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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教师读书论坛·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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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读书的教师无论如何培养不
出爱读书的学生。如何理解新的阅读
方式、构建新的阅读空间？这是信息
化时代的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题。

理解阅读新空间

一是宏观空间，即城市阅读空间
或机构商场阅读空间。在城市或机构
商场中设立小型图书馆、微型文化
馆、博物馆等，能提供丰富的文化资
源和阅读体验。它也将成为人们流连
忘返的风景坐标点，并为大众提供一
个惬意的阅读环境与交流平台。

每年全国各地读书月的启动，都
鼓荡起深远的回声。如“深圳读书
月”创办于 2000 年，每年的 11 月定
为读书月，以“阅读·进步·和谐”
为总宣言，每年都有不同的核心主
题。2013 年 10 月 21 日，深圳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
范城市”称号，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
的城市。“让城市因为读书而受人尊
重”已成为深圳十大观念之一。阅读
已成为深圳人的生活方式，它也必将
成为我们每一个教师持之以恒的生活
方式。

二是中观空间，即学校、社区等
公共空间。“双减”之下，校园阅读、
师生共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教师是
阅读主体和主导性力量，他们在社区
精心为阅读赋能，做阅读的共建者成
了学校和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
也组织师生家长到深圳书城开展有意
义的读书活动，如新书发布会，共读
一本书分享会等。

三是微观空间，专指个人、家
庭，包括教师家庭书房建设，父母、
孩子不同的阅读空间等。

读自己，为自己内需而读。读书
是内在生命的一种自觉、是内心深处
的个人所需。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习
惯，让读书像吃饭、睡觉、呼吸那么
自然。把书中获取的知识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真正地把书读
给自己，构建属于自我的阅读小空
间，使书中的知识形成自己不断进步
的阶梯。

读家庭，为共同成长而读。家庭
阅读是城市阅读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温暖的家
中，建设一方可供读书的优雅空间，
营造爱读书、会读书的阅读氛围。作
为母亲，我深深怀恋养育孩子的过程
中，我们在一盏温暖的灯下各读一本
书的场景。那种阅读的体验，那种亲
子间一起汲取知识养分的场景，是记
忆中关于读书的最美好画面。我深
信，唯有学而不厌的父母才能培养热
爱学习的孩子。

读圣贤，为精神滋养而读。古往
今来，关于读书的典故与佳话不胜枚
举，读书的濡染和熏陶，文章典籍的
教益与启迪，引导着人类由蒙昧走向
文明。读书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
展，但让人工智能时代的孩子喜欢上
千年前古人的经典作品并非易事，所
以教师要有“新经典”创设的本领，
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和
策略，激活唤醒经典，点燃擦亮经
典，让经典焕发出新的活力。

读未来，为终极理想而读。我们
不但要读自己喜欢的书，更要关注世
界的发展，读代表最新成果的科技之
书、经济文化之书甚至学科研究的前
沿之书，把自己的视野从零碎而泛滥
的新媒体资讯里，转到对人类各领域
发展的关注之上，树立为中国和世界
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远大理想，这
才是我们读书的终极要义，才是我们
读书的最大价值。

构建阅读新空间

形塑好环境。办学校就是办文
化，书香文化是学校文化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校园应弥漫书香的味道。
为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教给
学生读书的方法，我们在校园里开展
了一系列读书活动，如每年举办一次
学校阅读节，每年创设不同的阅读主
题、推荐不同的阅读书籍。此外，我
们还坚持每周国旗下整本书阅读分
享、每班开辟一块阅读专栏、每个孩
子每学期捐出一本最喜爱的书、定期
邀请儿童作家走进校园、倡导每周一
小时亲子阅读、鼓励学生每月亲自参
与一次购书、每学期评选一批“读书
明星”“书香家庭”、每学期提供一份
阅读成果报告、每年承办全国儿童阅
读课程推进大会、每年开展学生“建
设自己最美书房”评选活动⋯⋯师生
们每天都吮吸着书的味道，行走在书
的世界里。

滋养好教师。好教师都是好读
者。教师阅读一般有三个阶段：一是
浪漫阅读，如读爱情武侠小说；二是
现实阅读，结合自己的学科教学选择
相关书籍；三是跨界阅读，读出自我
灵魂的召唤。为此，我们每周一开展
教师读书分享——让读书成为习惯，
生命因读书而精彩；让读书成为文
化，学校因文化而灿烂。每月开展教
师“观古今”读书沙龙会，让热衷读
书的人先“富裕”起来。我们不仅读
教育的书，还要读文学、社会、历史
的书。我们给教师送书作为节日和生

日礼物、每年评选年度教师阅读奖、
每年承办一次全区“教师阅读”推广
大会、定期开展“教师阅读”新书发
布会⋯⋯

树立好品牌。我一直倡导学校、
校长、教师都要树立读书品牌。学校
会面临各级各类各种名目繁多的评
审，但我最看重的是学校“书香校
园”建设这块牌子。校长要认真写好
两本书：一本是无字之书，即自己经
营的学校；一本是有字之书，即自己
教育教学经验的表达与传播。教师要
构建“读书—教书—写书”的丰盈的
教育人生。因为写作是最高级的阅读。

探索阅读新空间

选择阅读方法。我一贯主张“全
息读书法”，即全身心投入，做到：手
到——不动笔墨不读书；心到——

“研究性”阅读；身到——把读书学习
与工作创新相结合，学以致用。只有
全身心投入阅读，才能使内心无干
扰、身体无苦痛，才能形成自我独有
的阅读主见、主张和自我认同，使自
己思想增高、境界升华。

拓展阅读内容。一是专业类，阅读
教育文章、教育名著、教育图书，如西方
教育史上三座里程碑式的作品——柏
拉图 《理想国》、卢梭 《爱弥儿》 和杜
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使读书学习
化、读书常态化。二是文化类，广泛
阅读、汲取文明、丰富学识、提高素
养，让教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人。三是其他类，如人物传记——

《毛泽东传》《邓小平时代》《爱因斯坦
传》《弗洛伊德传》 等。四是读“图
像”，不可否认，我们处在读图的时
代，学会选择电影、观赏电影也是读

“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读“生
活”，生活是一本大书。“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30 年前，我还在湖南怀化
地区教科所时，就主编并出版过当地
的“乡土教材”，开设乡土课程，引导
学生与养育自己的这方水土建立精神
联系，做一个有“根”的人。1997 年
调来深圳宝安后，我又参与过 《神奇
的宝安》 一书的写作工作，从中了解
到宝安孕育了深圳、香港两座国际化
大都市，也因此扎根至今。六是读

“看家书”，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无涯。”面对浩茫无际的书籍，当
选择自己的“看家书”，深研两三本经
典，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塑造阅读文化。让教师丰富专业
知识，倡导“我读书、我享受、我发
展”的读书文化，使师生养成读书癖
好、雅养读书趣味、提高读书品位，
做一个终身读者。

不得不承认，读书有两种状态：
一是越忙越不读书，越不读书越忙；
二是越忙越要读书，越读书越从容。
愿大家以书为伴，在迷茫时读书，缓
解焦虑；在低谷时读书，积蓄能量；
在闲暇时读书，愉悦精神。

（作者系特级教师、深圳市宝安区
教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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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鹰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哪些是重
中之重？“如何选择更适合的书”
是教师阅读及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读哪些书？这在古代中国就是
一个重要问题。从朱熹开始，“四
书”（《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 便成了传统士人的必读书；
近现代以来，章太炎、钱穆等学者
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四书”，以
此提炼、建构儒学或中华人文精
神，其中，钱穆“新四书”说最具
学理性，为新时代传统文化经典阅
读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钱穆说：“朱子定 《论语》《孟
子》《大学》《中庸》 为四书。四书
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 《论
语》《孟子》《庄子》《老子》 四本
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

“四书”之名出现始自朱熹，绍熙
元年 （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
刊刻了“四书”，并为之作注，这
便是 《四书章句集注》。钱穆把朱
熹退“五经”而尊“四书”看作中
国学术史上旋乾转坤的大事，那
么，拿 《老子》《庄子》 替换掉

“四书”中的 《大学》《中庸》，提
出“新四书”之说，其思想史、文
化史意义，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新四书”说的提出是建立在
钱穆对“四书”的深厚研究之上。
他说：“朱子 《四书》，亦具道统之
意。朱子以 《大学》 为曾子作，

《中庸》 为子思作。孔子之道传于
曾子，曾子传之子思，而孟子受学
于子思之门人。”在钱穆看来，朱
熹标榜“四书”，主要是出于建构
儒家道统的需要。然而这一儒家道
统的建构，在学术发展史上却是成
问题的。他考论说，“ 《中庸》 乃
秦时之书”，“ （《大学》） 成书年
代或更晚于 《中庸》 ”，“故以 《四
书》 为四子书，为孔、曾、思、孟
之道统相传，实为无稽之说，殆无
再拘守信从之意义矣”。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一直有
学者提出不同版本的“新四书”，
主张通过“新四书”重建儒家道
统。例如，章太炎说：“十三经文
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 《孝经》

《大学》《儒行》《丧服》。”章太炎
的“新四书”特别张扬孝道与礼
教，强调知行合一，而这一强调与
张扬当与章太炎身处民族救亡、西
潮澎湃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如何重
建经学、实现儒学的近代转型等问
题密切相关。梁涛则主张把“真正
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学文化精神与

生命的”《论语》《礼记》《孟子》
《荀子》 四部书合称“新四书”，
“统合孟、荀”，以期更好地“涵
盖、反映早期儒学的精神内涵”。

从以上章、梁的论说可知，
“四书”作为承载儒家道统的形式
一直被传承，但学者们对于选择哪
四本儒家典籍，却各有见解，而这
些不同的选择源自不同的学术史观
念及复兴儒学的时代背景。与以上
二者比较，钱穆先生“新四书”说
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不再仅仅是重
建儒家道统，而是要客观、全面地
反映中华人文精神。

爬梳钱穆著作，他之所以把《老
子》《庄子》列入“新四书”，有三点理由：

其一，《老子》《庄子》 为历代
知识阶层的必读书，只有这两部书
的文化史地位才能与 《论语》《孟
子》 并提，而“ 《学》《庸》 自难
与媲美”。钱穆说：“每一个民族，
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
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

《论语》《孟子》 为我国两千年来必
读书。《大学》《中庸》 则为六百年
来所定。余意 《庄子》《老子》 亦
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
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
久。”“儒家道家，乃中国思想史里
两条大主流。儒家宗孔孟，道家祖
老庄。《论语》《孟子》《老子》《庄
子》 四部书，两千年来，为中国知
识阶层人人所必读。”

其二，相较“四书”，“新四
书”更为全面地含摄了中国传统价
值观。“中国人之道理，万变不离
其宗，均包含在 《论语》《孟子》

《庄子》 与 《老子》 四本书中矣”，
“苏东坡曾说过，他尚有很多话想
讲，后来读到 《庄子》，才知道都

被庄子讲完了”。事实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既包
括儒家的修齐治平、安民富民的思
想，也包括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的思想。

其三，道家矫正了儒家的缺失
与流弊，但并不批评儒家的根本精
神，《老子》《庄子》 与 《论语》

《孟子》 并列为“四书”，可以互为
补充，相得益彰。钱穆说，“道家
也是儒家的反对派”，“矫正了儒家
思想的缺失和流弊”；“庄子的思
想，是批评儒家的，但他批评的是
儒家的流弊，而不是儒家的根本。
他批评了儒家的毛病，而不是批评
儒家的精神”。饶宗颐先生也是从
儒道互补的角度建议把 《老子》

《庄子》 列入新的经书体系。饶先
生说：“儒、道两家是中国本有文
化的两大宗教思想基础，儒、道不
相抵触，可以互补，各有它的优越
性，应予兼容并包。《老子》《庄
子》 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自
当列入新的经书体系之内，作为一
重要成员。”例如，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核
心思想理念，不仅是儒家的，同样
也是道家的。老庄通过反对提倡低
层次的、功利性仁义这一价值实现
方式，以维护仁义本身的价值，提
倡一种更高层次的仁义，在此意义
上，庄子认为“大仁不仁”。

从以上引述可知，钱穆列 《老
子》《庄子》 入“新四书”，更为全
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史
的实际，更深刻地展示了中华人文
精神的贯通性。在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新四书”说

“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
为中华经典的教育、传播确立了核

心内容。对儒、道经典的同等重
视，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传统价值观
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
源流关系。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富强”“文
明”“和谐”“公正”“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来自以仁爱为
核心的儒家价值观，那么，老庄之

“贵柔”“无为”为核心价值观的实
现提供了重要途径，老庄之“齐
物”“坐忘”“心斋”为人们安顿精
神提供了贴近心灵的方法，老庄思
想的思辨性、文学性为传统文化教
育增添了活力。把 《老子》《庄
子》 列入“新四书”，将从整体上
加强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促
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有助
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当然，钱穆只是提出了“新四
书”，并对 《论语》《庄子》 做出了
注 释 （ 《论 语 新 解》《庄 子 纂
笺》），但没有像朱熹那样通过注
释来直接体现某种道统或精神。

《老子》《庄子》 虽有魏晋哲学家王
弼、郭象作注，但如何通过合注

“新四书”，阐释出儒道融通的中华
人文精神仍是一个大课题。时下流
行的并注 《论语》《孟子》 的有杨
伯峻、金良年等先生的著作，并注

《老子》《庄子》 的有陈鼓应、张松
辉等先生的著作，合注“新四书”
的并不多，其中，张松辉 《老子译
注与解析》《庄子译注与解析》《论
语译注与解析》《〈论语〉〈孟子〉
疑义研究》 初具规模，既比较儒道
在具体观点中的异，又彰显儒道在
根本精神上的同，为“新四书”的
注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参考。

“新四书”注释体系的建构过
程也是“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
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的建构过程，而最能反映中华人文
精神、最为人们接受的注解体系将

“使 《四书》 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内
在联系、能体现某种思想理论体系
的有机整体，‘形成一种任何单篇
都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见朱
汉民、肖永明 《宋代 〈四书〉 学与
理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基
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此
过程中，钱穆“新四书”说将为新
时代经典阅读的选择提供重要参
考，为我们教师学习传统文化以及
引领青少年阅读提供有益指导。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
育中心副教授）

经典阅读的选择与“新四书”说
周耿

读书需要培养，读书需要推动。
天性喜爱读书的人毕竟属于少数，喜
爱读经典书籍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是
为“读书的种子”。而今，我们步入

“互联网+”时代，许多孩子自呱呱
坠地之后就面对互联网的缤纷缭乱，
两三岁的孩子就开始玩智能手机。互
联网时代资讯最为发达，碎片化一拨
一拨地轰炸读者大脑，深刻影响到了
读者的思想、审美甚至思维、写作的
方式，许多人热衷于刷微博、写微
信，离经典阅读渐行渐远。

正因如此，推动读书需要借助温
暖的力量。

作为教师，我们可以着眼于自己
的教室，从点滴做起推进经典阅读，
利用散碎时间做“天大的事”。二十
多年来，我已习惯在课前让学生分享
自己的阅读体会，每学期开始还可以
申请进行讲座。一名男生曾经开过苏
东坡的讲座，后来被保送去了北大，
其讲稿整理后收入北大当年的“新生
文集”里，他送我一册，我至今珍
藏。要引导孩子们热爱阅读，就要给
予他们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一要鼓
励，二要包容，三要向他们学习。北
京十一学校的史建筑老师最近出了一
本书，是学生课前分享的合集，每名
学生抓住一点荐读一本名著，因为有
自己的认知维度，充满了思辨和个性，
且不乏真知灼见。这一切都与教师提
供给学生阅读空间的弹性密切相关。
教师提供阅读空间的宽度决定着学生
精神空间的高度和长度。在课程、课
表变动难度较大的情况下，要充分有
效利用时间，进行精短诗文阅读和阅

读经验分享，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
小成大。

作为教师，既要放手让学生“折
腾”，也要适时给予专业性指导。引
导学生阅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
让他们在精读原作的同时，组织各种
活动进行共享，组织沙龙、论坛、朗
诵会，编辑杂志、电子刊物，创制班
级公众号，分享他们的经验、感悟和
成果。还可以对名著进行改编，搬上
舞台，对他们改编的个性、时代性尽
可能包容尊重。比如 《雷雨》，学生
可能改编成正剧，也可能在 《甄嬛
传》《如懿传》 影响下改编成类似风
格的“狗血”剧，教师可以与他们进
行平等的研讨、沟通。我的学生曾经
把《鸿门宴》改编成轻魔幻风格的微型
芭蕾剧，还加了一个江湖说书人的角
色串联剧情，对他们的创造性改编我
给予赞赏和鼓励，对他们专业的舞蹈
表演则“谦卑”地赞美。在和学生阅读

《论语》时，则一起学习一点儿相关的
训诂学、文献学知识，进行相对专业的
阅读探究。机缘合适，还可以请有关
领域的专家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专业
的点拨提升会让学生获益无穷。我们
曾经邀请曹文轩、毕飞宇、杜泽逊、张
清华、程翔、汪锋等作家、学者、教育家
为学生开设读书讲座，诸位名家都秉
持做老师的本分与师生恳切沟通，有
效促进学生读书的积极性和专业性。

引导学生读书，要符合母语阅读
的规律，要继承母语阅读的科学方
式。每个民族文化殿堂都有自己独特
的通道，叩开殿堂之门必须拥有自己
的密钥。当前风行教育界的大概念大

单元教学，并不适合母语教学，因为
语文是唯一以母语文化为教学内容又
以母语为教学载体的学科，规律独
有。所谓大概念对母语学习而言是人
为生硬拼凑，不是自然生成，这个生
拉硬拽而成的“大”会破坏母语学习
的“小”，破坏精读本质，妨害审美
眼光、趣味的养成。中国式读书，强
调多动笔墨；心到、眼到、口到之
外，更强调手也到，圈点勾画、批注
点评，发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情
感之美、趣味之美。譬如引导学生阅
读唐诗宋词，可以让他们仿照《人间
词话》形式，对诗词进行评点；阅读
小说作品，可以仿照脂评、金批的形
式对作品进行微观批注，培养学生灵
感思维、感悟能力。当然，这样做并
非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掌握符
合本民族经典的阅读法宝，提升阅读
素养。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参照
毕飞宇 《小说课》、卡尔维诺 《为什
么读经典》中的方式对作品进行条分
缕析和演绎阐释，通过具体例子让学
生建构科学读书范式，与此同时进行
有依据的个性解读。

引导学生读书，要培育学生的审
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譬如阅读《论
语》可以和曲阜研学结合，参照《史
记·孔子世家》等，解读孔子形象是
如何逐渐演变的。阅读 《平凡的世
界》，可以研讨路遥笔下的女性形
象，批评其女性形象过于理想化、单
薄苍白的弱点。阅读改编 《雷雨》，
可以比较曹禺剧本的几个版本，从中
选取、整合、改编成一个最佳版本，
并陈述理由和可行性方案。对名著进

行研讨甚至批评，并非刻意求新、哗
众取宠，而是借此培养探究能力、思
辨能力和研究规范，注重有理有据，
注重假设和考证的结合。

在推动阅读过程中，还有几个问
题必须注意：

首先，谨防运动式读书，回归读
书本义。作为学校和教师，切忌应景
式读书，譬如只在世界读书日大肆渲
染、只为迎接上级检查大搞读书活
动、只为评选某某校园大加铺张，应
景之后，偃旗息鼓。我们可以部分理
解功利之心，毕竟也对读书有一定促
进作用。然而，阅读更多需要静悄悄
地进行，它需要春风化雨式的浸润，
暴风骤雨只会摧折读书的羽翼。

其次，阅读需要常态化、日常
式、长时间促进，书香学府，需要由
内而外、内外兼修，方可化育而成。
日常阅读的书籍距离学生越近越好，
需要精读研讨的书籍最好有适宜的场
地、时间、活动进行保障。探究、论
辩等活动随机随时发生，贵在真实
性。高层次的引导、研讨活动贵在互
动和质量，应该力戒一味追逐声光电
的表演式活动，而是重在把读书引导
直抵阅读者心底。

推动读书应该温润如玉，唯其如此，
其效果方可深长悠远。阅读推动的形式
可以如春风夏雨秋月冬雪异彩纷呈，然
而其精神样貌肯定温润如春，唯其如此，
校园才可以成为一座吸引孩子的学府，
促进每棵苇草成长为参天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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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阅读 温润如春
刘笑天

教师读书论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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