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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之趣
吴冠中水墨画《双燕》中，双飞的

燕子低掠过黑色线条画就的屋檐，屋檐
下白墙垂挂下来，倒映在明镜般的水面
上。《双燕》 的主体是江南水乡黑白世
界的想象，黑色的门窗、黑色的飞檐，
点缀在大片的白墙上，宁静的空间和飞
动的燕子，组成了吴冠中魂牵梦绕的故
乡场景。《双燕》完成于1981年的一次
江南偶遇，在此前一年完成的素描写生
《宁波水乡》（1980）中，与《双燕》中
类似的建筑图案占据了整幅绘画的一
半，另一半则是勾满了水波纹的村镇水
道，倒映在水中的垂柳也变成无数弯曲
的线，犹如梦幻中飞旋的印象。如果说
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为我们留下了古典江南色彩旖
旎的想象形式的话，那么吴冠中的江南
黑白则以素雅之美重构了我们今天对江
南的记忆。江南在吴冠中心中是对故乡
的依恋；对普通人而言，江南是平铺的
黑白，是宣纸上的墨色点染，是无限的
美好在心中升腾飞旋。

这就是大学美育“文心涵濡”所追
求的文心之趣，它将一切审美体验转换
为情感符号，符号的具象或抽象映射着
人们的现实时空。文心所求第一者当然
为真，审美是对世界的认知形式，对真
理的追求是美育永恒的主题；文心所求
第二者自然为善，艺术的道德维度是艺
术之为艺术的现实根基，它永远要发现
人心深处的良善所在，将道德律令视为
天然职责。然而美育之为美育的根本还
当在“趣”，在对艺术感性形式的直觉
体验中，品味生命与世界本身的况味，
如王一川先生所说：“人生在世，应当
善于从文心的激荡中体会身心的愉快和
满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领略人生的丰
厚滋味。”这文心之趣，在艺术家那里
是发现的趣味、创作的趣味。所谓创作
的趣味未见得是一种愉悦的经历，很可
能还是个体感受的甘苦，犹如吴冠中自
己对绘事的感悟。而对欣赏者来说，这
人生之趣，就是对美的世界的直觉体
验，是对自我内心深处一直潜藏的“文
心”的再发现，如南朝刘勰所说：“登
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
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大学美育就是这样一场以文绘心的
旅行，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入人的内
心，濡染人的身体与精神。一边是我们
在现实世界中与美的世界相邂逅的经
历，另一边则是现实世界在我们的内心
刻下它的多重印记。这种生命与世界的
双向体验过程，就是重构人们心灵的过
程。辛弃疾晚年所作《贺新郎·甚矣吾

衰矣》中有一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
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人本是写平生交游
至晚年清苦，寥落心境交织着孤寂狂傲，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却在无意中点破了美的世界和人心之间
的关系：既然我眼中的青山是如此秀丽美
好，那么青山眼中的我也应如是吧！这是
辛弃疾对美的猜测，蕴藉着他晚年的生命
感悟。词人的身体在青山中游走，青山
的形象纷至沓来，进入词人的内心，两者
的相遇共构一场文心的盛会。

《论语·子罕》中有一句“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于这段话，
史学家钱穆解释说，“年逝不停，如川流之
长往。”钱穆以为孔子此言可能是他晚年
所讲，“身不用，道不行，岁月如流，迟暮伤
逝，盖伤道也”。孔子与河水相遇，看到水
流如斯，不舍昼夜，感慨岁月流逝，而自己
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实现，一切如水一般，
无可奈何，充满了对世事的感伤。这是一
种解法。还有一种解法是，时间如流水一
般飞逝，天运不已，水流不息，物生不穷，
昼夜往复，往过无息。君子当以此法之，
自强不息。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感慨中，还
有一种积极奋进的价值取向。水之浩荡，
宇宙之无穷，尽管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
却也可以激荡人的心胸，让人以开阔的胸
襟去应对世事变迁。大学美育中文心与
世界的相遇，不仅要激发出人与世界美好
的一面，还要激荡人的精神追求，让人有
勇气有信心面对世界变迁。

涵濡心灵
大学美育“文心涵濡”的目的还在于

通过审美和信仰的交融，塑造现代中国

人的价值信念。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
中，孙少平在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妹妹孙
兰香的信中写道：“我感到，人的一生总
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也有人终生不
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
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道路。”在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尽管遍体鳞
伤，却依然没有放弃人生理想，他会自嘲
自己的“苦难哲学”，却始终坚守这个哲
学。读完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
的《白轮船》后，他情不自禁地在田晓霞
面前吟诵书中的那首古歌：“有没有比你
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
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
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
志，爱耐塞。”河流、土地的宽阔亲切还有
苦难的深重，养育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从
成长的空间到成长中的人，是内在心灵
支撑着个体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大学美
育就是要在现代世界中，以涵濡的方式
滋养人的内在精神，培养人的生命韧性。

王一川先生以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重构当代中国人的心
灵世界，美育的“文心涵濡”就是实现这
场心灵之旅的重要方式。所谓以文绘心
就是通过对感性形象的体验激发健全人
格的养成，形成一种内在精神的充实之
美。这“充实”之美来自《孟子·尽心下》
中的观点：“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
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著
名批评家李长之以为孟子此言极好地体
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全审美人格的内
涵，其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孔子深深沉
浸于一种审美的生活中，他喜欢音乐，在

齐闻《韶》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他熟悉音
乐，对音乐的演奏过程有着真切深刻的体
悟；他陶醉于音乐，当别人唱得好听时，他
可以和人一起再唱一遍；他热爱音乐，甚至
把自己的生命理想想象为一个充满音乐的
世界。著名的《侍坐篇》中，孔子说他赞同
曾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
向，与好友一起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感受
春风拂面，在歌声中与好友携手而还的生
活，就是他的理想。这理想是高度诗意化
的、艺术化的、审美化的；这就是人格充实
之美的生活形式。李长之以为孔子一生经
历坎坷，但这经历却孕育了一种伟大的人
格，“一个人的性格的完成就像一件伟大的
艺术品的完成一样，是几经奋斗，几经失
败，最后才终底于成的。孔子以一个古典
精神的大师，其最后成就者如此其崇高完
美，是无足怪的”。

大学美育的“文心涵濡”就是要在对人
心灵的塑造中，成就人的艺术化的人格精
神和现实生活，如蔡元培1927年在总结推
行大学美育的初衷时所说：“美育之实施，
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
识，而普及于社会。”培养专门人才是现代
教育的基本目标，但大学美育要超越这种
专门性，它要“普及于社会”，将人格塑造视
为教育的最终完成。在蔡元培看来，所谓
人格，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人格也并
非个体的简单构成，而是“吾人在社会中之
品格”。对于此，王一川先生以为，现代人
的艺术人格应有如下特征：面对外来文化，
应该胸襟开阔，兼容并包；面对古典传统，
应当吸收传承，激活其中的积极价值；面对
世界，应当差异中寻求和谐相处，倡导美美
与共；面对自我，应当返璞归真，自然真
切。如此，大学美育所追求的人格的健全，
方构成完整的层次结构。

百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
教”，以期成就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格，“纯
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
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
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
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百年来，以蔡
元培为代表的诸多学人点燃的这场美育薪
火正转变为历史的进程。王一川先生以为
中国现代审美心灵应当是一种包容自强的
艺术心灵，它赓续古典审美心灵的开放自
信，立足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向世
界，海纳百川，和而不同；这正是大学美育

“人文涵濡”观在当下中国的价值所在。这
种对人心的锤炼史，就是民族之心的养成
史，是中华民族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中
能够自强自信的根基之一。

（作者单位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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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美
说起汪曾祺的师承，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沈从文，这个自
然是不错的。应该说，汪曾祺
是沈先生衣钵的最好继承者。
最近阅读汪曾祺作品才知道，
作为老师，对汪曾祺同样产生
深远影响的还有一个人，却很
少被人提起，他就是汪曾祺小
学五年级和初中的国文老师高
北溟先生。

在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中，
汪曾祺一再提到高北溟先生。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
先生。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
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
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
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
代表作。（《岁月钟声》）

回顾自己“怎样写起小说
来的”，首先想起的也是高老
师：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
级，“我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
溟先生。为了纪念他，我的小
说《徙》里直接用了高先生的名
字。他的为人、学问和教学的
方法也就像我的小说里所写的
那样。”（《两栖杂述》）

在汪曾祺的求学生涯中，
是高先生最早发现了他的写作
才华并进行了最初的开掘。在
一个孩子白纸般的生命履历
中，最初写下的几笔，将会永远
印刻在他的记忆中，某种程度
上确定了他一生修为的方向。

《徙》是汪曾祺自己最看重
的小说之一，他在文字中提到
的次数之多，绝不亚于为他博
得大名的《受戒》与《大淖记
事》。小说是以高先生为原型
创作的。当然，小说是虚构的
艺术，自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
实。但从他那些回忆性的文章
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二者之间
的高度吻合。汪曾祺说：“我写
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
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菰
蒲深处·自序》）由此庶几可以
触摸高先生的行状。

除了学业上的指导之外，
作为一名教师，他激发了汪曾
祺的志向与抱负。高先生没有
留下著作，我们今天能见到的
只有两处文字：一是他写在门上的对联——辛夸高峙桂，未徙
北溟鹏；二是他为学校写的校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汪曾祺曾写道：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
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这
是这首歌的立意所在，点睛之笔……像是少年对自己的勖勉，
同时又像是学校老师对教了六年的学生的嘱咐。一种遗憾、
悲哀而酸苦的嘱咐。

抗战爆发，汪曾祺远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应该与此紧密
相关。当然，能够考上西南联大，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
汪曾祺说，接受过高先生教育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
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
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

那么高先生的国文教学是怎样的状态呢？概括说来，无
非是给孩子们指明了读写的路径。

关于“读”，汪曾祺写道：“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
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
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想
起10年前陈日亮老师的那本书——《我即语文》，不觉莞尔，
原来真正的语文教师都需要有这样的底气。

此外，高先生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高
先生集中讲过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讲《卖炭翁》《新
丰折臂翁》，就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到归
有光，就在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
志》都讲了。讲郑板桥的《潍县署中寄弟墨》，便把郑板桥
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给学生。
这种专题式的教学，把课内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大大
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受益匪浅。

《徙》写于1981年，距离汪曾祺读书时代已经有40多年
了，小说写得如此细腻具体，可见这样的印象刻骨铭心。汪曾
祺感叹：“高先生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
少见。”还不仅仅如此，在中学这段时间的学习中，高先生的文
学趣味和审美喜好甚至奠定了汪曾祺一生的写作基调。有人
问晚年的汪曾祺曾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他说：“古人里是归
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
和阿索林。”他说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真
正做到“无意为文”，写得像家常话似的。他的创作接近现代
创作方法，最有现代味儿。（汪曾祺《谈风格》）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带着他的《受戒》《异秉》《大
淖记事》《岁寒三友》迤逦而来，这种温情写作，就像一股
清流，一下子激荡了那个观念正确艺术粗粝的文坛。汪曾祺
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强调“人道主义”，其实是对

“五四”价值观的呼应。在这一点上，汪曾祺找到了与归有
光、胡适、高北溟的共鸣处，也找到了新旧文化的契合点。
而这一切，皆肇始于高北溟先生的中学课堂。

高先生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目的，是把文
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
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
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
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驶船，
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
只在磨道里转。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连汪曾祺也
离开这个世界20多年了，还有多少人记得高北溟先生呢？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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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文明
的脚步从未停止。文明的标志是什么？
一是城市，二是文字，三是青铜器。汉
字，正是中华文明不间断发展最有力的
见证。而汉字“小时候”的“模样”，是
在豫北重镇——河南安阳西北小屯的殷
墟遗址发现，并被考证为华夏文明最早
使用的文字——甲骨文。

迄今为止，甲骨片已出土约 15万片，
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经
济、军事等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的两片

为《四方雨》《四方受年》，分别刻在用来占
卜的牛甲骨上，词曰：“今日雨，其自西来
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
来雨？”“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中土受
年？吉。”这两片甲骨上刻写的内容，清晰
地记载了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对美好丰年
的预测与判断，集中体现了先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之情。

2019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写
道：“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
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
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
更好传承发展。”研究甲骨文，识读甲骨
文，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传承
与发展。热爱汉字，传承母语是教育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安阳古称相州，又名彰德府，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的中心之一。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先后有曹魏、后赵、冉
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朝在洹水两岸建
都。“一片甲骨惊天下”“三千年前是帝都”
是当代甲骨文研究大学问家郭沫若先生
对安阳历史文化的肯定与赞美。

文峰区是安阳市核心城区，有着丰
富的教育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高新
区第三小学、光华中学为河南省第一批
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北门西小学、三
官庙小学、第二十中学为河南省第二批
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三官庙小学、北
门西小学、高新区实验小学、安阳市第
一实验小学、安阳市二十中、安阳市五
中、安阳市八中为安阳市甲骨文教育特
色学校，这为文峰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打造甲骨文化进校园区域教育特
色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甲骨文化进校园，让学生从小认识人
类“小时候”“早时候”的文字，让甲骨文化

从小植根于孩子心中，让中小学生从小种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对于传承和发展
甲骨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近年来，文峰区教育局为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精神，不断加快“甲骨文化进校园”
在文峰区的整体推进。

开展甲骨文教学师资核心团队培训，举
办甲骨文专题讲座、开办甲骨文主题论坛。
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教师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甲
骨文知识，而且加深了对家乡文化的感情，对
推动甲骨文化传承发展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举办了两届文峰区中小学生师生甲骨文
书法大赛。成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甲骨文化
进校园专家工作室，各甲骨文特色校申报了
省市级甲骨文化进校园专项课题，安阳市第
八中学开展学生仿刻甲骨文活动，安阳市光
华中学编写《甲骨文故事》，安阳市三官庙小
学开发“魅力甲骨”校本课程，安阳高新区三
小（安阳市甲骨文小学）编写《汉字小时候》校
本课程教材……

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指导下开展甲骨文化
进校园示范校评选活动。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甲骨文化进校园专家工作室多位学者的指导下，
文峰区教研室正在组织编写面向幼儿园、小学、
初中三个学段的系列甲骨文化进校园特色课程。

甲骨文化，正从远古走来，并向世界走
去。溯源母语，探寻文化，甲骨文化进校园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成
为校园文化建设的独特风景。

溯源母语 探寻文化
——甲骨文化走进河南安阳校园

柳文生 卢全军

⦾校园风景

学生在石头上写甲骨文学生在石头上写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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