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15日 星期三 09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王珺 设计：吴岩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05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读书周刊
人类的意义从哪里来的？人

类的意义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
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自己的意
义必须靠自己的成长、靠阅读。
而人可以成为意义的创造者，也
可能会成为意义的破坏者。创造
意义，教师发展就有“气象”，也就
是要有大视野、大格局。我把教
师发展的“气象”称为“大夏”气
象。这个“大夏”气象有其特殊含
义，又具有一般意义。

第一，教师发展要有大气象。
首先，要将教师专业发展与

教师发展统一起来，同时，我们要
更注重教师发展，教师的发展才
能有更大的、整体性的生活气象。

教师必须要有专业发展。教
师是一个专业工作者，专业是他
的不可替代性所在，当下教师专
业发展还远远没有到位，必须要
进一步加强，真正让自己成为一
个专业工作者，才有自己的尊
严。这个尊严是专业价值带给我
们的尊严。

但是，只有教师专业发展是
不够的，不能止于专业发展，还必
须要有教师发展。教师发展和教
师专业发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
同之处。我个人觉得教师发展有
更大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更大的
胸怀、更指向教师的生活。把教
师专业发展放在教师生活中，用
教师的生活来进一步滋润、丰富
教师专业发展，这可能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

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里讲
了一个重要命题。这个重要命题
是，教育只有一个总主题，就是过
五彩缤纷的生活。教育是让学生
过生活的，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生
活，学习也是一种生活，生活要五
彩缤纷。教师有职场生活，但是
还要有职场外的生活。如果教师
职场内和职场外的生活相统一，
而且让日常的职场外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五彩缤纷，它就会影
响、触动、滋养、丰富教师的专业
发展。必须让教师回到五彩缤纷
的生活中去，这可能为教师专业
发展带来一种独特的价值和独特
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说科学和哲学来
自闲暇。教师发展中不能没有闲
暇生活，不能只有专业生活，没有
闲暇生活。著名的幻想作家尼尔·
盖曼说，丰富多彩的生活可以为你
提供许多丰富的材料。真正的灵
感来自哪里？应该来自平凡的、平
淡的休闲生活。在休闲生活中我
们才有生活的情趣，才会打开一扇
又一扇的门，看到整个世界的美
丽，把整个生活、社会、自然装进自
己胸怀，打开胸怀再看到另外的世
界。因此，必须要有教师发展，不
能只有教师专业发展。

同时，从教师知识结构来讲，
学者们分析，教师知识结构至少
包括四种知识——学科知识、学
科教学知识、条件性知识、文化性
知识。就学科知识而言，你教这
门学科，这门学科是科学知识的
体系，而且在不断发展。你教语
文不能不知道语文这门学科，但
只有这门学科知识还不行，还要
有学科教学知识，把学科知识通
过你的创造性转化变成学生的知
识，这是一种实践知识和实践智
慧。还要有条件性知识，条件性
知识就是教育科学理论。不仅如
此，还要有文化性知识，文化性知
识是指向教师所有生活的。因
此，从教师知识结构来看，我们也
必须既要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
也要重视教师发展，要将教师专
业发展和教师发展统一在一起。
但在这两者之中，当下要更加重
视教师发展，这样才能体现教师
发展的大气象，这种大气象是一
种整体性的生活气象。没有生活
气象，就没有教师发展大气象。

其次，教师发展气象应该来自
一般素养和精神气质的统一。我
们需要一般素养，但还要有精神气
质，要把一般素养发展和精神气质
的培植统一起来。同时，我以为更
要注重教师精神气质的培养。

人是要有精神的，要挺起自
己的精神脊梁。教师更应该有精
神气质。这个精神气质来自哪
里？来自人的内心。孟德斯鸠
说：“任何他人的意见或者建议都
无法代替自己内心强烈的呼唤。”
教师发展需要外在力量，但是更
需要内在力量。内在力量来自内
在强烈的呼唤，这种呼唤代表一
种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的弘道追求。

这种弘道追求带着自己精神
培育、精神发展。弘扬教育家精
神重在弘扬。不是说我们都要成
为教育家，但是我们要像教育家
那样去做教师，用教育家精神滋
养我们、鼓励我们、鼓舞我们。因
此内心强大的追求、弘道追求让
我们长出一种精神来。长出这种
精神来，那教师发展就有精神气
象，不只是一种专业气象。精神

气象更能鼓舞感染人，让自己走
得更快、更好。

最后，要把连续性发展和非连
续性发展统一起来。教师是有连
续性发展也有非连续性发展的。
我们要将连续性发展和非连续性
发展统一在一起，同时要关注教师
的非连续性发展。只有更关注非
连续性发展，才能形成教师的气
象，这种气象叫作“生命气象”。

连续性发展、非连续性发展
的概念是德国的教育人类学家博
尔诺夫提出来的。他首先分析了
学生的发展，学生发展是连续性
的，因为连续性，所以学生有可塑
性。但是他说学生发展还有非连
续性发展，因为学生在学习与成
长的旅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挫
折、困惑，甚至风险。但博尔诺夫
说不要很害怕，其实这种风险本
来就存在于你的生命之中。

我从学生的连续性发展和非
连续性发展想到了教师发展。教
师要连续性发展，有目的、有计划
地进行。但是人生充满着不确定
性，教师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
许多变数，遇到生命的挑战。博
尔诺夫说不要害怕，你时刻准备
着，要把风险转化为发展生长
点。你不必害怕，就像学生不必
害怕一样，它本来就在你的生命
当中存在，它总有一天会暴露出
来，生命就是这么奇特。我们接
受了风险挑战，我们生命就会更
加强大。因此，将非连续性发展
和连续性发展统一起来，彰显着
我们生命的张力。

第二，“大夏书系”助力教师
成长。

以大夏命名“大夏书系”，它
特别地古远、深厚，它本身就是一
种大气象。也许是生命的暗合，
我2002年底退休，2003年底开
始不上班，而“大夏书系”2003年
成立，暗合着“大夏书系”要陪伴
我退休后的生活。大概是命运的
安排，所以我喜欢“大夏书系”、热
爱“大夏书系”，我愿意为“大夏书
系”作出自己的努力。

“大夏书系”的核心理念是两
个“传”。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传
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中国教育智慧。传播什么？传
播教育常识。

什么是教育常识？教育常识
就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从基本问
题中抽出一些重要的内容形成教
育基本规定性，这种教育基本规定
性折射出教育基本规律。“大夏书
系”要传播教育常识，就是要引导
我们关注教育基本规定性，遵循教
育基本规律。“大夏书系”通过出
版佳作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方法，
滋养、鼓舞着广大教师。今天我听
到在两个“传”的基础上，还有

“创”，要创造新经典，创造壮丽教
育诗篇。这不是在鼓舞我们教师
成长吗？不是让我们教师像“大夏
书系”那样有“大夏”气象吗？

希望“大夏书系”继续用好
书、用专业化的服务、用活动引领
教师成长，助力教师发展——这
是我作为“大夏书系”的读者、作
者最美好的期待。

（本文选编自江苏省教科院研
究员成尚荣在“出版助力教师教育
高质量发展暨大夏书系20周年论
坛”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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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的 正 念文 化 的 正 念
——从从““西游西游””谈阅读指导策略谈阅读指导策略

邱磊邱磊

“推动青少年读书”系列：阅·青春读书会

在经典阅读中在经典阅读中，，无论中学还是小学无论中学还是小学，《，《西游记西游记》》都是无法绕过的都是无法绕过的。。在四大名著中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西游记》》浪漫奇浪漫奇
幻的瑰丽想象幻的瑰丽想象、、谨严融通的宏阔架构谨严融通的宏阔架构、、丰富多元的意象映射丰富多元的意象映射，，也堪称奇绝也堪称奇绝。。每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每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
国人国人，，在文化心理上在文化心理上，，无不具有一股纵横天地无不具有一股纵横天地、、降妖伏魔的降妖伏魔的““西游西游””情结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若能建立一若能建立一
套完备的阅读指导策略套完备的阅读指导策略，，帮助每个学生在畅游帮助每个学生在畅游““西游西游””中中，，涵泳经典涵泳经典，，陶铸性灵陶铸性灵，，则善莫大焉则善莫大焉。。

无论个人经验，还是教学经验，
我们在指导阅读《西游记》时，需要
做好FAQ（常见问题解答）。这些问
题看似很小，却左右勾连，前后掣
肘，影响深度阅读。如引导得当，恰
是解读的新锐视角，多有裨益。

比如，在很多回目的起首，时常会
遇到长长短短、看似与故事情节无关
的“诗曰”或“偈语”。孩子读不太懂，
便会提问。若不以为意，所答就含糊
不清，臆断推测。再看正文，每到精彩
之处，忽见“有诗为证”。为什么要用
诗来证明呢？也令人困惑。

这些问题多与《西游记》的传承有
关。自诞生以来，《西游记》先后走过
了地理志（记录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史
书）、诗话（有诗有话的小说）、话本（演
讲故事的底本）等不同发展阶段。少
有人注意到的是，凝练而通俗的诗歌

复现了这一历史。比如，第二十二回中：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
起，芦花定底沉。”诗中描写的流沙河，原
型为甘肃安西与新疆哈密之间的大片
戈壁，这正是地理志的遗痕。

“诗曰”“偈语”如同上课之前，必
先打铃。这重现了明代话本的开场
式：表演伊始，高声吟诗，既烘托气氛、
提升格调，又展现能力、收获“粉丝”。

“有诗为证”，则源于演讲中的间歇控
制：说到高潮处，穿插有调有韵的诗
词，实现情节的过渡或转折。这就像
课堂之上每讲到重点，或敲黑板，或提
音量，或稍停顿。知道了这些历史，再
理解“西游”阅读的整体性，便豁然开
朗。车迟国、乌鸡国、宝象国，可以在
地理上连绘作图；白话、韵诗、辞赋，可
以在表达上相映成趣。

历史是文化沉积的一个面相。文

化功课的准备还包括文化精神，在第
二十六回中，有句诗为“上士无争传亘
古，圣人怀德继当时”。什么叫“上士
无争”“圣人怀德”呢？这里化用了《道
德经》，其中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的名句；“圣人怀德”出于《论语》“君子
怀德，小人怀土”。类似的情况，比比
皆是。了解儒释道的基本精神，是“西
游”阅读的人文价值之一。

好奇心强的学生，还会提些稀奇
古怪的问题。比如，孙悟空为什么非
得是“七十二变”呢？“七十一变”不行
吗？答案得从节气说起。我国有二十
四节气，一个节气又分三候，一年就是
七十二候。“猴”与“候”的发音相同，所
以孙悟空就有“七十二”之数。“变”字
来源于节气之间的变化。传说中，黄
帝将竹节埋在地里，每到一个节气，地
气变化，就有一个对应的竹节爆掉。

这还顺带解释了孙悟空为何是由大地
所生，且“迸裂”而出的道理。

一部《西游记》，半部文化史。再
以文字源流为例，整部书中，无论男
性、女性，只见“他”而不闻“她”；无论
陈述、疑问，只见“那”而没有“哪”（“哪
吒”之“哪”另说）。这里涉及新文化运
动，“她”“哪”均是其产物。没有上述
背景知识，学生就会犯嘀咕：吴承恩怎
么老写“错别字”呢？

“西游”世界，越是沉潜研读，
越能发现文化的重要。孩子的那些

“多余之问”“无稽之问”，或许正蕴
藏着教学的某种契机。而要想因利乘
便、相机而教，教师决不可仅盯情节
或所谓写作技巧，分主题、跨领域、
设重点地多体验“西游”阅读的文化
气象 （主要指文化背景和文化常
识），才能让名著在心田中扎下根脉。

策 略 一 “西游”阅读的文化准备

“诗意沛然，文采斐然”，是《西
游记》在文学艺术上的显著特征。以
原著为根本，带领孩子在整本书阅读
中，学会分析探究，形成鲜明的个人
洞见，淬炼“见天地，见众生，见自
己”的文化实践。学生的精神宇宙才
趋于丰盈、厚实。

在文本解读的引领中，教师不妨从
景物、人物、事物三方面试着进行解构。

1.谈谈景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
删稿》中说，“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即写
景的文字，本质上皆寄有情思。此处的

“情思”，既包括个人的情感思维，也包括
情节。所以，景色描写与人物发展的内
在情理，总是契合或映射的。

孙悟空出世之前，吴承恩用诗歌
描述了一个鸟语花香、绚烂多彩的伊
甸园。待降生一刻，“目运两道金光，
射冲斗府”，食草果，饮涧泉，采山花，
觅树果；夜宿石崖上，朝游峰洞中。美
丽的大自然，塑造了他自由洒脱、不服
约束、不谙俗尘的反抗性格，可以说，
大自然正是他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

景色描写还可以渲染和烘托故
事。以“河”为例，《西游记》中比较著
名的，有“浪涌如山，波翻若岭”的流沙
河、“揭瓦翻砖房屋倒，惊天动地泰山
摇”的黑水河、“千层汹浪滚，万迭峻波
颠”的通天河等。它们第一次进入读
者的眼帘时，作者以“翻”“倒”“颠”等
字，预兆前途多险，劫难在即。原来，
看似写景，实则铺垫。

柳暗花明的情节转折，也暗示于
景。比如第八十回：“不一时，红日高
升。三藏昏昏沉沉，也辨不得东西南
北，正在那不得命处，忽然见一老叟，
手持拄杖而来。”旭日东升，借指着黑

暗消退，光明（希望）降临。投射于人
物，即寓意苦尽甘来。

经此分析，在“西游”阅读中，教师
须关注不同景色在不同段落中的作
用。请学生分类讨论：哪里体现“景以人
设”？哪里彰显“情景交融”？哪里又突
出“移步换景”？论证之余，还可组织诵
读、仿写等多种形式的阅读拓展。

2.谈谈人物。教师可以带领学生
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
四个对象，分别讨论其性格、语言、动
作、能力，探究文学人物的塑造方式与
方法。在全书中，猪八戒备受孩子喜
爱。他看似好吃懒做、油嘴滑舌，对孙
悟空“有事好哥哥，没事弼马温”，但也
有细心、憨厚、可爱、幽默等诸多侧
面。特别适合做人物剖析。

以“细心”来说，第四十八回师
徒“过冰河”，由于河面结冰、打
滑，唐僧差点儿从马上摔落。正当熟
稔马性的“弼马温”犯难时，猪八戒
却不以为意，随口支招“问陈老官讨
个稻草来我用”，他只轻轻地以稻草
裹住马蹄，难题即解。

这一细节雕刻，让猪八戒的形象
不但有血有肉、亲切有加，还增加了
几许智慧。阅读中，大可邀请学生就
其“细心”“憨厚”“可爱”“幽默”
等特征，查找相关原文，体味吴承恩
的生花妙笔。

“西游”人物中，教学的难点来自
沙僧。沙僧的形象略显模糊，存在感
有限。余秋雨说：“在那些看起来不符
合逻辑的地方，往往藏着深刻的逻
辑。”从历史上看，《西游记》在未定型
前，经历了大幅变化。沙僧最早出现
于南宋的《取经诗话》。因人物形象反

复变化了五次，梳理其中的脉络十分
烦琐，故读者容易“蒙圈”。删减他的
故事，单薄他的形象，遂成最优解。

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从全书
看，沙僧绝非摆设：每当孙悟空和猪八
戒吵架，他总会及时调解：“二师兄，你和
我一样笨嘴拙腮，不能惹大师兄生气，我
来替你挑担子。”这句话十分有智慧，让
冲突双方都有台阶下，营造了缓冲空
间。这种调解、黏合剂的作用，凝聚了团
队，避免了“散伙”，意义不言自明。

沙僧也代表了一类人，甚至是大
多数人。他看起来，有点儿像王小波
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老实诚恳，
不善言辞，埋头苦干。这与社会底层
里、人物形象失焦的“大众”是相似
的。但骨子里，和光同尘的沙僧却大
智若愚，心思缜密，要么沉默是金，要
么点石成金。譬如红孩儿一役，孙悟
空自认为有“叔侄关系”护体，盲目乐
观。但沙僧提醒“三年不上门，当亲也
不亲”，果然一语成谶。乃至于战斗不
顺利时，又是他出主意：“（以）相生
相克拿他，有甚难处？”孙悟空始才
茅塞顿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僧对
人性的把握，堪称典范。

建立清晰且理性的人物形象，如
拍摄X光片，得有点儿“透视”的能
力。阅读教学从锣鼓喧天走向静水流
深，并不容易，其建立于深度阅读的
基础上。人物剖析不能脸谱化、模式
化，而须建立多维、多核甚至冲突的
观察视角。这样的“人”才写得活、
立得住、挖得深。

3.谈谈事物。《西游记》在开天辟
地和鸡毛蒜皮之间，架构自如，浑然天
成。我们评价其“诗意沛然”，并不局

限于辞藻华丽，还包括主旨暗扣、事理
隐喻。第二十回的“偈曰”，有一句叫

“绒绳着鼻穿，挽定虚空结”（将绒绳从
牛鼻子中穿过，打一个松散的绳结）。
这里有禅学的哲理，比喻自我修心，属
于形而上的范畴。另一方面，“绒绳着
鼻穿”又暗示牛魔王最终被“穿鼻”而
降，“挽定虚空结”代表着青狮精受“结
绳”所缚，属于形而下的写照。由此，
宏观建模与微观叙事得到了统一，即
谓“小中见大”。

对“西游”阅读的推动，需要有这
样的鉴赏力、分析力。最重要的是，视
野打开，格局放大，以便在不同章节之
间比对、联结、归纳。教师应鼓励学生
多作发散思维，描绘个人意象中的“西
游长廊”，让经典常读常新。

我们发现，《西游记》并不是若
干故事的“合集”。一个故事如滴水藏
海，可以折射整个“西游”世界，也可
成为承上启下、左右互文的关键枢纽。
当我们心系牛魔王与青狮精的命运时，
却不知他们只是孙悟空好胜心、虚荣心
的幻化。这就如同“真假美猴王”，暗
指两种缠斗的意志；“七个蜘蛛精”，隐
喻七情与六欲。

“西游”阅读的本质，是读懂一颗
心。这颗心在世间会遭遇贪、嗔、痴、
慢、疑的人性羁绊，会被厚黑学、权谋
术、市侩风不断浸染。“西游”路上的所
有妖魔鬼怪，都是上述过程的镜像。

怎么帮学生理解吴承恩的这套哲
学？还得靠文化。景物、人物和事物
的意义剖析，一定要回到具体的文化
场域和文化心理下，学生才能曲径通
幽，把“西游”作为一汪精神源泉，
生发无尽力量。

策 略 二 经典阅读的文化实践

《西游记》因篇幅较长，时有疏
迟、遗忘，似乎在所难免。这时，教
师需要指导学生“做中学”，即选择
多种训练、检验和评估方式，边读边
写，边读边画，边读边做，增进教学
效果。当然，不要忘记，文化才是实
现这一切的倍增器。

以“语言”为例。首先，可以设
计文本细读活动。拿孙悟空和猪八戒
的语言来说，两者带有鲜明的性格特
征，虽寥寥数语，也颇见性情。初登

天庭，玉帝问谁是妖仙，孙悟空应
答：“老孙便是。”仅四字，便将他傲
岸不屈的性格刻画分明；入五庄观，
唐僧问众徒弟谁吃了人参果，猪八戒
抢先发言：“我老实。不晓得。不曾
见。”其三分狡黠七分呆萌的人物形
象，立呈眼前。有时候，一字千金，
教学要有“细节意识”，教师更要有

“咬文嚼字”的文化功夫。
其次，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更是文

化的转译。清唱、朗读、情景剧等喜闻
乐见的方式，可灵活运用，既能营造艺

术效果，又能提升兴趣、加深理解。此
外，玩游戏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比
如，呈现描写外貌或装束的语言片段，
学生研读后，以“接龙”的方式，推测人
物身份，并简述理由。

概而论之，若能带领孩子，领悟
“西游”之真善美，便胜却人间无
数。所谓“胜”者，绝非在教学之

“术”“器”上，较一时之短长，争一
隅之得失，而是面对一部终身伴读的
经典，能阅人阅己，见心见性。实现
这一目标的最高策略，在于秉持“文

化的正念”：“西游”阅读之准备、实
践和表达，必一以贯之地坚持文以载
学、载术、载大道。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
沙中学教师、中国教育报2019年度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策 略 三 经典阅读的文化表达

扫描二维码，和名师一起指导学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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