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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抒己见

特别推荐

“中国教育怎么
了？ 中国教育怎么
办？” 著名学者钱理
群先生超越教育而
言教育。本书历陈作
者参与中国教育的
所见、所闻、所感、所
思，揭皮见骨，展示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
生”。

如果人性与教育都在扬恶抑善
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钱理群
漓江出版社/2012.6

揭皮见骨，才露出血淋淋的真实

鲁迅说，人在白天日下，是戴着“人造的面具”，攒这精心设计的“衣
裳”的。在深夜独处时，就脱下了面具和衣裳，面对“赤条条”的自我。

但还有皮肤———这也是掩饰物。于是，就要揭皮见骨，才露出血
淋淋的真实。

我们的教育改革所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嗡大闹，大造
声势，搞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举办花样百出的公开课，评比、检查、
树标兵（我们叫“名师”）、立样板，现在又加上商业操作，更是热闹非
凡。完全忽视了教育是一个慢的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实践中的潜移
默化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改革的形式主义化、空洞化、扭曲
化，所谓“人文秀”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学术流氓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观点，如果有了而守
不住，不断地变来变去，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最后丧失了自
己的学术个性，而且这还是个陷阱，弄不好，就会蜕变为“流氓文化
与学术”。鲁迅早已警告：“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
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循，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
武器的人，都可通称为流氓。”我们对学术流氓应保持高度警惕，他
们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

健全的社会里，人性与教育能做到扬善抑恶

也还是鲁迅所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这
也是一位哲学家的概念：“盛满光明的黑暗。”

这是确实的：当发掘灵魂的深，挖出隐蔽的恶的同时，也必然遭
遇同样深藏的善。人性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本来就是难解难分，
纠缠为一体的。

通体光明的教育的乌托邦世界，永远存在于彼岸；此岸的教育
从来和理想的教育是有距离的，因而总是黑与白、善与恶交织的。

区别仅在于健全的社会里，人性与教育能做到扬善抑恶；如果

人性与教育都在扬恶抑善，那么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
题。这也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与教育环境中的我们，最感痛苦的。

没打下真、善、美的光明的精神的底子，年轻人难免陷入
精神的堕落

人们都在感叹今天世风日下，许多人，包括年轻人，都陷入精神
的堕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如果做进一步的追问，就可以发现，许
多人的堕落，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书，特别是接受中小学教育的
时候，没有打下一个真、善、美的光明的精神的底子。我们的教育的
存在，过早地和社会存在趋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不安静，
学校更喧嚣；社会腐败，学校也不干净；社会绝望，学校同样虚无，等
等。这样的教育存在，使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了和他们的年龄不
相称的世故、冷漠、阴暗、空虚，这样的未老先衰的生命是脆弱的，到
了社会，是无力抵抗黑暗的侵蚀、诱惑的。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给孩子们留下什么样的童年的、青少年的记
忆：是宁静的，还是浮躁的；是温暖的，还是阴冷的；是蓬勃向上的，
还是消极退缩的；是阳光的，还是灰暗的；是多彩的，还是无色无味
的……都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我还说过，中小学教师的生命的全
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能够成为学生童年记忆中最温暖、最光明的
那个瞬间，我称之为“神圣的瞬间”。

“有思想的老师”是中国教育的希望

中国的教育有没有希望，中国的语文教育能否真正体现人文精
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拥有大批的“有思想的老师”；而中国的
教育，中国的语文教育之所以需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现行
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首先束缚了教师的思想，不容或不利于“有思
想的教师”的发展，当然也就很难培养出真正有独立思想、人格的学
生。因此，我认为，教育改革应该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在教育
体制上给教师、学生以较大的自主权，让他们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
把教与学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追求思想的解放，创造
最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整理/见习记者 李婷

如果我们塌了，
大楼就是一堆烂尾在那里的钢筋水泥

邱永峥来环球时报之前就是个
“挺有钱的人”，我没问过他是不是真
的， 但有一点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他
做战地报道不是为了人们通常所说
的“利”。 或许对记者职业很投入的
人，都会陶醉在只有这个圈子里才有

共鸣的精神追求中。
经常有人在网上质疑从事战地报道的人，似乎他们“唯恐天

下不乱”，甚至是“嗜血”的一族。这种质疑是无聊的，就像质疑忠
于职守的医生是群心怀鬼胎、唯恐天下人不病的势利小人。战地
记者心中都有大爱，包括对世界的爱，以及对职业的爱。野心是
战胜不了恐惧的，只有爱能战胜它。

从事战地报道需要勇敢，也需要智慧。其实这是做好每个领
域新闻报道的真谛，只不过战地报道的极端，把这两个品质也磨
砺得十分锐利。不勇敢的人，智慧差点的人，都可以在其他领域
里混，但是做战地报道的人首先得敢去，还得抓得住东西，必须
活着回来。所以即使他们开始挺一般的，时间长了也会变得与众
不同。

有时我觉着， 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非常敏感、 胶着的今
天，很多媒体就像大的“战地报道组”。政治和市场对我们来说都
不那么阳光雨露，我们得敢闯，有时那感觉就像是“迎着子弹”。
但我们又不能傻闯，我们得有智慧和理性，能够分辨什么是海市
蜃楼，什么是真正的美景和光明。我们不能被击倒，我们得好好
“活着”。坚守这个职业，依然为自己的理想不辞辛苦，不惧风险，
甚至敢于冒生命之险，需要信仰。

如果中国崛起的事业相当于一座大厦的建筑工地， 新闻工
作者们就是给这座大楼搭脚手架的人。 我们或许最终决定不了
大楼的设计和盖法，但我们的架子能搭多高，大楼就能盖多高。
如果我们塌了，大楼就是一堆烂尾在那里的钢筋水泥。

所以，让我们自信，并彼此尊敬。
■文/胡锡进

《直到世界尽头：林丹自传》
林丹
凤凰出版社/2012.8

林丹首次出书述说自己的成长之路。从
5岁开始练习羽毛球到成为世界首位拿到羽
毛球全满贯的运动员， 林丹的成长并非一帆
风顺。如何在逆境中调整好状态重新出发？如
何在人生低谷沉住气等待转机？ 除了剖白自
己的心路历程外， 林丹更书写了与教练、队
友、对手的相处以及与妻子谢杏芳的感情。

《大转型》
韦森
中信出版社/2012.7

作者指出当前的国富民穷、内需不振与中
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恶税已经损
害普通百姓的消费力和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
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监督政府花钱，限
制政府收税是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必
然选项。

《民国了》
杨早
新星出版社/2012.7

本书从武昌起义写到民国成立。历史学
者杨早角度新颖， 仿佛回到当时历史之现
场，发来富有画面感的“采访报道”；深入各
省革命之细节，描写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的
历史， 提醒读者不只是从宏观角度去观望，
更要学会从历史支流中凝视。

微书情

《变天———中国战地记者亲
历中东骤变》
邱永峥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