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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叫“桃花源”？当我尝试
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顿时有种
晕眩之感——因为这问题所要的答
案不是将桃源阐释为理想国或乌托
邦，而是直指它本身的语义。

这是从未质疑过的，因此一抓
住它就放不下来。拿出《桃花源记》
及《桃花源诗》，看过几遍，却发现除

“忽逢桃花林”一句，“林尽水源”一
句，便再无字句提到“桃”“花”“源”
三字；更何况“桃花”与“源”本是分
开的，又何以不讲理地将它们凑至
一处？语义上似乎也不通，“桃花
源”单纯解释起来应为“桃花的源
头”，那岂不是指“桃树”吗？后来的
东坡先生他们又为什么笃定地认为

“桃花源”即是武陵人所无意中撞入

之地？如果说“桃花源”在文中的指
涉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那“桃花源”
本身的词义呢？我逐渐慌乱起来，好像
转入语言的死胡同。

所幸这拼凑出来的词语在别处
也见过，正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琵
琶语”一词——它的“来源”倒好找，
就在前头“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
语重唧唧“一句。“琵琶”是所弹之“琵
琶曲”，“语”是自叙身世之语，这词本
身大概也解释不了，但给人的感觉是
清晰的，无须用言语再说明。

“琵琶语”——“桃花源”。至此，
所谓“桃花源”也差不多理解了：这是
一种造词，既不同于毛姆的“月亮与
六便士”，也不同于吴思先生的“潜规
则”。因为它而产生的词语自然而然
契合文法，在初见时便是“不隔”，给
人以一种安心之感。

于是我又跟先前一样，毫无疑惑
地对“桃花源”满心信任。

二

相隔十年的访学，从
温哥华到波士顿……
一些字句从我眼前
流过，它们带着浓
厚的人文气息从
《北美学踪：从温
哥华到波士顿》
（上海书店出版
社，2022）一书
中走出，却在
无意中又一次
动 摇 了 我 对

“桃花源”的信任。
作者从国内至国外，相继来到

UBC圣约翰学院、哈佛大学等学
校，记下无数学人风范。抛开本书
的主要内容略去不谈，我所关注的
是作者以其笔触恰好为我们呈现了
一个“桃花源”似的区域，而这桃
源般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国
内而言的——也就是说作者实际上
是向外找到桃源的，这就让人有所
联想了。

《桃花源记》全文并没有提到
“桃花源”的相对位置。从武陵人
“忽逢桃花林”开始，似乎就给人以
一种“不断深入”的感觉；最后武陵
人也是“既出，得其船”。所以总体
上看这是由外到里再到外的过程，
但真的是如此吗？文中虽说讲到

“便舍船，从口入”以及后面的“此中
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但谁
又能说桃源在内呢？

一直以来，人们寻找桃花源都
是平行式的，即从一个地方出发，然
后找到另一个自认为是桃源的地
方，而此处桃源与自己原来所处之
地在空间上是平等的，无高低之分；
抑或是纵深式的，即向内寻，在大山
深处，或是某个不知名的村庄里。
这两种存在的方式已然是公认的可
行。但有没有可能，桃源既不在平
行平等的某处也不在内部，而是在
外面？就像《北美学踪》的作者唐小
兵自国内到国外，武陵人很可能也
是抵达了外部：那座山的“小口”，连
接的的确是内与外，不过武陵在内，

桃源在外。自认为向内走的武陵人
实际上走到了外界，“一朝敞神界”，
这是一种崭新的思路，平时人们说

“世外桃源”，但恐怕心底还是否定
这种虚无缥缈的可能。

假若桃源在外，南阳高士刘子骥
四处苦寻不过是在内里打转，自然是

“无果”；人们同样相信桃源在内，却
不知道是自己困在了“里面”，而桃源
则悠然地漂浮在外。都说“山外有
山”，世人却径直向“山中”走去，也无
怪“桃源”只有武陵人碰见了。

以上所想，大概不合陶公本意，只
是一种“误解”，但这误解倒也有趣。
在思考的过程中走新的路，并没有原
先想的困难。“桃源”纵使真在世外，也
非我所能寻得的，到头来还是得向内
寻，向平行处找。可见“莫向外求”这
话是有理的，与其求他，不如自求。

又一次发生了与“桃花源”的信
任危机，所幸安然度过。或许，我离
桃源又近了点儿。

（备忘：上述两部分文字，实际是
第二部分文字涉及的思考发生在前，
不过记录时还是把它放在后面了。
两次思考，从结果上来看都是“原地
打转”，第一部分文字是解了疑惑，第
二部分文字是思考所得的结果站不
住脚，于是都转向原点——“不惑”，
即对桃花源充满信任。无论是对“桃
花源”的解释，还是对“桃花源”相对
位置的探寻，都似竹篮打水，但思考
因为没有水流的轻快，或许在竹篮上
留下了一点儿痕迹。）

（作者系温州龙湾中学高一学生）

或许，我离桃源又近了点儿
张禾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规定的名著
阅读共九部，《红星照耀中国》是
其中唯一一部红色经典，也是唯一
一部纪实文学。学科德育落实，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
的存在，是学科德育最优化落实的
理想范本。

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中国红
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毛泽
东为什么会成为一代伟人？……这
些都是《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议
题，然而真正使学生能够从懵懂到
熟悉，从景仰到行动，莫过于以这些
核心议题为载体，从伟人成长这个
独特角度，将伟人的成长历程引入
到学生的生活中来，从而有效地对
学生生命成长产生独特的影响力。

书中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
龙、彭德怀等一组历史伟人群像，而
毛泽东是最崇高的一个，不但是书
中最崇高的一个，也是中共党史和
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伟大最独特
的一个。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生命成
长历程，今天的中学生能学习借鉴
吗？回答是肯定的。

毛泽东是怎样成长为一代伟人
的？今天的中学生对这一核心议题
尤其感兴趣，尤其充满好奇与探
究。引导初中学生以《红星照耀中
国》为核心读本，然后辅之以《毛泽
东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书籍，
对伟人成长展开学术和实践研究，
把语文学科德育推向深入，以期让
学生联系自身，对照伟人成长经历，
探究伟人成长的心路历程，为自己
未来走出不平凡人生奠基。

用毛泽东“热心于体育
锻炼”的精神，激发学生强
身健体习惯的养成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毛泽东，
和现实中的毛泽东一样，特别“热心
于体育锻炼”。我让学生以此为点，
整理出毛泽东体育锻炼的论述和个
人实践。比如，少年毛泽东徒步“穿
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的经
历，一下子拉近了历史伟人与当代
学生的距离。尤其是毛泽东的“雨
浴”“风浴”“日光浴”习惯着实让今
天的学生大开眼界——原来毛泽东
的体育锻炼讲究层次、讲究境界。

课堂讨论是最热烈的环节。学
生在课上畅谈自己热爱锻炼和不爱
锻炼的理由，针对不爱体育的同学，
有学生找出青年毛泽东曾经发表在
《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读给大
家听，把不爱体育锻炼的第一条理
由重申三遍：“无自觉心也”。有学
生甚至把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一
个片段讲给同学们听。在陈独秀一
次公开演讲中谈到的“当代青年的

六大标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
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
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
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热情
洋溢的毛泽东竟增加了一条——

“健壮的而非体弱的”。毛泽东认
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无有不
成，这才是中国的新青年。这样的
课堂，学生视野确实开阔了。最重
要的是，从学生此后的日记和作文
中可以看出，不少学生在体育锻炼
这个问题上能很好地知行合一，由
不愿锻炼到自觉锻炼。我自己也是
一个热爱锻炼的人，我将自己的锻
炼心得和一直洗冷水浴的习惯也借
机分享给学生，并告诉学生一个道
理，人生在世，要把有意思的事做得
有意义，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
思。我特意告诉学生：老师也是毛
泽东的“超级粉丝”，我自己的锻炼
自觉，与读过的《红星照耀中国》密
切相关。

用毛泽东“博览群书”
的终身实践，激发学生读书
习惯的养成

一生热爱读书，是毛泽东辉煌
人生的亮点之一。我要求全班学生
读完《红星照耀中国》之后，通读《毛
泽东的读书生活》这本书。学生从
中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阅读视
野。学生们发现，毛泽东在省立第
一中学退学后，每天到湖南省立图
书馆读书，其间，他学习了世界历史
和世界地理，读了亚当·斯密的《原
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读了约
翰·穆勒、卢梭，读了斯宾塞和孟德
斯鸠，不但读了这些生物、政治、法
律、伦理学的书，还读了国外的很多
诗歌、小说和神话故事。我将刘庭

华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启示录》
一文趁机印发给学生，从理性和感
性两种视角，深入探究伟人阅读的
视野密码和动力密码。学生在获得
这些信息之后，一方面感到汗颜，
一方面燃起了阅读激情。更重要的
是，学生明白了以下道理：博览群
书永不满足，以书为伴爱好终身；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读书实践紧密结
合；独立思考寻根问底，站得更高看
得更远——原来毛泽东读书有这么
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我进一步启发学生，一定要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伟人的独特
之处，成为独特的自己。当然，教
育不只是告知、激发，更要有方法上
的引导和习惯上的监督。从此，我阶
段性地布置读书报告的作业，开展读
书分享会，邀请作家来班里与学生座
谈。让伟人的博览群书成为学生阅读
动力的起点，一浪高过一浪地不断激
起学生阅读兴奋感，从而让阅读半小
时成为学生在中学阶段每天落实的习
惯，为进入社会步入终身阅读的行列
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毛泽东的历史自觉，
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历史自觉指对历史发展有深刻
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自身
的历史定位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具有历史自觉的人具有大度、
坚韧、睿智、能担当的精神和气度。
通过阅读，学生发现，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贺龙、彭德怀……这些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非常笃
定的历史自觉。毛泽东的历史自觉
不但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
关注，更是源于对时代发展方向和
趋势的精准把握。学生在阅读中不
断发现，少年毛泽东读到了帝国主

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对
国家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样，少
年周恩来也喊出了“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响亮口号并坚决地落实
到行动之中。这些方面无疑让学生
深深地意识到——到底什么是真正
的爱国？是明知祖国贫困、羸弱，
依然热爱她，甚至想为她的发展和
改变奉献一切，甚至生命。这其实
就是一种历史自觉。这种历史自觉
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扎根到
最贫困的中国农村，了解农民的疾
苦，最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全
中国。学生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身上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自觉的
崇高感深深地感染，也更明白：正
是在这种历史自觉的指引下，毛泽
东才会在少年时期就深知只有博览
群书才会独立思考，才能寻求救国
救民的良方。

要么运动，要么读书，身体和精
神至少有一个要在路上，而毛泽东
这两者都做到了极致。学生在阅读
和讨论中惊喜地发现，毛泽东的魅
力是无限的，带给后人的启发和鼓
舞也是无限的。《红星照耀中国》回
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长期存在
的疑惑，同样也回答了毛泽东为什
么成为一代伟人的疑惑。

一本书可以带出很多本书，带
着一本书中产生的问题去阅读更多
的书，从而开拓视野，打开格局。这
些道理也都是学生在自己的亲身体
验中总结出来的。

读书，不是目的，通过读书发展
自己才是读书的目的。阅读《红星
照耀中国》，学生从读书上升到思考
层面，由思考再到行动。学科德育
中的名著阅读，在追寻伟人脚步中，
已经内化为学生自觉的行动。
（作者系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教师）

引领少年踏着伟人足迹前行
——从《红星照耀中国》说起

王力鹏

读书报告

好的儿童文学，
是有颜色，有温度的；
是打破藩篱，充盈想象的；
是有精神内核，富有人生回味的……

“彩乌鸦”，就是这样的儿童文学！
2002年，“彩乌鸦”从德国莱茵河畔

飞来中国，它带着纯然的儿童之心和缤纷
的文学羽毛，翩然在中国孩子的童年阅读
之中。20年来，它飞进了多少孩子的童
年，滋养了多少孩子的心灵。如今，“彩乌
鸦”系列中又有一部可爱的作品问世了，
这就是《悄悄的露易丝》。

《悄悄的露易丝》中的主人公是一个
可爱、善良、敏感、想象力十足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露易丝。露易丝7岁了，已经
上小学了。可是她说话的声音很小很小，
小得经常会让别人听不见，所以大家都叫
她“悄悄的露易丝”。书中一共包含21个
小故事，这一个个小故事看似独立，实则
彼此相互关联，因为每个故事几乎都在反
复地出现一些声音、一些情景，不断强化
人物形象，形成故事讲述的节奏。

声音小，声音小，声音小

“你声音太小了！”
“我根本没有听到呀。”
“请大点儿声说，不然，别人听不明白

你说的话。”
“也许他没听到你说的话，你就是得

大点儿声说出你的想法才行。”
书中不断出现上述声音，这些声音来

自露易丝的家人、同学、老师等。它的反
复出现凸显了露易丝“声音小”的特点，也
让露易丝不断强化对自己的认知，成为她
的烦恼。

首先，声音小会让人误解。比如说吃
饭的时候，弟弟西蒙耍脾气不吃西葫芦，
大家的劝说都没有用，只有露易丝在询问
弟弟是不是想吃番茄，只是她的声音太小
了，大家都没有听见。眼看着爸爸就要训
斥西蒙了，情急之下，露易丝赶紧把番茄
向弟弟扔过去，没想到砸在了西蒙的腮帮
子上，西蒙哭了。爸爸妈妈生气地让露易
丝回房间待着，“这太不公平了！”露易丝
非常委屈。而事实却证明露易丝是最懂
弟弟心思的，可就是因为声音小，大家都
没能理解她的举动。

声音小会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谩
骂。最让露易丝接受不了的是，无论遇到
什么事，大家都归罪于她声音小。比如
说，哥哥本把露易丝辛辛苦苦做的漂亮的
飞帐搞得乱七八糟，她告诉爸爸，可是爸
爸却说：“也许他没听到你说的话。”再比
如说，露易丝明明让爸爸妈妈给她报名嘻
哈舞班，可是最后报的却是体操班，她生
气极了，而爸爸却说：“也许这次你说话的
声音还是太小了。”

不断地被误解，遭受嘲笑，甚至不被人
理解，让露易丝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她开始
搞不明白了：声音小怎么就成了缺点了？
作品将一个孩子内心的矛盾与冲突真实而
又全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引发读者思考。

当然，露易丝就是露易丝，她用孩童的
方式给了这个问题最有力的回答。这和
《小海伦的秘密》中的小海伦完全不一样，
小海伦希望父母都听自己的，因此她采用
的方式比较极端。而露易丝巧妙地运用自
己“声音小”的特点，倾听万物的声音，倾听
世界的声音，将原本大家眼里的缺点变成
自己的优势，从而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对于小读者来说，这样的作品具有非
凡的阅读意义。孩子们对自我的认知，常
常会受成年人或同伴的影响，甚至会给自
己贴上一个不恰切的标签，于是不自信就
会滋生，于是慢慢地自己就会感觉与这个
世界格格不入。而《悄悄的露易丝》却告
诉孩子们如何接纳自己的特点、运用自己
的特点，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长大了，长大了，长大了

“你已经长大了！”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学生了！”
“你已经不小了。”
“你已经长大不少了。”
书中一共有21个故事，几乎每个故

事的开头都有这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来
自爸爸和妈妈。这些声音似乎在向孩
子暗示“你长大了”“你应该……”“你可
以……”饱含着大人们的期望。那么，露
易丝是怎么认为的呢？

的确，露易丝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毕
竟她已经上学了。不过，露易丝觉得自己
还是太小了，还不够大。哥哥本奚落她太
小、太矮，露易丝发出了心底里的愤怒：“没
人听我说话。没人把我当回事。”在班级
里，露易丝个头是最矮的，加上说话的声音
又很小，露易丝感觉真是太倒霉了：“要是
我个头能更高一些，那就一切都好办了。”

小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孩子内心
大大的世界。关于“长大”，这是每个孩子
所期盼与渴望的。《弗朗兹的故事》里那个
聪明淘气又可爱的弗朗兹，心心念念地想
长大，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悄
悄的露易丝》中的露易丝对“长大”的理解
很简单——个子长高一点儿，这样就能证
明自己长大了，所以故事中的露易丝就会
想方设法地让自己“长大”。

“我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太小了”“我
要再长高一些”，你会发现孩子就是在一
次次内心认同、不满与渴望中，真的一天
天地长大了，这就是童年真实的样子。

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来玩‘猜声音’。”

“快来！我贴着耳朵小声告诉你，这
个游戏该怎么玩。”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继续往下
传话。”

“我现在想玩小岛游戏，你能跟我一
起玩吗？”

露易丝很喜欢玩游戏，而且还会发明
游戏。读着这本书，我们一直徜徉在露易
丝的游戏世界里。

在孩子的世界里，生活是游戏化的，
游戏也是生活化的，游戏成了儿童生命形
态的真实写照。还记得《我和小姐姐克拉
拉》这本书吗？故事里的“我”和克拉拉，那
真是无游戏不生活呀，这姐弟俩每个游戏
都有点儿“惊天动地”，惊喜不断又让人哭
笑不得。我们再来仔细琢磨露易丝玩的游
戏，你会发现这些游戏很具有露易丝的特
点。露易丝声音小，因此她玩的游戏是趋
向于安静的，不会影响也不会打扰他人，
甚至同伴还能在游戏中有很多从未有过的
发现，就像西蒙跟着露易丝玩猜声音游戏
时，他才知道锡纸片居然会发出这样的声
音。露易丝是一个小女孩，她不喜欢玩那种
打打杀杀的男孩子玩的游戏。她的游戏时
常会有一种梦幻色彩，游戏的道具都是身边
不起眼的小物件，有时不需要任何东西，只
要一个奇妙的小点子就能成就一个游戏。

当然，游戏也是露易丝精神成长的
重要路径和载体。在游戏中，露易丝慢
慢开始接纳了自己“声音小”的特点，
慢慢缓解了自己内心的创伤，也慢慢弥
补了情感的缺憾。跟随着一个个游戏，
我们慢慢地走进了露易丝的内心世界。
作者对露易丝心理的细微体察和真实描
摹，既让我们感受到游戏对于儿童成长
的重要意义，也让我们走进了孩子的宇
宙，更让我们开始反省应该以一种什么
样的姿态与孩子相处。也许阅读这样的
儿童文学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此，借由一
个个故事窥探孩子的宇宙，正如河合隼
雄所认为的，儿童文学“作为描写以透
彻的‘孩子的眼睛’所观察到的宇宙的
作品，为大人们指出了一片意想不到的
真实的天空”。

“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这是
“彩乌鸦”系列带给儿童和我们这些成年
人的最大感受。和孩子们一起读着“彩
乌鸦”，聊着“彩乌鸦”，“彩乌鸦”似乎
成为很多成年人走向童年、亲近童年的
自然之路。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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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意犹未尽，课下继续深入讨论。徐姜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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