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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果洛果洛 笔记笔记（（六六））

一言一言一言 难忘难忘古人古人古人谈读书谈读书

曾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曾子在《大学》中深刻阐述了学
习与修身的关系，提出：“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亲即新），
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
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
所先后，则近道矣。”曾子关于学习
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谈了
两层意思：一是学习的根本目的。他
认为，大学学习的目的或要义，在于
彰显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光明的德行，
在于使人们除旧布新，在于达到完美
的境界。二是阐述了道德修养的途径
和方法。他提出，人们只有知道了学
习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做到确定志
向，才能安心修养，才能思虑周详，
才能够有所收获。人们如果知道了道
德修养的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也就
接近于做学问的方法了。

荀子：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荀子劝学，开篇特别关注两个问
题：一是学习的重要性，二是学习的
目标。荀子在 《劝学》 开篇就讲：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
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
水……木直中绳，辆柔以为轮，其曲
中规。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
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在开篇论述中，通过生动的
比喻阐明了学习的重要性，提出只有
学习才是提高人的品质和才能的唯一
途径。靛青是从蓼蓝中提取的，但比
蓼蓝更青。冰是水变成的，但比水更
冷。木料笔直得合于墨线，但把它熏
烤弯曲而做成车轮，它的弯曲度就与
圆规画的相合。即使再烘烤暴晒，它
也不再伸直，这是熏烤弯曲才使它这
样。荀子借冰与水、青与蓝的关系以
及将木料熏烤加工成车轮的例子，比
喻学习的重要性。“ ”喻为学习的
途径，“轮”喻为学习的结果，成器
成才。

荀子提出读书学习的目的在于培
养道德情操，涵养君子人格。通过不
断学习，积善成德，心智澄明，具备
圣人的思想境界。所以，荀子提出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
行无过矣”；“积善成德，而神明自
得，圣心备焉”。“参省”即反省、考
察。荀子主张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每
天要省察自己，那就会见识高明而行
为不会有过错。

荀子关于“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
己”的观点告诉我们，学习要有崇高
的目标。积累知识是手段，培养道德
情操、涵养君子人格是目标。明确了
学习的目标，才可能做到博学多闻，
永不停步！

徐幹：志者，学之师也

徐幹在《中论》中谈道：“虽有其
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
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
才之不瞻（通‘赡’，丰富），而患志之
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
几，故君子必立其志。”徐幹在这里提
出了一个学习的重要问题，即学习中志
向与才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就一个
人学习而言，虽然有的人有天赋才学，
却没有远大志向，因而还是不能建功立
业。所以，一个人的志向在学习中发挥
主要作用，犹如老师那样的作用。而一
个人的才学在学习中发挥次要作用，犹
如学生那样的作用。求学的人不要担心
自己的才学不丰富，而应该担心志向没
有确立。所以，自古至今为学的人不计
其数，而有所成就的人却寥寥无几。因
此，君子一定要确立他的志向。徐幹的
观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读书学习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立志于学，坚持
不懈，才能学有所成，建功立业。

颜之推：读书学问，明目修身

《颜氏家训》共20篇，论及教子、
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等问
题。《颜氏家训》 成书以后，备受推
崇，被誉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
书中提出的教育观、读书观，对后世影
响深远。论及儿童早期教育的观点非常
超前，令人佩服。早在 1400 多年前，
颜之推就倡导“教儿婴孩”，明确提出

“胎教之法”。他说：“古者圣王有胎教
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
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书之玉版，藏诸金匮。”

颜之推关注教育，也重视读书，将
读书学习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读书观，值得
我们借鉴。他的读书观既继承了孔子、
荀子、刘向等古代先贤的读书思想，又
提出了自己关于读书学习的独到见解，
立论平实，旁征博引，自成一家之言。
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 《颜氏家训·勉
学》一篇之中。

颜之推十分重视为何读书的问题。
他在《勉学》一篇中谈道：“夫所以读
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颜之推认为，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
来就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辨别能力，
以利于自己的品行。他在文章中列举了
读书对人们开启心智、修身利行的种种
作用。例如，通过读书，能了解古人如
何孝顺父母，怎样侍奉父母，转而效法
古人；通过读书，看看古人如何忠于职
守，在危险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惜
牺牲生命；通过读书，看到古人如何恭
谨俭朴、谦卑自守，以礼让为教化的根
本；通过读书，还能看到古人如何少有
私欲、周济贫困、宽仁大度、通达乐
观、刚正不阿、讲求信义等等。凡此种
种，各方面的品行，都可以能通过读书
加以培养。事实上读书的意义和作用是
多方面的，古往今来，论述不少。孔子
就强调读书重在修身。他在《论语》中
多处谈到读书与修身的问题。子曰：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始终关
注读书人的道德修养，将道德修养与读
书学习紧密相连。他所忧虑的是品德不
培养，学问不讲习。颜之推提出读书学
问在于开心明目、修身利行的观点，与
古代圣贤的观点一脉相承，深化了人们
对读书意义的认识。通过读书，不仅能
开启心智，启迪智慧，获得知识，还能

“穿越”古今，效仿历代先贤，培养道
德品行。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更多内容可关注吴
尚之所著《古人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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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中国自古就有读书的优良
传统，热爱读书、崇尚读书之
风绵延数千年。古代先贤有关
读书的许多至理名言，影响一
代代读书人，引领一代代读书
风尚，至今仍影响深远。本版
邀请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开设

“古人谈读书”专栏，讲述古代
先贤关于读书治学、作品赏析
的观点和论述，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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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一隅 徐剑 摄

入达日县城，已是夜色墨浓，
华灯初放，将县城照得通明透亮，
藏家千盏灯，风雨故人来，街道两
边赭色方块建筑格外醒目。

雨是傍晚下起来的。原本一路
阳光灿然，可是进入达日县地界，
海拔升至4000米以上，突然变了季
节。晴得好好的天空，遽然乌云锁
山，先是冰暴，继而冷雨，噼噼啪
啪地下。也许因为接近黄河流域，
天地大河旅人互动感应。河神、雨
神、雷神纷纷蹿了出来，一展神
威，雷神最早登台，犹如脸庞黝黑
的马背武士，挥鞭抽向云团。金鞭
子所指，裂帛撕云，划破天幕，一
道道闪电在云罅炸裂，犹如老榕树
根一样，布满天际。惊雷从远天传
来。风神也不甘寂寞，雪风从天庭
吹过来，伸手招经幡，作呼风唤雨
状。雨神不遑多让，宛如云中仙
子，白衣袂袖，长裙匝地，飘然于
云间，伸出纤纤酥指，抓来阿尼玛
卿山的雪粒，揉成冰珠，一把把地
撒向人间。挡风玻璃被砸得吧嗒嗒
响，引擎盖上落下厚厚一片残冰。
随后，瀑布般的暴雨落下，形成一
片巨大的雨幕带。彼时，吉普车打
亮车灯，像一匹匹白骏马、红骏
马，瞪大眼睛，犁向雨幕。

黄昏冷雨长路行，穿云带雨。
驶进达日县城，已经晚上 9 点多。

车子按地图所指，在一家餐馆马路沿
边停下。他一脚跨出车门，暴雨还很
大，路面汪了一摊水，鞋踏雨水而
行，尴尬亦油然而生。下午在俄姆措
荆棘草甸上穿行，无路，穿了多年的
户外鞋，一双鞋帮底皆碎裂，令他十
分懊恼，嘱司机去买 520 胶水，以便
到住处粘鞋子。夜雨仍旧纷纷扬扬，
速跑，蹚水冲入酒家。坐定，想白天
神游年保玉则，看尽果洛三部风景，
已经幸福在线满格。而且高原遇雨，
今夜空气湿润了，能睡一个好觉，在
高海拔之地，莫道幸甚。

黄河之水天上来。桌上有酒，非
黄河水酿，而是李白喜欢的剑南春，
系长江水所制。长江、黄河，几曾寒
梦到餐桌。一天跨越两条水系，而此
时长江只是一壶老酒，一饮而尽，奔
流于心中。黄河却离他很近，隐没于
达日县城边上，绕城而过。他在灯红
酒绿中想黄河，黄河则在雨雪云雾看
他，审视、觊觎、摩挲，包裹九方，
只待明天一见。

那一夜，入住一座藏式宾馆，他
不想靠近佛国莲花，只盼黄河青山入
梦来。在海拔4200米的达日县城，他
睡得很沉，一夜无梦到天明。

早晨起床，天仍阴，迷雾包裹了
达日城郭，不见天上太阳，他心里亦
无光亮，心绪骤降冰点。达日之盛，
盛景为千壑归流，黄河水清，两岸青

山绿地。今日不见黄河心不死啊！吃
过早餐，行程是先去看岭·格萨尔王
的狮龙宫殿，再观百川一揽归大河。
登车，已是上午 9 时许，出达日县
城，往八座山峰像八瓣莲花绽放的风
水宝地驶去。途中，雾来雨落，吉普
车从黄河岸边驶过，可是河神作祟，
黄河被盖了一个雾罩，不见果洛长
云，也不见从源头卡日曲和约古宗列
曲流淌而来的黄河水，可是他听见了
大河涛声，那是一匹枣红马的啸啸之
鸣吧。雾中，他看见一名少年跃身上
马，手执套绳，向一群野马踏云而
去。风中，雪中，传来一句神预言：

“十二套索扮马饰，东山顶上太阳
升”。他知道此诗语出 《董氏预言》，
意思是说以枣红骏马显示权威，以神
奇的幻索套捕。故事说的是岭·格萨
尔 12 岁那年，嘉洛部落以全部财宝、
美女珠姆和岭国的王位为赌注，举行
赛马大会，岭国的英雄们不管谁获
胜，皆可得国土、众生、宝物与珠
姆。岭国男儿跃跃欲试。岭·格萨尔
王跃飞身上马，因了天地神助，不仅
跑在最前边，且抛出套马绳，一缆神
网落下，套住了那匹刚烈的枣红马，
并紧紧攥在手中。少年未名，英雄不问
出处，全场欢声雷动，岭·格萨尔将
王旗高扬于三界之顶。彼时，岭国大
将率男女老少顶礼膜拜，纷纷将身
上、头顶上的稀世之宝献给他。彼
时，踌躇满志的格萨尔叔父晁通输给
一位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虽很不服
气，却还是献上珠宝、哈达，说侄子
犹如“格萨尔”（藏语，犹言如花蕾绽
放），本应居此位。从此，格萨尔率30
名大将，捉妖降魔，打了一场又一场
胜仗，遂成英雄史诗。

车抵狮龙宫，天空飞扬的冷雨渐次
小了，他跨出车门，见铜雕马背上岭·
格萨尔王御风而行，风马旗、箭镞插于
身后，风掠天空，云罅中筛下一束阳
光，照在格萨尔王身上。他深信天会放
晴，天神早已在佐佑岭国，虽未看清黄
河岸边莲花绽放，却仿佛王者驰马而
来，蹄声如雨如雷，穿透黄河雨雾。转
身进入狮龙宫，宫殿是在原旧宫址上重
建的，然而，岭·格萨尔王史诗与天人
神授的说唱艺人，皆是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他早已经熟悉。在三十九族霍尔
部落，类乌齐查杰玛寺，他看过格萨尔
王的头盔、铠甲，还有枣红战马背上的
金鞍，战刀，那是他40岁入格萨尔王

故乡时，听过的神话与传说。
幸哉，达日朝雨浥轻尘，黄河青山

芳草青青，只是白雾如帷幔，笼罩了大
河上下，一片片寒山终不见。他从狮龙
宫出来后，沿黄河岸边返程，到离县城
不远山脚下，盘旋而上。在那东山顶
上，建有达日县观景台，向西，可观黄
河之水天上来，涓涓细流终成大河；向
东，可一睹达日县全貌，窥黄河绕挟达
日县城一隅，流向远方；往南北四顾，
则可见空山绿两岸，油画般的景色。此
时，他掩没于浓雾中，仅仅凭地理方位
遐想。毕竟，这条大河迷迷茫茫，不见
那或清或浑的静水东流去，或者惊涛拍
岸的黄河浪花。

等到黄河水碧。那一刻，他伫立于
观景台上，等待。不时仰首望天，一片
白雾迷茫于天际。近观，山脊筑为高
台，建有一座白塔与煨桑台，各占一
角。他在看台上踯躅良久，时针已经指
向上午10点半，仍不见黄河之水露出
真容来，浓雾散尽，青山重现。等
吧，不见黄河心不死，不看雾散人不
归。彼时，有一辆小车驶了上来，在
煨桑台前戛然停下，走下一对父子，
从后备箱中拿出扁柏青枝与一沓沓经
文纸，于台前祭祀天地故人，绕着煨
桑台，转经，呢喃而诵六字真言，时
桑烟浮冉，一炷冲向天空。那对父子
朝天一抛经文，或红，或白，或灰，
或黄，顿时，天空像一群神鸟盘旋于
经塔之上。刹那间，风须掠白雾，县
城一隅的天际，露出一轮白白的太
阳，欲吞噬浓雾，重现黄河清波。

莫道黄河青山老，只待观河人。将
近中午，太阳钻出雾霾，温度升了起
来。大河上云雾次第散尽，达日县城
边的黄河掀起了盖头，渐渐清晰起
来，百川归流，千曲归于一河，浩浩
汤汤，形成之字般的河流，清澈如绸
带，漂在河谷里。远处，两岸寒山葱
郁，八瓣莲花盛开，一幅吉祥八宝天河
画奔流于眼前。

壮哉，河出莽昆仑，达日几字之
湾，堪称天下第一曲。魂牵梦绕半世，
他终得一见，他将溯河而上，直抵河源
卡日曲、约古宗列曲。汩汩涓流，汇成
大河滔滔，竟然如此壮观，令他心生敬
畏，心静，则起诗境，只待黄河清，那
大河缘，属于他，也属于你。

且看果洛笔记之七 《又见花石
峡》。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等 到 黄 河 清
徐剑

最理想的教育取决于几个不可
或缺的因素：教师的天赋、学生的
智力类型、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学
校 外 部 （临 近 环 境） 所 赋 予 的 机
会，以及其他相关的因素。

——（英）怀特海
2000 年，我曾经写过一本小书

《我的教育理想》。其中就理想的教
育和教育的理想进行了比较深入全
面的探讨。其实，影响教育的因素
是非常多的，传统的教育学一般研
究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主要变
量，怀特海在这里主要讨论了四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师的天赋。他
没有用教师的素养，而是用了“天
赋”这个概念，强调了教师职业需
要的内在特点，如对于孩子、对于
教育的热爱等。我们经常说，好教
师是学生生命中的贵人，有时候的
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然，在实
际的教育过程中，我们是不应该过
分强调教师的天赋，而忽视教师的
职业认同和成长价值的。二是学生
的智力类型。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
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提
出，人的智力类型至少有偏重言
语、逻辑-数学、空间、音乐、运
动、人际关系、自知和自然等八种
不同类型，教育必须根据学生的不
同智力类型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
个性特点与发展潜能的差异，应该
是教育的重要原则。三是师生对于
生活的期望。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
尔和雅各布森的研究表明，教师对
学生高期望有助于促进学生对自己
的自信心和高期望。人的理想、目
标在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学生有了明确追求之后，自然能

够“不用扬鞭自奋蹄”。四是学校的外
部环境。学校不是万能的，学生的成
长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影
响，只有家校社政形成教育合力，才
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效。毫无疑问，
怀特海所说的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值
得重视的。当然，最理想的教育不仅
仅受着四个因素的制约，还有不少

“其他相关的因素”，如教育的内容、
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评价与考试等。

不管学生对你的课程有什么样的兴
趣，这种兴趣必须在此时此刻被激发；
不管你要加强学生的何种能力，这种能
力必须在此时此刻得到练习；不管你想
怎样影响学生未来的精神世界，必须现
在就去展示它——这是教育的金科玉
律，也是很难去遵循的一条规律。

——（英）怀特海
这段文字，在 《教育的目的》 原

文中是用黑体来表达的。怀特海在这
里特别强调了“此时此刻”的当下力
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
忽视了“此时此刻”的问题。我们忽
视了学生“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
忽视了学生“此时此刻”对于所学习

的课程是否感兴趣，忽视了哪些能力
应该在“此时此刻”就得到训练与培
养，忽视了“此时此刻”通过展示、
鼓励等影响学生未来精神世界的工
作，等等。我们总是容易忽视学生

“此时此刻”的幸福而强调未来的幸
福，甚至牺牲学生“此时此刻”的幸
福来试图实现他们未来的幸福。无
疑，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条川流不
息的长河，只有把握当下，才能拥有
未来。试图牺牲学生现在的幸福来实
现未来幸福，只是某些教育者的一厢
情愿。所以，怀特海指出，教育是一
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所有具有实践经
验的教师都知道，教育是一个需要在
细节掌握上耐心又耐心的过程，一分
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
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反反复复，学
习无捷径”。

我极力主张这样的解决方案，就
是根除科目之间毫无关联的状态，这
种分崩离析的局面扼杀了现代课程的
生动性。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
是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们提供给学生
的不是独一无二的整体，而是教给学
生代数——后面没有了；几何——后
面没有了；历史——后面又没有了；
教他们几门语言，但他们又从未真正
掌握；最沉闷的就是文学，所谓的文
学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一些需要学
生记忆的语言学特点、情节的分析，
或是对人物的认识。我们从来没有教
过如何把各种知识综合起来运用。

——（英）怀特海
怀特海认为，现在教育的最大问

题之一，就是学校教育的各个科目之

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教育应该关注多
姿多彩的生活，这是现代课程生动活
泼的源泉。但是，我们的课程把本来
是一个整体的生活“分崩离析”了，
学科课程之间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
来，“我们从来没有教过如何把各种
知识综合起来运用”，无论是代数、
几何、历史、语言、文学等，它们内
在的关系被遮蔽了、背后的逻辑被遮
蔽 了 ，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 见 树 不 见
林”。所以，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要懂得“如何让学生借助于树木
来认识森林”，就是帮助学生通过课
程来认识生活，发展他们的整体性思
维。怀特海举例说，如学习二次方
程，“除非二次方程完美地契合在相
关课程中，否则就没有理由教任何关
于二次方程的东西”。二次方程是代数
的一部分，而代数则是用来量化世界的
一个工具。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被数量
所影响着，哪怕就是诗歌和音乐这样的
东西，数量和数字也会在它们的节奏和
音阶里和我们会面。但是，在学校中，
代数已经“退化成了一堆无用的知识碎
片”，这样是不可能“在孩子生动活泼
的大脑中唤起美好品性”的。

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
苏禾日

辆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