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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过一
句话：历史并无意义，是我们
赋予它意义。毋庸置疑，教育
也是如此。教育的意义来自每
一个学生的成长，来自每一个
教师对教育的认同，当然也来
自那份师生共育的独特情感。
某种意义上教育的意义是师生
情感结构的显示，是师生情感
联结的表征，是师生记忆的合
体，经由这些，教育的意义方
能得到填充和生长。

一

作为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气
息的教师，樊阳对教育的认识和
他所进行的“人文行读”总是能
让我想到很多经典电影作品中
的教师形象。比如《死亡诗社》
中的基汀老师，他是永远鼓励学
生发现自我的“船长”；比如《放
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老师，他
是用音乐启发孩子性灵、重塑孩
子灵魂的老师；比如《心灵捕手》
中的蓝勃教授和桑恩医生，因为
对威尔的始终不弃和积极治疗
才使一个数学天才得以成为自
己；比如《鲁冰花》中的郭云天老
师，始终善于发现孩子独有的天
分。他们身上既有一些鲜明的
自我个性，但同时更多地拥有师
者的爱心和关怀。他们那善于
发现孩子、帮助孩子、成就孩子
的眼睛里总是噙满了热切的期
盼，而樊阳也与之相似。

樊阳坚持人文公益讲坛三
十载，这套 《行读中西的人文
课》（百花文艺出版社） 便是他
基于三十年人文行读课程开发
的经验和日积月累的思考总结
而 成 ， 包 括 《先 秦 与 轴 心 时
代》《汉魏晋与古典时代》《唐
宋与西方中世纪》《元明清与西
方文明兴起》 四册。

“人文”是一个略微带有浪
漫化想象的语词，在现实中与
技术、理性、分析等词语拥有
某种天然的“抵牾”，而这种

“抵牾”情绪似乎也将其纳入到
了学科界限的考量之中。“人文”
作为学科边界的模糊地带始终
有一种自洽于各学科之间，但又
矛盾于各学科之间的争议性气
质。而以笔者观之，掩藏在这种

“争议”与“抵牾”之下的，更
多恐怕是人们对评价标准的莫
衷一是及其背后焦虑心态的反
映。正如樊阳在 2017 年《语文
学习》上发表的《刻在心灵的两
个 词 ：自 由 与 慈 悲》一 文 中 所
述：“⋯⋯2005 年后，我感到
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束缚让名著
进课堂的语文教改无法推行，
各种质疑、反对遍布周围，学
生在学校没有了读书时间，很
多老师、家长甚至认为让学生
看闲书怎么能出成绩？没有成
绩其他一切免谈！”从这段文字
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在现
实一线教学中进行“素质教育
式”的语文课改有多难，更奢
谈今日之“核心素养”教育，
其中始终伴随着这种“抵牾”
与“争议”的不正是评价标准
问题吗？因此，“双减”政策的
实施正是对这种长期以来“盘
踞”在一线教学中的痼疾所进
行的“正本清源式”的治理与
整顿。

是 的 ，仔 细 看 上 述 这 段 文
字，有一个词——“成绩”——始
终如利剑一般刺穿着现实的教
育，它与“人文”形成鲜明而
炽烈的对比，似乎樊阳所进行
的这场积三十年之功的“人文
试炼”也难以抵挡它作为一种
标准性判断和价值性尺度的权
威性。所以，我们需要反观自
问的是，难道“人文”天然是
不具备某种标准性，或者说作
为“标准性的人文”难以自恰
于考试评价体系当中？我想如
果真正要推进课程改革，某种
程度上，这是一个不得不认真
思考的问题，即推进考试评价
体系的多元化策略与“人文”
标准相结合。

二

从“语文小组”到“文学
与 文 化 讲 座 ” 再 到 “ 人 文 讲
坛”，三个不同时期的名称串起
了 樊 阳 职 业 生 涯 的 三 十 年 之
变；从西安到上海，讲述的是
一个心怀人文教育理念的教师
其职业地理的变迁；从上海行
走 到 全 国 行 走 ， 将 “ 体 验 大
地”的文明之旅化成了“还原
现场的情景式学习”；从户外到
家中，对樊阳和学生而言，“师
生在，处处皆杏坛”。这就是樊
阳对教育的认知，他不断地在
教育教学上求新求变，终在探
索 的 路 上 走 出 了 属 于 自 己 的

“人文行读”之风。然而，在这

诸般变化之中，樊阳始终不变的
是对理想教育之路的追寻。诗人
泰戈尔说：“我们的教育宗旨必
须是人的最高的目的，即灵魂最
全面的发展和自由。”这不仅因
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观，同时也契合了人的发展的
自由理念。人的心灵何以发展，
何 以 获 得 “ 自 由 ”， 途 径 只 有

“自由”本身，即“自由的行走
才能锻造自由的灵魂和发展的心
灵”。

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单一、
刻板、无生命的课堂教学，提供
多元共融的课程内容，以适应不
同阶段和不同智力发展的学生的
心 理 需 求 和 现 实 需 求 。 樊 阳 认
为，在行走中落实“五育”才能真
正展现“五育”重在实践、重在学
科融合的根本要义。“人文行走”
便提供了绝佳的方式。如樊阳所
言：“行走研学是德育引领，智育
阅读研讨贯穿，体育实现，劳育、
美育辅助的‘五育’无痕融合。”古
人有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言下之意即将“实践”作为一种求
知的根本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心理
意识当中，而樊阳所倡导的“人文
行读”正是以人文理念为指导、以
实践作为认知世界的根本方式所
展开的思想领读。

三

文史互证和文史互通向来是
“人文”的核心理念。而将这一
核 心 理 念 践 行 的 方 式 便 是

“行”，在“行”中才能突破自身
因地理空间的限制而产生的思维
高墙，不至于因学科壁垒和地理
视域限制自身对人类文明的深度
探索。《行读中西的人文课》 这
套书里有一个隐藏且至关重要的
概念便是“比较”的视野。某种
意义上，文字的课程总结已经超
越了经验地理意义上的“行读范
畴”。“人文行读”作为一种思维
操练的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延展，它不仅仅是作为一
种东方式的思考对人类经验和知
识类群的把握，更多的是在一种
纵向的地理跨越和横向的线性维
度上打开了我们对文学与历史在
地理维度上的全球化视野。

樊阳的“人文课”不受限于
“宅兹中国”的地理概念，更多
是一种整体的人类思维和文化的
比较视野，不存在价值判断，也
没有高下之别，只是作为一种文
化观照的方式在文学、史学、哲
学 的 游 走 中 获 得 一 种 人 文 的 浸
润，一种思想的震撼，一场春风
化雨的甘霖。在这种“文化人类
共同体”的概念观照中，他引领
学 生 更 好 地 读 懂 自 身 的 文 化 符
码，也在认知自身的前提下“编
码”出更多有意义的经验世界和
思想观念。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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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春水渐生，春风拂面，正是读古
诗词的好时节。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
出《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
邀我们一起邂逅最美古诗词。

该书是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潘向黎
最新创作的一部古诗词随笔集，谈及近
60 位古代文人，沉浸式赏鉴 100 余首古
诗词。全书共十二章，前六章分别从多
情、怀古、愁绪、女性美、时间、艳美等六个
小切口入笔，却写得恣意情深、气象万千；
后六章则逐一聚焦中晚唐诗人群像、晏殊
与晏几道、欧阳修与周邦彦、苏东坡、陆
游、辛弃疾，一人一题，流光溢彩，“落叶”

“残花”“浅情世间”“奈何深情”“世人皆以
东坡为仙”“心中极多想不开”“肝肠似火”

“色貌如花”，句句击中活在当下的芸芸众
生的心灵痛点。

在新书首发式上，朱永新、李敬泽、毕
飞宇、潘凯雄、欧阳江河、彭敏等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围绕诗词与人生谈古论今，一

致认为《古典的春水》别出心裁、独树一
帜，书中不仅一往情深说古诗词妙处，更
是以情贯之话人生，父女亲情、佳人爱情、
故人友情，令人动容。

“它是一部非常好的青少年诗词读
本，是潘向黎的‘人间词话’，可读性很
强。”苏州大学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
永新认为，从这本书里不仅仅是学到中国
唐宋大家的诗词艺术，更重要的是可以学
到人生的一种态度。“我喜欢这样一种不
是单纯从文学、从语言的角度去写人物，
而是与人物的精神、人生、生活紧密结合，
这是一个很好的走近诗词的方式。”

在南京大学教授、作家毕飞宇看来，
《古典的春水》已经不再是一本以古典诗
词为对象的阐述，而是以古典诗词为出发
点的一个作家写作。潘向黎的写作更像
考古——一个美学的考古或者说诗歌美
学的考古。比如愁，“姑苏城外寒山寺，江
枫渔火对愁眠”的愁。她把愁的强度罗列

了一下，一共有十个等级；比如美，她把女
性之美的“美”的程度罗列了很多等级，这
种研究方式特别有意思。

谈到书名，潘向黎说选用“春水”这两
个字是想到欧阳修的一句诗：“离愁渐远
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她觉得古诗词
的魅力以及对当代人的影响力，有点儿像
迢迢不断如春水，而且它并不是渐行渐远
渐弱，而是渐行渐远渐无穷，所以最后决
定叫“古典的春水”。《古典的春水》寄托了
一个中国人对古诗词的痴情，把古诗词从
纸面上读到它站起来，把那些诗人、词人
读成自己的友人、亲人。

在代序《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中，潘
向黎从自己与父亲（著名学者、复旦大学
教授潘旭澜）围绕杜甫的分歧写起，写到
父亲的离世，写到古诗词的陪伴帮她渡过
难关，字里行间弥漫的“父女亲情”感天动
地：“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
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心酸、

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
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
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原来，
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我，等
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
的冷和暖，来到这一天。”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表
示，《古典的春水》可以说是中国人情感的
档案，或者是生命的档案。潘向黎特别有
意识地从一个个情感区域上进行重新解
读，以极好的生命感受力、极其敏锐的情
感，真正让古诗词在笔下变得亮起来、新
起来，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诗。

“一般的读本倾向于把古代诗人神
化，《古典的春水》 把这些人全都拉回到
和我们平起平坐、可以对视的地方。”中
国诗词大会第五季冠军彭敏说，当我们
放弃仰望的视角之后，才有可能更加深
入地去体会这些诗人的人生和诗词当中
的精妙之处。

《古典的春水》：作家潘向黎的“人间词话”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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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阅读诊断”系列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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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阅读遇冷，从榜单看与书籍也
不无关系。

其一，有些经典阅读难度太大，比
如 《尤利西斯》，我曾经找出萧乾、文
洁若两老的译本，最终知难而退。再比
如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上个
世纪 80 年代末期，20 岁的我在一所荒
僻的乡镇中学任教，哥哥给我订阅了社
科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辑的 《世界文
学》，刊物开始译介这本书，并且刊载
了部分内容，我买了全译本硬着头皮读
了一遍，然后束之于书橱最高层，那天
读及老毛姆的毒蛇名句“我自己就曾说
过，我宁愿读普鲁斯特读得厌烦，也不
愿意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来解闷”甚为惭
愧，但是至今没有重读。

其二，有的名著读不下去和读者的爱好
习惯有关，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盗
版正版我都浏览过，也知道他对中国当代文
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莫言、余华、刘震云诸人
一度奉之如神明，但是我不喜欢阅读拉美魔
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包括马尔克斯、略萨甚
至博尔赫斯的作品，部分经典不被青睐，无
他，纯粹是读者的个人爱好所致。

那从外部环境维度论，名著阅读遇冷
又有哪些原因呢？

其一是“互联网+”时代的冲击。按
照 加 拿 大 作 家 道 格 拉 斯 · 柯 普 兰

（Douglas Coupland） 小 说 《X 世 代 ：
速 成 文 化 的 故 事》 里 的 观 点 ， 1995—
2010 年出生的人属于 Z 世代，他们是数
字技术的原住民，互联网和数码产品深刻

而切实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思想甚至思
维方式，他们阅读和表达的主流媒介也由
博客转为微博、微信，碎片化倾向越发严
重，目前中小学生包括相对成熟的高中生
在作文中呈现出这种现象已经掩饰不住。

另 外 ， 确 实 有 一 个 暗 示 不 读 经 典 的
“场”存在。比如总是有人纠结到底是读纸
质书还是电子书，纠结借助阅读器和网络
读书算不算读书。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
如果你挚爱读书，所有介质书籍都可以。
还有，总有“砖家”为读书碎片化找到存
在“科学性”的理由，比如认为在“互联
网+”时代，人的阅读专注度只能保持十分
钟，显然他把自我和人类阅读经典的素质
等同于“锦鲤”了，忽略了人之为人“宇
宙精华，万物灵长”的精神属性。

经典遇冷，原因何在

开 卷 不 一 定 有 益 ，读 书 也 并 非 清 高
事。然而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精神的发
育、审美趣味的涵育、思维品质的雕刻、精
神格局的构筑，最可信赖而又优效的方式
就是叩读经典。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认
为，要读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有人浅
白地把经典称为“爷爷书”，同时切不可耗
费精力和时间装一肚子与之相反的“孙子
书”，包括那些宣扬狼性鄙弃人性的书，那
些赤裸裸张扬厚黑学、兜售成功学的书，
应该在源头切断其传输线路，屏蔽其传播
信号。

我曾经和学校的外教交流过他们国

家青少年名著阅读的状况，那位俄罗斯外
教是一位语言学博士，她说俄罗斯是一个
从来不缺乏艺术和文学大师的国度，然而
网络时代，他们的青少年对托尔斯泰、契
诃夫、普希金、阿赫玛托娃也不像过去那
样兴趣盎然。另一位日本外教是一位中
学日语教师，他告诉我，日本的经典阅读
也不怎么令人乐观。这一问题是世界性
的，不过我们的状况更为令人忧虑而已。
那么，学校和教师如何引领学生们在名著
阅读中实现突围，抵达阳光如瀑、草长莺
飞的彼岸？

首先教师本人必须是一位优秀的阅

读者，唯其如此，你才具备引领学生阅
读的资质。教师读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完善知识结构，少犯错误；其二，
打上精神底色，打造精神殿堂；其三，有
前两者做基础，兴之所至，自由读书，从心
所欲不逾矩。有的学生阅读《平凡的世
界》时，发觉其悲剧意识极浓，并联想到李
宗盛的歌曲 《山丘》 中的“越过山丘，
却发现无人等候”，阐发其中巨大的荒芜
感，对同龄人而言这观点极为可贵，然
而却被教师忽略了，因为教师的学养分
量不足，自然无法引领学生达成阅读高
阶目标。

开卷有益，必读经典

1

2

3
其实读者、家长、学生和教师最关

注的是什么方法可以让读书“有效”，
关注实效也算是我们文化传统中一个人
所共知的“隐形”倾向，但是切不可因
此堕入短视化、唯功利的泥淖。

首先给予孩子一个坚实的阅读时
空。李希贵担任山东高密一中校长时推
行了一项语文教育改革，名曰“语文实
验室计划”，运用课程化的方式强化名
著阅读和针对性写作训练。读写空间叫

“语文实验室”，类似今天的专业学科教
室，配备经典名著、精选报刊和相应工
具书。语文课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课时
来“语文实验室”完成。阅读的经典分
为核心、紧密、松散三个层级，写作分
为规定性写作和个性写作。表面看并没
有琳琅满目的技术元素支撑，但是元气
淋漓触摸到了母语教育的核心，而且不
仅提升了语文素养，还提升了学生的精
神品质。其实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推
行，虽然时空定位不一样，然而读书只
有好坏之别，并无新旧之分，过去匮乏
图书，今天匮乏读书。

其次，要让学生参与活动的谋划构
建，让他们真正做学习

的主人，为他
们组建学

习共同体，搭建他们渴求的学习平台，培
育他们的研究意识、习惯，促进他们的思
维生长。譬如可以让学生结合诗词学习选
编一册唐诗选本、一册宋词选本、一册苏
东坡作品选本、一册鲁迅作品等，配以规
范导读、精准注释和精彩鉴赏，培养他们
的文学鉴赏眼光与能力。再譬如可以让他
们自己编辑、印刷、设计出一本刊物；可
以由他们策划一个读书沙龙或者论坛；还
可以让他们改编几个课本剧，自编自导自
演一出经典名著改编的大戏。我的学生曾
经把 《鸿门宴》 改编成两种风格的剧本，
一种忠实于原文，一种由班里精通芭蕾的
同学演绎了一出轻魔幻剧，而他们自己编
演的 《傲慢与偏见》 更是将其解读力、鉴
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

再其次，匠心设计有创意、贴近学情的
学习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培养他
们的思辨能力。对具有一定阅读素养和知
识水平的中学生，在引导他们注重基本理
解的同时，可以设计具有批判性思维的问
题，以培养他们的研究精神和创见。可以
设计宏观性问题，譬如读《堂吉诃德》，可以
引用别林斯基的评价进行统领：“在欧洲所
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
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
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
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告诉学生，
我们过去过于重视滑稽、喜剧性、生活中的
琐屑和庸俗，而忽略了另外一面，阅读研讨
过程中请加以探究。

在日常学习中，组织群文阅读加以拓展
也要适时引导，譬如学习王安石的文章《答
司马谏议书》，感受王氏作为改革家勇气和
坚定的同时，再和学生一起阅读司马光劝导

王安石的四千字长信《与王介甫书》。两位都
是大贤，围绕富国利民，往复辩论，光明磊落。
王安石于公决绝霸气，司马光对友透彻诚恳，
如此阅读显然效果更佳。

在具体阅读一篇文章时，同样可以设计
活动把学生导入思维与思想的深层，譬如读
汪曾祺的《玉渊潭的槐花》，可以问汪先生自
言著文深受归有光影响，从中找出依据并分
析其中美学价值；读《陈小手》《黄油烙饼》，
引导学生分析大众喜欢的花花草草、吃吃喝
喝层面之外，汪先生笔下隐含的“抒情人道
主义”。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深度阅读
能力在名著阅读中的落实，需要策略，需要
思路，也需要学理。

还有，培养学生阅读名著经典，要立足
于国民阅读素养、国民写作能力的建构，着
眼 于 健 全 人 格 、悲 悯 人 性 、精 神 格 局 的 打
造。譬如在阅读文学名著之外，还要引导学
生阅读历史、美学、哲学及学术名著。阅读
过程中，既要注重宏大叙事、宏观思维，又要
重视细节体验、精读批注。

在武侠小说中可以有各色奇遇，先前是
武功低弱的曾阿牛，山洞奇遇获取心法秘
籍，出山即为打遍天下几无敌手的张无忌。
而经典阅读唯有一本一本积累，小火微煨，

“急不得也么哥”。突破瓶颈，突出围城，不
能只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需
要有意义、有力道、有理性的行动。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中
国教育报 2020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道术并用，引领阅读

2013 年“世界读书日”当
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网络
上发起“来说说‘死活读不下去的
书’”的投票，有近3000位网友参
与。最终，《红楼梦》《百年孤
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
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
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 和 《尤利西
斯》名列前十。

如何看待这个榜单折射出的
意义？大众阅读趋于网络化和快
餐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愈演愈
烈。就榜单而言，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是一家有品质、有良知的出版
社，其真实性毋庸置疑。然而取样
三千，未免偏少，不能完全说明问
题；而且九年之前的网民整体较之
今日更为年轻化，同样说明不了问
题的全部。

名著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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