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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却咏梅

郑和，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学习
过，他是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600 多年前，郑和统率着当时世界
上最庞大的船队，28 年间 7 次下西
洋，出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
了史无前例的航海壮举。梁启超曾
盛赞：“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
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如何
让今天的孩子读懂这段历史，读懂
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大中华
大人物·驾宝船下西洋的使者——郑
和》提供了一个范本。

这本书聚焦郑和42岁第四次下
西洋的经历，通过四个历史片段故
事——“候风远航”、“千月千阳”
的集市、“抵达未知大陆”、“万国来
朝”，鲜活立体地刻画了郑和对远航
的期待、航行中的艰险、与亚非各国
的邦交往来，以及沿途的地理景观和
人文风情。无论是叙述方式、语言风
格、插图设计，还是人文精神、教育价
值与科学知识的融入，都遵循少年儿
童的发展规律，在润物细无声中激发
了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和
民族自豪感。

与市面上其他同类书不同，《大中
华大人物·驾宝船下西洋的使者——
郑和》 是郑和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
宛如一个智慧而笃定的长者，引领着
孩子们向历史深处缓缓走去。

故事一开始就很吸引人，“船队
要顺利出航，需借助东北季风的助
力，可季风却迟迟不见踪影，让人等
得心焦。”接着，画面徐徐展开，深蓝
色的夜色下，水面上停泊的几百艘海
船闪着点点星光，远远望去像一座

“水上城市”。郑和登上宝船高耸的
尾楼，站在天象室的窗边，眺望那云
里的月亮：“日晕则雨，月晕而风，这
是季风将至的预兆⋯⋯”随着郑和一

声令下，气势磅礴的船队缓缓驶出了
港湾。他们按计划造访了占城、爪哇、
旧港、满剌加等地，在忽鲁谟斯集市
上，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长颈鹿，酷似传
说中的麒麟兽，便萌生了探访麻林地、
开拓新航道的想法。之后他们历经艰
难，终于到达了那个未知的神秘大陆，
促成了两国邦交⋯⋯

生动有趣的情节和紧张刺激的
场景，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心理。尤
其对郑和内心世界的描写非常细腻，
比如他回忆击败海盗陈祖义中的快
意、等待忽鲁谟斯王接见时的忐忑、
探索未知大陆前的期待、胜利归航后
的自豪等，多层次、多角度塑造了郑
和的智慧、友善、勇气和胆识。让
孩 子 们 仿 佛 置 身 于 那 个 遥 远 的 时
代，亲耳听到海浪的拍打、亲眼看
到万人船队的壮观、亲身感受世界
的多元文明。

图画书是用插图与文字共同叙述
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这本书
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绚丽明艳的绘
画，高饱和度的色彩，表现了浓郁的异
域风情；大开本的跨页设计，更展示出
声势浩大的远洋船队、恢宏壮观的航
海场景、人物众多的场面，给人以强烈
的视觉冲击和震撼，这种沉浸式的阅
读体验，让历史“活”起来了。

书中很多细节可以让人感受到画
家的精心设计，比如封面人物郑和的
官帽有一半超出了画面，“大人物”
顶天立地的形象呼之欲出；书中描绘
了上百个不同国家的人物，每一个人
的长相、神态、服饰、举止都不同且
生动鲜活；还有那些来自非洲的珍奇
异兽——长颈鹿、狮子、鸵鸟、斑马、牦
牛⋯⋯每一幅画都像一张藏宝图，等
待读者去发现，这是孩子最喜欢的游
戏，同样也会吸引成年人。

《大中华大人物·驾宝船下西洋
的使者——郑和》 像一本明朝航海百

科全书，充满了智慧的航海小知识。
但并不是资料的堆砌和一股脑的灌
输，而是巧妙地将知识融入故事，从浅
到深，深入浅出，引导孩子自然而然地
理解，进而激发他们探索的兴趣。

明朝时期的造船技艺高超，郑和
的船队由 200 多艘海船、2.7 万多人
组成，其中他乘坐的旗舰宝船，长
44 丈 （约 147 米）、排水量近万吨。
起航时，“水手们升起了巨大的硬
帆，这硬帆虽不像软帆那样易于收
展，但能更有效地利用海风”。原来，
在没有“发动机”的时代，船队的航行
动力主要来自季风活动，船队往返的
时间是两年，刚好和季风的节奏一
致。如此精准地计算航行时间，展现
了当时世界上卓越的航海技术。

在书的最后，作者还对造船出
海、远洋装备等航海知识进行了详细
解读。你能了解到：明朝的大型船队
如何进行“飞燕编队”；马船、坐
船、粮船、水船和战船等各有各的用
处；船队人员如何分工；旗帜、灯
笼、锣鼓、喇叭和螺号可以传递讯
息；水罗盘和天文星象保驾护航，季
风、暴风雨对航行的影响；《郑和航海
图》的实用价值；在船上培植豆芽和豆
苗以对付“败血症”⋯⋯读完之后，
你会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一种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虽然讲的是
“大中华大人物”，但并没有摆出一副高
高在上的教育姿态。随着故事情节的
不断发展，郑和从身份卑微的“三宝太
监”到流芳千古的航海家形象，便丰富
立体地展现在小读者面前。

没有人生来就是“大人物”，而是
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变得不平凡。打开
这本书的扉页，便被题记温暖到了：

“对人类作出贡献的人永远会有，昨天
有，今天有，明天还会有。即使你只做
了一丁点儿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我想，

你就会成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所
有爱你的人心中的大人物了。”

书的最后，郑和的生平介绍和新疆
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江的后记，尤其励志。

郑和是明朝人，出生在云南，原
名马和，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
家人都昵称他三宝。他自幼被乱军掳
走，入宫为太监，随侍燕王朱棣。他
从一个普通的皇家侍从，到执掌皇家
禁宫大权的宦官首领，经历了难以想
象的磨难和努力。之后他营造宫殿、
监造船舶，并亲率数以万计的船员、
万吨级规模的船队七下西洋，不仅为
沿途国家带去泱泱中华的文明，还平
息爪哇国动乱，铲除大海盗，生擒锡
兰山国王，匡扶苏门答剌危局，为沿
途人民带去了和平和繁荣，他是真正
的伟人。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
历史，更是一种精神。他告诉每个孩
子，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就
能克服一切困难，“小人物”也可以
实现自己的梦想。

郑和告诉你——下西洋的故事不简单

李晨

未名湖，一湾未名而有名的湖，
印证着一代青年在湖光塔影中对知识
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滴水湖，一湾滴
水而流深的湖，吸引了一批青年在塔
吊林立中感受开放和创新。从未名湖
畔到滴水湖畔，从大师之园到年轻之
城，“北大滴水湖大讲堂”以“讲给
年轻人的人文课”为定位，依托北京
大学在人文、社科、经管等领域浓厚
的历史积淀、师资力量和校友资源，
邀请北京大学专家教授、知名学者开
展深度交流，努力打造“知世界、观
文明”的讲堂、“有品位、有格调”
的讲堂，搭建起了北大知名学者与年
轻人共话人文的思维视窗。

在 《讲给年轻人的北大人文课》
一书中，有王博教授讲述庄子的哲学
世界，有林毅夫教授探寻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前
景，有燕继荣教授畅谈现代化本质与
中国发展机会，有董强教授回顾东西
方艺术的交融与互鉴，有戴锦华教授
对电影艺术价值的深刻阐述，有彭锋
教授对美学与艺术人生的思索⋯⋯凝
聚了北大学者们深邃的思考和广博的
学识，他们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
了时代浪潮下那些被隐匿了起来却又
至关重要的问题。从经济飞速发展所
带来的伦理困境，到社会转型期出现
的价值迷失，再到全球化背景下加剧
的文化冲突，无一不是时代向我们发
出的严峻追问。

面对变化：以全球视野
洞察我们所处的时代

21 世纪，人类社会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把握
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
前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林毅夫
教授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下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一文中指
出，中国不但具备发达国家所没有的

“后来者优势”，还在数字经济领域具
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举例说明了中
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下的新机遇和新挑
战后表示，在未来的 30 年，中国市
场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在这
样的背景下，人们需要深入了解中国
经济的增长潜力，思考自身能够把握

的机遇，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
懈努力将这些机遇转化为优势。燕继
荣教授则从现代化的本质出发，为读
者揭示了中国发展的独特之处，他在

《现代化本质与中国发展机会》 一文
中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为后
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更为
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数字经
济的兴起，掌握最新知识和技术成为
引领时代的关键。燕继荣教授不仅带
领读者回顾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
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更加智能的未来社
会图景。

面对未来：从历史与传
统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文明如同
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不断向前奔
涌，每一滴水珠都承载着过往的记忆
与智慧，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
力量。书中的多篇文章透过历史的镜
头，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明、不同时
代的智慧与局限，有助于我们在快速
变化的世界中找准定位，理性面对未
来的不确定性。

在 《从印象派到抽象主义》 一文
中，董强教授通过展示东西方艺术交
融的实际案例，强调了文化交流的重
要性。他指出，近现代以来，东西方
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拓宽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

想象。人们不应惧怕差异，因为差异
并不意味着隔阂；相反，差异有时能
为人们提供互补、互鉴的机会，从而
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杭侃教授的

《石窟与中国文化》 一文则从石窟的
角度入手，集中展现了中国的宗教文
化和绘画、书法、建筑等领域的艺术
成就。杭侃教授提出，当代人应当深
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与经
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现代人该如何
面对未来？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内
棺上刻着的那句“我看见了昨天，我
知道明天”便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答
案。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着
人类社会的兴衰更替和文明演进的
轨迹。它如同一面镜子，让人们能够
清晰地看到过去的辉煌与挫折，从而
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下的处境与未来的
挑战。

面对压力：于喧嚣世界
探寻艺术人生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常
常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喧
嚣的世界中寻觅内心的宁静？这是许
多人苦苦思索的问题，本书的几位作
者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见解。王博教授
在 《庄子思想与心灵世界》 一文中探
讨了庄子哲学中“安之若命”的处世
态度。他认为，《庄子》 告诉我们，
心灵深处的快乐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庄子以“至乐无乐”四个字来阐释对

快乐的看法，在庄子看来，真正的快
乐表现为在世界变化无常的情况下保
持内心的宁静。在王博教授看来，儒
家强调的是“在一起”，而庄子则强
调的是“做自己”，一个平衡的人生
是由“做自己”与“在一起”共同构
成的。人们若只关注自我，而忽视了
与他人的关系，便难以在这个社会中
生存。人们需要融入社会，但这并不
意味着要完全放弃自我。

那么，如何获得快乐而美好的人
生呢？彭锋教授在 《美学与美好生
活》 一文中提出，通过艺术感受美好
人生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生活态度。他
认为，人们可以走进艺术的世界，通
过艺术训练自己的心灵；在欣赏艺术
作品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
通过移情的方式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
艺术作品中，从中获得愉悦。而戴锦
华教授在 《走近电影艺术》 一文中表
示，了解电影艺术是推动人们认识自
我、促使人们获得精神力量的重要途
径。好的电影可以让人们暂时忘记人
生的艰难和现实的残酷，给人们力量
和希望；从沉重的现实世界进入梦幻
的世界，再从梦幻的世界回到现实世
界，这个过程使人们的心灵得到了洗
礼，那些现实中的困境仿佛被电影融
化了、覆盖了、遮挡了。戴锦华教授
在文中揭示了电影艺术再现现实、反
映人的内心与灵魂、构造美这三项基
本功能。的确，审美化的生活是美好
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是美好的人
生。人们或许无法逃避社会所带来的
压力，但可以选择以艺术的方式去应
对，将艺术融入生活，是一种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与实践。

人文北大，问道临港。《讲给年轻人
的北大人文课》强调了人文在科技进步
与经济发展浪潮中的不可或缺性。面
对这些时代的追问，北大学者的回答提
醒着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对人性的深度
挖掘、对精神世界的滋养、对人文精神
的传承与弘扬。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的今天，我们更应珍视那些能够触动心
灵的人文力量。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
够为更多的年轻人打开一扇窥探世界
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前沿动态
的窗，引领年轻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
找到自我定位，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发
展的和谐统一。

时代的追问与学者的人文应答

高良连

我是一名刚带完高
三毕业班的教师，学生
们完成了中学阶段为理
想的奔赴，开始踏上人
生新的征程。他们有的
进入师范院校，准备以
后走上三尺讲台；有的
光荣地迎来了“运-20”
飞机，踏上飞行学员的
第一步；有的顺利考入
警校，立志做一名为人
民服务的警察⋯⋯分别
之日，我们没有流泪，
只有满满的幸福与感
恩。我重温了三年前与
他们共读的亚米契斯

《爱的教育》，觉得这三
年时光正如我们一起读
过的这本书，像一首诗
一样。

那时正值暑假，学
生们即将进入高中学
习，我给大家推荐了一
本简约又丰富的书——

《爱的教育》，约定开学
后一起交流阅读心得。

这本书写的是小学
四年级学生安利柯的日
记。从 10 月开学第一
天起，到次年 7 月最后
一天考试后，整整一个
学年的见闻，涵盖了老
师、亲人、同学、朋友、朋
友的父母、城市的劳动
者、士兵、国王⋯⋯他们
活跃在每一个文字里，
传递着一种看不见的力
量。这种力量温柔而朴
实，却能撼动人心，像

《论 语》 中 的 每 一 句
“子曰”，如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于是我们一
起穿越文字的丛林，寻找安利柯父亲
口中的“诗意”。

教室里的小崇拜是一首诗。正义
的卡隆身边永远不缺乏朋友；见义勇
为的罗贝蒂即使跛了脚，也永远不敢
有人笑话他；坚持原则的斯塔尔迪即
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永远是同伴们
心目中的钢铁英雄；泼莱可西战战兢
兢，却能获得奖章且让父亲浪子回
头，成为父亲的骄傲⋯⋯无论贫穷富
贵、疾病健康，只要心怀真善，便是
英雄。

书桌上来自父母的信是一首诗。
热爱学习吧，因为世界各国不计其数
的孩子，都在“以上百种不同的形式
学习着同样的东西”，这才能使得人类
不至于陷入野蛮；爱你的母亲吧，因
为践踏这“最神圣的人类情感”将是
可悲的；爱你的老师吧，因为他们

“献身于许多将来会忘记他的孩子们的
美好事业”；爱你的祖国吧，作为它的

“骨肉和灵魂”，为它而战是一种神圣
的快乐⋯⋯字字句句，都在雕琢着少
年的心灵。

每一个刻意隐瞒的举动是一首

诗。母亲不让卡隆看见
“我”与她牵手而推开
“我”，因为卡隆刚刚丧
母，此时内心悲痛；几
个孩子同去探望病重的
小泥瓦匠时，代洛西在
门前摘下了奖章，把它
放进了衣袋，因为不想
让可怜的托尼诺想起自
己无法学习的现状而伤
心。

每 月 故 事 是 一 首
诗。帕多瓦的小爱国
者，把收到的钱币砸回
施舍者身上和脸上，捡起
了被践踏一地的祖国的
尊严；伦巴底的小哨兵为
打探敌情而牺牲，他的精
神却留在那高树之上；撒
丁岛的小鼓手失去了左
腿，却传达了军情成功
找到救兵挽回战局，获
得上尉的称赞⋯⋯无论
是亲情、友情、爱国之
情，还是普通的人与人
之间的最淳朴的感情，
都如高山之雪般圣洁，
引得少年们竞相为之付
出一切⋯⋯

诗 是 轻 盈 而 治 愈
的。教育的诗意在于它
顺其自然地让孩子学会
爱、学会包容、学会自
强。班上的罗曼琳同学
自豪地介绍自己的父
亲：“父亲沉默寡言，
但他看到拄着拐杖摔倒
的老太太就跑去扶，也
会在同事无法到岗时二
话不说去代班⋯⋯父亲
让我明白了沉默是金和
责任感。”赖俊鹏和张
泽培同学发现宿舍楼下
的学长在烧衣服玩，无

惧被报复的危险将事情报告给了宿
管，成了班里的小英雄；吴福忠同学
在讲台上发出誓言：“我报考空军飞行
员，是早已做好为祖国牺牲的准备
的！”书中流动着的理解、正义、家国
情怀已经印刻在学生们的心灵深处。

诗是高贵而动人的。教育的这种
诗意让教师甘心倾囊相授，全心陪
伴。不信请看看书中安利柯说的这段
话：“或许，不管过了多少年，当我回
忆起老师的时候，他始终都是今天这
种滑稽的样子。未来，我要是遇见了
他，会向他说起这件使我终生感动的
事情，然后带着深深的敬意去亲吻一
下他花白的头发。”陈妍言同学在读后
感中写道：“我似乎觉得那样的一本小
书，也许最是该由离童年最近却又已
不在童年之中的青春少年品读，在句
段中回忆，在回忆中发现，在发现中
理解，方可更清晰地梳理懵懂成长中
的曲曲直直，看清来路。”

教育是无声的，教育是无名的，
教育是有温度的，像一首流动的诗
歌，这首诗需要用一生去仔细品读。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师）

教
育
是
一
首
流
动
的
诗—

—
与
学
生
共
读
《
爱
的
教
育
》

让孩子做自己关系的主人

郝兆源

马克思曾经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作为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我
观察和参与了数百名学生的成长过
程。在我看来，青少年的成长实际上是
不断扩展社会关系，并且学会处理这些
社会关系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数量的变
化不是线性的、匀速的。在以核心家庭
为主导的时代背景下，青少年在步入学
校之前，父母通常是他们最主要的陪伴
者。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
社会关系网需要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
展，从与父母的紧密联系，逐渐拓展到
同学、朋友，乃至整个社会，这种关系的
处理难度可以说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
增长。正因如此，在社会关系急剧膨胀
的青春期，许多青少年可能会感到迷茫
甚至痛苦，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挑战：“不敢交朋友怎么办？没有
人理解自己怎么办？与老师意见不同
又该怎么办？老师与父母的声音不同
到底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作为师长，总
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去帮孩子出谋划策，
用我们自己在人际关系处理中的经验
指导孩子。尽管这些问题似乎是我们
曾经经历过的，但它们实际上与十几、
几十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能
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孩子才是他们社
会关系的主宰者。如果我们期望他们
仅仅复制我们的人生经验，那么这个世
界将会变得多么单调和悲哀。

青春期的问题由谁来解决？我想
孩子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他们自
己才会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呈现他们
对于 21 世纪 20 年代中学生生活的理

解。直到有一天我的学生李付沐瞳对
我说：“老师，我想写一本关于如何处理
人际关系的书。”

还记得高一刚刚开学不久，一天中
午我看沐瞳正在描画着什么，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些“卡通人物”。但是她告诉
我，这是班级里所有人的“二次元形象”，
这些形象不仅符合每个人的体貌特征，
而且还切中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似乎在
短短的时间里她就已经了解班级里的
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故事。她时常会
找到我，讲述她的经历，倾诉她的心事，
与我一起分析她面对的困难。这种新型
的师生、生生关系，以及在她的描述中我
所看到的新型亲子关系，都令我十分惊
异。后来，她真的创作了一本图文并茂
的关于如何处理青春期烦恼、人际关系
的图书——《青春期不烦恼》（李付沐瞳
奚铭霞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本书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读来都觉得十分新奇，这种
新奇并不仅是因为书中师生共同解决问
题的新模式，也不仅是因为用可爱的漫
画来折射生命中的难题，而是此时此刻，
我才知道原来在孩子们看来，问题应该
这样处理，甚至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事情
也是他们眼中的问题。在他们的生命
中，有着许许多多师长们习焉不察的角
落，这些角落里很可能潜藏着影响孩子
们社会化成功与否的关键社会关系。只
有孩子们自己才能发现并且照亮这些角
落。而这些角落究竟在哪里，如何去照
亮它们，我在这本书里都看到了。

因此，我建议家长和孩子都看看这
本书，也许家长们能通过这本书走进孩
子的心灵世界，而孩子们能找到属于自
己同龄人的解决方案，在与这本书的思
想碰撞中找到自己的成长路径，成为自
己关系的主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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