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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1
有人曾问叶嘉莹先生，当今这

个时代，阅读诗词究竟有什么用
呢？类似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葛
晓音也遇到过，她说自己因学生的
功利化疑问而感到沮丧，而叶先生
的回答是：“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
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
的心灵。”“我希望在幼小的生命成
长的时候，就能够对于我们中国美
好的文化传统，有一点点的感受，将
来不管他是念经济、念商贸、念理工
都可以，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
根源，这对于他做人处事都会有相
当的好处。”

无独有偶，1935年在美国首印
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先
生也说：“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
活观念，……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
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
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
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平
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
透要比西方深得多，……依著者之
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
作用。”

当我们将眼光上溯到春秋时
期，不难发现叶嘉莹和林语堂的说
法其实都源于孔子。《论语·阳货篇》
中有如是记录。子曰：“小子何莫学
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诗》，可
以兴”中之“兴”，朱熹解释为“感发志
意”，即《诗三百》可以给诵读者带来感
性的触动、审美的体验，最终涵养启发
读者的情感心灵。叶嘉莹先生反复提
及的“兴发感动”，林语堂指出的“它教
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
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
霞融为一体的景色，……教会人们用
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
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
欢鸣，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
落叶；冬则‘雪中寻诗’。”毫无疑问都
发轫于此，虽然他们所言的诗词范围
已经不再局限于《诗经》这一部经典。

除了“感发”诵读者性情之外，孔
子还提及《诗》的其他作用，也就是

“观、群、怨”——诗的认识、教育及批
判作用，它们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这样的博物学功能，共同构建起孔
子以《诗》为教的理论支柱。

在孔子的时代乃至之前，贵族燕
享、接待宾客多诵《诗》言志，然而，彼时
的《诗》之用，其实更偏向其本身表意含
蓄而又丰富的“文学灵动性”，它是贵族
标榜身份、达成外交目的的一种工具。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诗》至于孔门，遂
成为教育工具，而非政治工具。至少其
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更超于政治的意义
与价值之上。”孔子对诗歌教化作用的
推重，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

中对诗人的放逐完全不同。
正因如此，后世都推孔子为儒家

“诗教”的创始人。《礼记·经解》云：“入
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
厚，《诗》教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
子以《诗》教化弟子，其实是想把他们
的性情引向“温柔敦厚”和“文质彬
彬”，进而化民成俗，改变社会。

古代经典甚多，孔子为何偏偏援
《诗》入教呢？答案恐怕要从这种文学
样式最容易感发涵养人的性情之真上
去寻找。众所周知，《诗》是押韵的，再
加上句子当中诗人精心锤炼的叠字、
联绵词、双声叠韵，以及重章叠句的

“回旋结构”，诵诗者在吟诵时，很容易
被朗朗上口的声音拉入诗境之中。而
声音是很容易由耳入心，震荡灵魂
的。明代郝敬说：“夫音声之道，自与
性情通。歌咏所以养性情，歌《雅》者
温良，歌《颂》者柔直。”

除声音外，随着诵读者进一步体
会诗意、感受诗境，乃至用诗句抒情言
志，《诗》更深层次的教化作用又进一
步拓展开来。《论语·八佾》中，子
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
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
是以绘画作比喻，解释这首诗。也就
是学习中要始终以仁为本，以礼为辅，
无形当中，加深了子夏对孔门“仁之重

要性”的体认。
当然，孔子教化弟子，不是只有

“诗教”一种方法。《论语·泰伯》中记
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可见他不仅倚重于《诗》，同样倚
重于“礼”与“乐”。前者重在启发性情
之真，但情感本身容易泛滥失控，因此
还需“立于礼”，借助礼的制约作用将
性情导之以正。约束多了，人又容易
不适，为减轻“礼”的规范约束带来的
压制感，孔子又引入“乐”来平衡。

明代的王阳明深得诗教真意，他
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今教
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
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
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
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
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
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这段话和孔子“温柔敦厚”“文
质彬彬”、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教
育目的如出一辙，方法上也是“歌诗
以发其志意”，“习礼以肃其威仪”，
最终完成以德性为主兼及人性、智识
的人文教育。

明白此中关键则可知，如果我们
阅读《诗经》时，只停留在挖掘其赋
比兴手法、押韵与句式锤炼等文学表
达手段的话，就错失了启发学生生命
的诗教真意，而学生也会反复质疑，
读诗究竟有什么用。

读诗究竟有什么用

苏轼在66岁的人生中，共创
作了 2700 多首诗，300多首词，
各种文章4800篇，极其高产，且
名篇佳作举不胜举，并都达到了各
个领域的顶尖水平，是继李白、杜
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
学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天
下文宗”，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的
阅读与写作之道。

苏轼勤于读书、善于读书。苏
轼天分虽高，却极其勤奋，从小便
每天挑灯夜读，倦极才睡，这样的
习惯坚持了一生。他曾道：“旧书
不厌百回读”“著书不复窥园葵”。
苏轼幼时家中极富，曾写诗道：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他不
仅翻来覆去地熟读，还反反复复地
抄写。每读一部经典，他都从头抄
到尾。苏轼青年时，张方平问苏洵
他儿子在看什么书，苏洵答，苏轼
正重读《汉书》。张方平也是个天
分极高的文学家，素有过目不忘之
能，不以为然地说，书哪用得着看
两遍？苏洵回到家，告诉了苏轼这
件事。苏轼笑道：“老先生大概不
知道还有看三遍《汉书》的人。”

苏轼名满天下之后，依然勤奋
如昔，抄书不止。被贬到黄州时，
有一天，州学教授朱载上拜访苏
轼，家僮通报后迟迟不见主人出
来，半晌才见苏轼匆匆从内室出
来，道歉说是因为做每日之功课耽
误了。

朱载上好奇地问何为每日之功
课，苏轼回答说：“抄《汉书》。”
朱载上吃了一惊，说道：“凭先生
的天赋，开卷一览定能终身不忘，
怎么还要用手抄这种费力的办法
呢？”苏轼说：“并非如此。我读
《汉书》，到今天为止已经手抄了三
遍。最初是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
第二次两个字为题，现在则只用一
个字。”朱载上肃然离席，请求
说：“不知先生所抄的书稿，能否
让我见识见识？”

苏轼命人从内室取来一册，朱
载上翻看，不解其意。苏轼说：

“足下试举题中一字。”朱载上于是
随便找出一个字，苏轼应声背诵数
百字，无一字差错。朱载上又任意
挑了几个字，都是如此。朱载上惊
叹不已，叹服说：“先生真谪仙才
也！”后来朱载上回去之后，告诉
儿子朱新仲这件事，并感叹道：

“东坡先生尚且如此勤奋，你我不
过中等才智，岂可不勤奋读书
耶！”朱新仲后来又把这件事告诉
了自己儿子朱辂，以此教育他。

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之时，苏
辙女婿王庠写信向苏轼请教读书之
法，苏轼便回了一封信《又答王庠
书》，简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少
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
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
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
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
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
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
别作一次，求事迹如实，典章文物
之类，亦如之。他皆彷此。此虽愚
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
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苏轼认为求学并无捷径，唯有
坚持与积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而书海茫茫无涯，因此读书必须要
有目标，不能兼收尽取。在这里，
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读书法，
就是每次读书的时候，只应该集中
注意一个问题，将之完整读完，然
后再换一个角度，围绕另一个问
题，再读一遍。这样读了一遍又一
遍，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学
习。方法虽然看起来有点儿笨，但
可以学得极为扎实，学成之后就能
全面掌握书中要义，经得住各方面
的考验，与那些蜻蜓点水、泛泛而
谈的读书人不可同日而语。

和勤于读书一样，苏轼也勤于
写作，但他从未把写作当作谋取声
名的工具，而是视其为一生中最大
的乐趣。他说：“某平生无快意
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
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
此者。”他的写作是为了展现自己
的真心，而不是迎合世俗或者获取
利益，坎坷的境遇、丰富的经历，
无不化作了他笔下充满艺术审美情
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写作就是
他的真正生命，写作治愈了心灵，
写作升华了灵魂。

文学向来有“诗教”与“性
灵”两大传统，但“诗教”向来为
主流，道德教化被认为是文学创作
应有之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但苏轼却
发挥了文学之“性灵”，文学可娱
情悦性，涤荡心灵，治愈灵魂，万
事万物，只要感动人心，便可进入
笔下，也就是“无一事不可入诗”

“无一事不可入词”。他的诗歌题材
极为广泛，他写天空、海洋、湖
泊，也写花草、昆虫、茶酒，几乎
没有他不写的。他的文风也多样
化，既有汪洋恣肆、自由驰骋之
作，也有清丽婉约、空灵超逸之
作。

诗词文章已经成为苏轼的灵魂
载体，读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自
己。即使是写小的题材，苏轼也能
以小见大，对其赋予大的意境和格
局，引申出深刻的道理来。比如
《邵伯梵行寺山茶》：“山茶相对阿
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
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那浴
雪而开、举重若轻的山茶花，不就
是君子铮铮傲骨的象征，不就是苏
轼本人风骨的写照？苏轼的审美态
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
美范式，以他的审美眼光看来，万
物有灵且美，皆可成为写作的对
象。而他也善于发现美，并将其写
入诗文。

苏轼创作力极其旺盛，仿佛时
刻都有灵感，信手就能成文。他在
《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
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
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
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
可不止”，意思是说，我的文章犹
如有一万斛水的泉源一样，随处都
会涌出来，如同在平地上汩汩滔滔
的流水，一天流一千里也不难。等
到它遇到山石之物，能随之高低宛
转，随着物体的形状而变化。能遇
到什么，事前不能知道。所知道
的，常常是文思该继续的时候就继
续，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这段文
论中，苏轼表明了自己一贯强调的

“自然”追求，这一追求主要是继
承自父亲苏洵。他在《与谢民师推
官书》 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
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
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自然”之外，苏轼还提倡
“平淡”。苏轼在《与二郎侄》的信
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
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
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
也。”苏轼青年时仰慕李白、韩
愈，喜作议论、文风纵横，虽令欧
阳修推崇，却为王安石所不喜。但
苏轼中年之后，则极力推崇陶渊明
与柳宗元淡泊、简古的文风，认为
其平淡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至美
的意境：“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
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
厚之流是也。”在他写给弟弟苏辙
的信中，将陶渊明推为诗人中最杰
出者，因此他独好陶诗：“吾于诗
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
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
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
杜诸人，皆莫及也。”

不过苏轼并不赞成年轻人学写
作一开始就走这种风格，应该什么
年龄就写什么风格的文字，因此他
在指导侄子作文时建议可先取他少
年时的策论学习：“汝只见爷伯而
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
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
蛇捉不住，当且学此。”这种“平
淡”并非表面的平淡，而是在有过
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具备千锤百
炼而炉火纯青的技艺后的“平淡”，
如同冰封之海面，看似平静，然而冰
面之下，有汪洋肆意的暗流涌动，是
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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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教育关系到学生心性的涵
养，因此，教学中不能只停留在其文
学手法的分析上，而是要兼顾其德
性涵养及文学知识建构的双重价
值。正如刘毓庆先生所言：“作为

‘诗’，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
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
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
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
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
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
识形态的演变史。……我们必须从
《诗经》‘文学与伦理之凝合’的性质
上来考虑问题，认识其经学与文学
的双重价值与意义。”

价值及学习方向既明，我们就
可以尝试创设一些《诗经》学习策略
了。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诵读《诗
经》原本，305首诗歌难度太大，也
没必要。教育部推荐的余冠英先生
的《诗经选》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进入
诗教世界的津梁，该书精选106首
诗，又配有注释及畅达的译文，很方
便初学者使用。选定文本后，我们
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开展研习。

（一）诵诗与唱诗，声音价值的
最大开发。

古代私塾及世家大族教授学生
经典的方法并不复杂，其中最基础
的一项就是熟读百遍。明代何伦在
《何氏家规》中提出：“读书以百遍为
度，务要反复熟嚼，方始出味。使其
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
于吾之心，融会贯通，然后为得。如
未精熟，再加百遍可也；仍要时时温
习。”以机械重复来督促学生诵书的
方法有效却失之残暴，时移世易，教
育工作者有必要根据教育规律和学
生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创造出新的
经典诵读方法。

就小学而言，学生记忆力最好，
研究能力弱，最简单的方法是制定
诵诗考级制度。尤其是低段学生，
可以挑出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篇
目，在固定时间内开展背诵闯关，视
完成情况授予小状元、举人、秀才等
称号。小学高段的学生，已经具备

一定自学或者研究能力了，可依据十
五国风的名称，将学生分成“周南”“秦
风”“郑风”小组，让各小组自发诵读、
研习相对应部分的篇目，然后制作诵
读或者诗歌新唱音频，在班级展示。
复杂一点儿，也可以让他们轮流绘制
黑板报，几轮下来，学生对于一些常见
的诗篇就熟悉了。

朗诵或者新唱之外，还可以采用
吟诵之法。和朗诵相比，这种哼唱的
方式是按照古诗文节奏、韵律等规律
来行腔。其有助记忆的价值早已为学
者们揭示，这一点就不赘述了。

（二）跨学科视域下的研究性习
得。

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应
该如何选取，除结合学情，还应结合国
家对创新型人才急剧需求的语境。从
世界范围来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
学习方式的变革正推动着全球教育的
变革。为适应这种变化，《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设置了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所谓跨学科，是
基于学科而又超越学科，在扎实学科
教学的基础上主动跨界，立足某一学
科去实现跨越，既可引导学科教学的
纵深发展，又可引导学科教学扩展视
野。以《诗经选》为例，完全可以从博
物学（动物、植物）、历史学、民俗学、手
工制作等角度，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
领学生亲近经典。

对初中学生来说，这种跨学科的
方式最为有效。下面分别举例谈谈。

以博物学为例，可以打通生物、美
术、地理、语文等学科畛域，从植物、动
物等角度开展研究。比如《黍离》一篇，
涉及的植物是“黍”和“稷”，《诗经》中常
把黍、稷连称，周族的祖先称后稷，可见
黍、稷在周代已是重要作物。前者是黄
米，后者一说是高粱，一说也是另一种
黍。《本草纲目》称黏者为黍，不黏者为
稷。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植物的绘制
（拍摄、截图），然后确定其科属、习性，
用途，生产的地域——这就把美术、生
物、地理等学科结合在了一起。在此基
础上，引导他们思考为何“黍离之悲”，
进行文学的迁移和德性的涵养。

《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
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
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从地理环境上，
此物适合生长在北方旱作区及盐碱较
重灌区。可见周大夫经过西周镐京
时，见宗庙宫室遗址，黍稷离离的场景
有多么荒凉。进一步思考，黍稷的禾
穗不像小麦、小米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而是纷披离散的，作者以此物起兴，除
了感伤景物苍凉外，恐怕还在暗喻王
室离散、贤才远遁如黍穗之披离。

后世说起兴，就是以他物引起所
咏之词，但借助《黍离》可知，诗人对起
兴之物的选取绝不是随意的，真正的
好诗往往兴中有比，意蕴丰厚。而“黍
离”一词也因此成为历代文人感叹亡
国触景生情时常用的典故。它承载着
一代又一代文人对家国的浓厚情感，
因为有爱，所以伤悲，就如闻一多先生
所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
祖国，爱他的人民。”

这样的诗教，就巧妙地将多学科
融合在一起，同时又融入了诗歌兴发
感动的功用，让学生明白爱国是一代
又一代中华儿女自觉的精神传承。

至于民俗学，可以从民俗造物的
角度，融合美术、手工制作等，让学生
参考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设计诗
经文创；历史学方面，可以让他们查阅
《左传》，融合文学、历史等知识，扩写
《诗经》故事，比如《鄘风·载驰》中许穆
夫人挽救故国的壮举。

总之，初中阶段的诗歌研读，不宜
过深，但一定有趣有味，寓教于乐。

（三）专题探究下的深入研读。
学生进入高中阶段，已经具备良好

的查阅资料、提取归纳整合的能力，此
时阅读《诗经》完全可以超越《诗经选》，
对305篇进行更高程度的探究整合。
比较适用的方式是开展专题研究。

比如，《诗经》中的婚恋诗，《诗
经》中的礼仪文化，《诗经》中的宴
饮诗……教师要做的是，首先带领学
生确定选题大致方向，然后指导他们
选出代表性篇目，开展阅读，发现更为
精准细致的研究切入点。

以《诗经》中的礼仪文化为例，涉
及《鹿鸣》《伐木》《楚茨》等多首诗歌，
教师要指导学生开展研读，这种研读
不仅仅指向诗篇本身，还应涉及帮助
学生把思考引向深入的辅助性材料，
比如《〈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中国
古代礼仪文明》等。这些书不能一股
脑儿塞给学生，教师应择要印发或者
推荐相关章节给学生，阅读完毕后，还
要和该研究小组开展研讨，并借助过
程性评价考察他们深入阅读的情况。

阅读告一段落后，学生研究小组
要就《诗经》中的礼仪文化话题提出研
究方向，比如“探究礼文化在君臣宴饮
中的作用”，这就把大的话题切分为了
小的方向——学会发现并聚焦问题，
实在是当今学生很欠缺的一种能力。
经由这种训练，学生不仅在阅读视野
上更开阔，而且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
力会显著增强。

研究聚焦后，教师要进一步教导
学生如何检索资料，整合信息，还要教
他们撰写论文、摘要和提取关键词的
基本要求……最终形成研究论文，在
班级乃至更高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流。

当然，在此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
意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作为研究样本的
诗篇。撰写论文只是一种手段，真正
重要的是将诗人的高贵情感、诗篇的
教化价值种入学生内心。如此，才真
正完成了以德性为主兼及人性、智识
的人文教育。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威
廉·冯·洪堡所认为的，“人的真正目
的，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
崇高最和谐的整体”。

我们读诗，乃至学习一切知识，目
的都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教师，中国
教育报202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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