、新生等一系列问题，既有理论
的创新，也有现实的关怀，既有宏
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切入，是近
年来教育学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胡钦晓教授致力于高校“资
本”研究多年，深耕不辍，已出版

《大学社会资本论》 专著，并发表了
大量相关学术论文。这部 《高校学
术资本论》 更是耗费作者十年之
功，不断打磨，终成四十万言皇皇
巨著。归纳起来，其思想创见与学
术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有思想高度。该著作统揽
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全局，以世界大
学发展重心迁移为线索，在历史梳
理的基础上，跳出历史片段和狭隘
语境，从更高理性的层面，勾勒出
学术资本与大学沉浮之间的关系图
谱，升华成高校学术资本发展的规
律性认知。

二是有理论深度。该著作通
过细致考察多个大学发展的经典
案例，在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背
后，理析出学术资本这一概念，并
对其进行了科学界定：“所谓学术资
本是指在特定的学术场域内 （高等
院校或科研院所） 的个人或组织，
通过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
能等高深知识，逐步形成学术成就
和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
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商品的形
式与外界 （或在组织内部中） 进
行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值、提
高自身存在和发展竞争力的学术
资源总和。”在对学术资本的发展
演变深入考察之后，胡钦晓教授
深刻指出，大学要真正履行好培养
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重任，唯有回归本
质，即回归学术、坚持学术。

三是有视野广度。该著作具有
宏大的视野，将高校学术资本放置
到历史长河中，通过高校组织的演
变探寻学术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

既有纵向的历史梳理，也有横向的
国别比较，作者在对比中更直观地
阐明了学术资本之于大学的极端重
要性。

四是有现实温度。学术当关照
现实，好的学术作品应对当下及未
来有所启迪。胡钦晓教授从事高校
管理工作多年，深知影响大学发展
的症结所在，对大学在现实中的发
展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不断地研
究、追寻学问，是大学在实践中必
须坚持的原则。作者深有感触地指
出，当高深知识被物质金钱所蒙
蔽，当高深知识被利益关系所隐
蔽，当高深知识与道德操守相分
离，遭受损失的，最终是大学自
身。所以，作者在文中大力倡导，
大学要回归超越名利的学术、回归
求真求善的学术、回归不忘初心的
学术。这也是中国大学在外界侵扰
中，不为物欲横流所淹没、不迷失
自我的根本凭借所在。

（作者单位系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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