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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杨叔子院士过从不密，多
为神交，但有一次交集，却是终生
难忘，堪称奇缘。我想借此机会形
诸笔端，以存没世不忘之念。

2002年，教育部开始评选国
家级精品课程，我在清华主讲的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居然在两
轮投票中全票通过。不过，我并
没有特别欣喜，因为评审专家都
不听课，是根据申报材料投的票；
再说，该课程并非我的专业特长。
我在清华开设的“中国古代礼仪文
明”课，乃是荟萃“三礼”而成，更能
体现我的学术水平，2008年，我准
备申报国家精品课。真是无巧不
成书，那年5月，教育部对全国高校
实施教学评估，以杨叔子院士为组
长的专家组一行二十余人进驻清
华，当天下午，在清华主楼后厅召
开全校教授与干部大会，介绍工作
方式与注意事项等。所有专家组
成员都要下去听课，由抽签确定所
听课程。我想，若能请杨先生亲自
听我一堂课，即使评不上精品课
我亦心甘。

不少青年教师害怕被抽中，而
我则唯恐失去这次机会。为此，散
会后我候在会议厅门口。杨先生
出门后我上前打招呼，他停下脚
步，微笑着问我：“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后天晚上我正好有一门课，
想请您到教室里指导，不知道有没
有这个荣幸？”杨先生微微歪着脑
袋、略带调皮的表情说：“我这次来
清华，就是想听你的课。”听闻此
言，我真是高兴无比。

我那天要讲的课的主题是：
《仪礼》记载的“乡射礼”。射箭
比赛的缘起，国际奥组委下属国
际箭联的章程说，是由英国贵族在
16世纪所发明。殊不知中国早在
公元前 8 世纪就已盛行乡射、大
射、燕射等各种名目的比赛，将比
射与礼仪融合为一，称为“文射”，
以此涵养君子之德，展现君子风
范，人文内涵极其丰富。

上课那天，杨先生与他的助
手余东升老师早早到场。余老师

对我说：“今天的课，杨先生只能
听前半节，因为评估组每天晚上
都要碰头，汇总当天调研的信
息。”清华的课以85分钟为一大
节，前后各一小节，都是 40 分
钟，中间有5分钟休息。我顿时觉
得很失落，因为这堂课的前半段
属于背景铺垫，后半段才是我的
研究心得之所在。如果只听前半
部分，则等于没听。奈何？我紧
急决定，调整课程节奏，压缩前
半段的内容，尽量将后程内容提
前，并从容发挥，激发杨先生的
兴趣，力争使他不忍离去。

教室有280个座位，我请杨先
生前排就座，杨先生不同意，执意
坐在最后几排靠右边的座位。为
了避免学生紧张，我没有把教育部
专家组组长就在我们教室听课的
消息告诉大家，我希望能让杨先生
看到我日常的教学。

我那天的开场白比较“抓
人”：“同学们！北京奥运不到一
百天就要开幕了，我想问大家：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只见学生们面面相觑：“我们
又不是奥组委的，我们准备什么？”

我接着说：“如果我是一名外
国记者，一定会到清华大学来采
访，因为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
一。我会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一、

中国是文明古国，那么中国古代有
体育吗？二、如果有体育，那么有
体育精神吗？三、如果有体育精
神，请问，它与古希腊奥运会的体
育精神相比，孰优孰劣？”

学生听完全傻了，没人考虑
过这些问题。于是，我缓缓地
说：“今天这堂课，我试图来回答
这三个问题。”这时，全场学生的
注意力全被我调动起来，都想听
我的答案。我朝教室后方望去，
杨先生端端正正地坐着，眼镜的
镜片泛着亮光，我想，他一定也
想听我的答案。

我从卜辞、金文记载的射箭
讲起，讲到周代礼乐文明，再导
入乡射礼的过程与内涵，步步深
入。第一小节的下课铃声响了，
作为评估组的秘书，余东升老师
起身离场，而杨先生安坐不动，
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为了保证
课堂气场的连贯，我课间没有休
息，一口气讲到下课铃响，自我
感觉不错，学生掌声热烈至极，
杨先生也鼓掌。至此，我才告诉
学生们：“教育部评估组组长杨叔
子院士今天亲临听课！”学生大为
惊喜。我请杨先生对当天的教学
过程批评指导。杨先生站起来朝
学生们拱了拱手，没有说话，随
即离场。次日上午，清华校办的一

位老师给我来电话，说当晚杨先生
听完课回到专家组讨论的会议室，
对我赞不绝口，说：“这个彭林，居
然把一个古代体育专题讲得这么
精彩！”专家组结束在清华的评估
后，转场东南大学，不料，东南大学
又有校部机关的朋友告诉我：“杨
先生到我们这里提到你的课，评价
很高啊！”这令我非常感动，这是我
一生中唯一一堂有中科院院士的
专家在场、端坐听完全程的课，弥
足珍贵、毕生难忘。此年秋，我的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经杨先生主
持的评委会投票，入选国家精品
课，我未私托，杨先生亦无私
诺，干干净净，令人欣慰。

此后，杨先生几次邀请我到
华工的大讲堂作讲演，每次，他
都会亲自到酒店看望，问长问
短，令人倍觉温暖。其中一次，
适逢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
育指导委员会在华工开会，杨先
生特意安排我晚上到校内的爱因
斯坦广场作讲演，说是学生在宿
舍开着窗就可以听到，影响会更
大。承杨先生厚爱，这成为我此
生唯一作过的一场露天讲演。

杨先生一生培养的博士逾百
位，他要求每位学生都要背《老
子》、读《论语》，在文化上传承
中华文明的衣钵。我看网络报
道，在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上，弟子送的花圈，在离杨先生
灵柩最近处摆成一长列，下款一
律写着“学生 某某”，犹如一排
树木，肃然而壮观。我不由得想
起《山海经》里“与日逐走”的
夸父，这是一位敢于与太阳赛跑
的史诗级的英雄，夸父渴极，饮
干了河、渭，又北饮大泽，最后
还是道渴而死。夸父“弃其杖，
化为邓林”，他留下的手杖，化为
郁郁葱葱的树林。杨先生的一生
堪与夸父相比，他遗下的手杖，
不亦化作了这一片“邓林”？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
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任
教授）

杨叔子院士到我教室听课
彭林

他的世界黑白分明。
白粉笔在黑板身上安静走

路，一笔一画不敢造次，一数字
一符号天机暗藏，凸起的理路背
后是沉静而生气勃勃的手指，是
专注而深情脉脉的眼眸，是连通
天地俯仰古今的胸襟。他平行于
黑板，黑板垂直于地面，这是数
学的世界，直角和顶点之外，亦
有柔软，亦有留白，亦有审美的
意味。

他在高二空降，接管一个号称
快班、成绩垫底的班级。前任班主
任家事繁冗，班级管理失控。他一
到来，先是阻止足球的飞动。班长
整日带着一群男生追着一只足球
跑，扬起的沙尘隐没了少年的初
心。有一天，足球穿破窗户，飞过
我的饭盒，又从另一扇窗户飞了出
去，伴着“砰”的一声巨响，我就着
饭里的灰尘吃了下去。这只足球被他生生接
住，班长在众目睽睽下垂头检讨。所有的躁动
都被压平，他走过的地方温度骤降。期末分数
像秋后的庄稼，长势喜人。

毕业会考来临。我们刚在慈祥的化学老
师那里沐浴过春风，他就冲了进来，下了一
场愤怒的雨，末了，报了一串“不得好死”
的名字，我也是其中之一。他转身，比来时
更快地冲了出去，一室死寂，没有人从自己
的座位上站起来，我咬紧牙关把尿憋了回
去。后来，我却被他狠狠地表扬了，数学考
试我比那些所谓的聪明人、尖子生都好，我
不平衡的心被他抚平了。我偷偷地看他的背
影，脑袋圆，身材方，头发黑浓，一根一根
直竖着，毫不妥协，爱憎分明。

他的世界不止于黑白。
我进了文科班，莫名其妙地成了他的科

代表。我总是趁他不在时去拿同学们的作业
本，因为害怕还常常忘记拿，害得他自己送过
来，却毫无生气的意思。我报考师范，提前录
取，他说真没想到，惋惜像一层厚厚的油发出
苍白的光。我是从他班里出去的人，又是以
班里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文科班的，我确实辜
负了他的厚望。我毕业后回到母校做班主
任，他把好友的孩子放在我班上，相信我带到
高三会耕出丰饶。后来，受困于失眠和无法
调适的心理状态，我主动离开了班主任岗位，
这似乎还拖累了他。我，普通家庭的孩子，毫
无出色之处，老实本分，甚至有点儿呆傻，却
得到了他一视同仁的对待，领受了他慷慨无
私的爱。

他的软笔书法很好，油
画更是出名。退居二线的他
安于画室，寄情斑斓，快意
于黑白之外的大千世界。总
是想起他的粉笔字，匀称，
俊秀，转折和收尾特别用

力，英气外溢，好像士兵庄重
的致敬，又似将军铿锵的手
势，甚至带出侠客掠身上马、
长衣翻飞的意气，宣示着什
么，含蓄着什么。书画交融的
乾坤，自有一股风流。

他的世界仿佛还有杂色，
斑驳迷离。

他退居二线，众说纷纭，
真假难辨，唯一的真实是，他
从云上落到地上，退出了数学世
界。多年以来，我的耳边流言不
断，而我再也没有看到他，偶尔
去他所在的学校监考改卷，他仿
佛消失在人群中。有一次好像
看到他的影子，我却不敢走上
前，恭敬地叫一声，许老师。虽
然我的心里是叫了无数次的。

我承认，我的心里是有想法
的。虽然我们都有一颗追求不

凡的心，我们却有一对浅尝辄止的耳朵。耳
朵里进了水，就会陷于糊涂的境地。耳朵是
最软的，轻易缴械，毫无原则。天生的劣根性
使我们堵塞昏昧，喑哑失声，犯下大错而不自
知，背弃善良而不自省。没有眼睛，或许更能
洞察，没有耳朵，或许更能分辨。

幸好，我做了老师，有了亲历亲证的机
会。经过我人生的所有老师，和我一起创造
了丰富的生命故事。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予我独特的关怀，无
论他们遭遇什么，他们最终都以清水洗尘、清
泉漱心的人格魅力浸润了我的身心。也许他
们曾经陷于人世的污浊和人性的沼泽而难以
自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驻足回首，仰
望缅怀。当他们因人性的弱点或无常的天意
而在世人面前呈现窘态乃至委琐时，我却觉
得这才是生活的全部真义。他们丰富这个世
界的存在，提醒我人类自身的残缺，修正我
看待世界的角度，因此更加宽纳和理性，并
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愈加清明和坚定。

眺望世界，能够留下背影的人越来越
少。因为天上的星光越来越黯淡，也因为人
们心中的光芒越来越模糊。而我的心中铭记
了那么多的背影，他们黑色的影子渐渐融入
时空深处，最终变成一束光。所有远逝的人
蛰伏在隐秘的时空深处，以黑夜才能听懂的
声音召唤我们的灵魂回家。

他们的世界是水晶球，投射万物，折射
光芒，斑斓不可方物，深沉有如神谕。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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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使命任务，并首次把教育、科
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部
署，极具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的新起点，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如何为
党和国家培养更多高层次国际化人
才？如何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为了深入回答上述问题，2023年3
月25日—2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
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主办，北京大学
协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单位
承办的“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
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

知行合一，行稳致远。
2000余位高等外语教育界专家学

者莅临会场、16万名高等外语教育工
作者云端参会。同行们凝心聚力，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共探外语教
育现代化建设新路径，共绘外语教育
高质量发展新华章。

发挥强国建设的北外作为

“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教育强
国，外语何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杨丹在开幕致辞中开宗明义，提出关
键问题，引发与会者的思考。

通过分享北外在创新高等外语教
育、助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探
索，杨丹提出三个主要观点：

一是重构外语类高校的学科格
局，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秉持
“基于外语，超越外语”的思路，探索
将原有的语言学、文学、翻译、比较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
五大领域整合为全球语言、全球文
化、全球治理三大方向，由此形成北
外学科发展的总体布局。

杨丹介绍，面对“两个大局”和
国家的迫切需要，学校将区域国别、
国际传播、国际组织三个重要领域作
为新的战略增长点，以此构建学科发
展的战略布局。

“国际传播应该有助于形成世界的
中国观，让世界真正地认识当代的中
国。国际组织不只要扩大在其中的影
响力，还应该服务于未来的全球化构
建，进而发挥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作
用。三个领域的协同有利于重塑中国

的世界观、世界的中国观和未来的全
球观。”杨丹说。

二是推进语言和科技交叉融合，
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信息革命急速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也改变着教学和学习的样态，自
然也会对语言产生深刻的影响。”杨丹
介绍，近年来，北外成立人工智能与
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正致力建设全
球语言服务平台，将语言教育、语言
研究、语言保护、语言服务集于一
体，用平台化的方式实现信息对称、
供需对接，为语言智能提供坚实支撑。

“北外主管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是当前国内数字化程度相当高的
出版社之一。”杨丹透露，为推进语言
和科技的交叉融合，外研社已投入
500多人参与数字化转型工作，在数
字化和国际化尤其是“双向国际化”
上持续发力。

三是重构全球育人体系，服务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2020年，北外发布的“2050全球
战略”曾引发各方广泛关注。“实际上，
我们的目标是把各国作为课堂，把全球
作为校园，建设全球战略实施的支撑
系统。”杨丹号召外语类高校加强协同
协作，共同解决在区域国别、国际传
播、国际组织领域面临的问题，尤其
是协同拓展加深加大全球覆盖的广度、
长期研究的深度、学科融合的强度、
需求响应的速度、交叉印证的精度。

“教育强国，外语大有可为。”杨丹
表示，北外始终与学界保持深度连接，
推动政产学研用合作，组织成立全球外
语类高校联盟、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

体、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等一系列平
台，本次的高端论坛也是其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以此为行业发展提供助力。

用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

“当中国成为世界舆论场上不可忽
视的重要力量，如何把中国故事讲得
入耳、入脑、入心？当中国国际传播
力骤升，与之相应，我们需要什么样
的外语人才来加强国际传播队伍建
设？”这是长期萦绕在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英语频道资深主持人、记者
刘欣脑海中的问题。作为本次论坛的
主旨报告嘉宾，她结合个人经历向与
会者讲述了她对中国国际传播的理
解，以及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案例。

在论坛主旨报告嘉宾、北京大学
副校长宁琦看来，改变世界眼中“他
塑”的中国，由中国自己言说中国，
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已经上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
应有之义，更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
责。”宁琦非常关注理解中华文化及其
世界意义并参与国际传播的能力素养。

她呼吁，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外语教育工作者应当肩负起语言和文
化的责任担当，从过去单纯的“翻译
世界”转向“翻译世界”与“翻译中

国”并重，从“让中国了解世界”转
向“让世界了解中国”，主动向世界自
述全面真实的中国。

本次论坛启动了 2023 年“外研
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
学生外语能力大赛，并正式发布大赛
英语演讲赛项的定题演讲题目：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介
绍，大赛旨在进一步做好“三进”工
作，推动“理解当代中国”课程建设和
教学创新，培养更多能够用外语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高层次外语
人才，助力国家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孙有中透露，本次大赛基于“外
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写
作、阅读大赛21年的办赛经验，并将
在语种数量、考查能力、大赛规模等
三方面进行“升级”。

孙有中表示，大赛是高等外语教
育领域推进课程思政和新文科建设的
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高校外语类专
业和大学外语教学改革，促进教师教
学创新，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代中
国，讲好当代中国故事。

数字赋能中华文化传播力

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向世界言
说中国，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培养大学
生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力上。

论坛主旨报告嘉宾、北京外国语
大学教授文秋芳和与会者分享了在外
语教育目标中增加“培养大学生中华

文化传播能力”指标的新动向，以适
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大学英语教材不等于中国文化教
材，中华文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
文化，传播中华文化不等于强调与外
国文化的差异。”文秋芳通过解释国家
文化传播能力与个体文化传播能力的
区别，说明大学外语课程强调培养大
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的必要性，又
进一步解析了大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
力的构成要素。

大学外语教材如何实现新目标？
文秋芳以外研社出版的《新一代大学
英语视听说教程》及《新标准大学英
语（第三版）》为例，说明教材要充
分考虑国家对国际化人才“走向世
界”的要求，在选材及练习设计的各
个方面均适度体现中外文化的双向交
流，传授文化知识，培养文化意识，
提升学生对中国立场及价值观的理解
与认识，增强文化自信、价值观自
信，帮助学生更好地在世界舞台上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跨
文化交际中更有效地表明中国立场，
探讨中外差异，做好中外沟通。

论坛主旨报告嘉宾、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副校长王泉提出，以“六新”
建设为抓手，构建教、学、管、环、
评新型数字化支撑体系，推进外语教
育数字化转型。

“技术从来都是赋能教育，而不能独
立承担教育的任务。”针对近期公众特别
感兴趣的ChatGPT给教育带来的冲击，
王泉表示，技术确实可以优化人才培养
的过程、提升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但
就目前而言，不可能完全替代教育。

“从宏观层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
略，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要
求之一。‘十四五’期间，外研社最重
要的转型方向就是数字化发展。”在外
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外研社社
长王芳看来，了解当前中国高等教育
外语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趋势，将有
助于各院校外语教育工作者更加深入
地开展工作。

除了主旨报告，本次论坛还设有
8场专题论坛，探讨构建高质量外语
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实践路径；2场
前沿论坛，探讨外语类专业与大学外
语课程体系创新路径与育人方略，为
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外语人
才贡献智慧与力量。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指委和大
学外语教指委于论坛期间组织召开了
2023年工作会议；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教指委组织举办了“外语类专业课
程思政教学研讨”特邀论坛，为高等
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

外研社在论坛期间举办了《新视野
大学英语》（第四版）、《新标准大学英
语》（第三版）发布会，《现代大学英
语》（第三版）专题活动，“国才考试”
校企对话专题活动，“UNIPUS之夜”专
题活动，传递先进教学理念，探讨数
字变革与产教融合，开拓外语教育现代
化发展新路径。外研社“教学之星”
大赛发布2023年赛题——“外语教材
的有效使用——数字赋能 创新育人”。

“数字化对于全社会、全行业已经
不再是趋势而是定势，是未来外研社保
持领先优势的重要砝码。”王芳坚定地
说。 （李鸿飞 田文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