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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爱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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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是很美的，因为有一朵人们看不到的花……”，

小王子说。

    “让每一个默许，每一个静静的春天的悸动，都成为一

朵小花的生日”，顾城的诗如是说。

    星星上的那朵，很美很美。

    春天里的这朵，纯真可爱。

    那朵和这朵，一个在星空，一个在原野。

    晴朗的夜晚，这朵，遥望着星空里的那朵……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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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真谛

钱理群

也许真是因为老了，心也变得柔软起来，我只是读了本书的一部分，

就止不住流了好几次眼泪。明知道这本书不是给我看的，而是让孩子们读

的，我却依然读得如此投入——这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而且不只是启孩

子之蒙。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反问自己：尽管忝身于老教授、老教育

工作者、老语文教师队伍之列，但我真的懂得“教育的真谛”了吗？

就拿本书用得颇为频繁的词“神圣”二字来说吧，我们早已经把它忘

却了，甚至是讳莫如深了，以致今天究竟有几个教师是怀着“神圣感”走

上讲台的？而我们的社会又有谁真正把教师视为一个“神圣的职业”？记

得曾看到一篇文章，说某教授视三尺讲台为“圣坛”，每次上课，都要

认真梳洗，特别是九月一日开学前必将沐浴，衣冠楚楚地出现在新学生面

前，学生看着就觉得亲切、舒坦，神圣感油然而生，老师还没有开口，教

育就已经开始了。当然，真正吸引学生的，不只是外表，更是教师的精

神、气度，因此有些教师衣着随意，也依然为学生所倾慕。但这些“故

事”听起来似乎已十分遥远了，“古风”早已不存在了。

“魅力”这个词也是本书的作者最爱用的：“教育的魅力”“语言的

魅力”等等。但这样的词也被“陌生化”了。教师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

谋生手段，商业化行为。学生出钱，老师卖知识，“赚钱”成为教师从事

教学工作的唯一的动力，“教育的魅力”所产生的教师生命的内在驱动力

早已是“天方夜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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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爱”，这是本书的“主题词”，更是“不合时宜”。我们早就视

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核心”而将其批得“体无完肤”了。至于本书的论

述中心——“对中学生的爱情教育”，恐怕题目本身就足以把人吓跑……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样的“面对”是让人十分痛苦的。

我甚至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我仿佛觉得，和我的生命相连接的“教

育”的母体被肢解、掏空了。

是的，被掏空的，正是教育的核心：“人”与“精神”。

不错，我们曾有过将“精神”绝对化，鼓吹荒唐的“唯意志论”的时

代，导致了全民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极端贫困化。我们也有过在“培养纯

粹的人”的旗号下，将人工具化的历史教训，这都是不应该忘记的。但难

道我们真的在泼去污水的同时，也必须将“孩子”倒掉吗？

本书的作者说得很对：我们正在进行“教育观”的较量。当社会物欲

横流，腐败的毒汁渗向下一代时，我们必须坚守住教育这块“精神的圣

地”；当孩子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甚至“教育”的时候，

“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学生”用自己的心去热爱周围的人，去帮助周围的

人，引导他们在走向高尚的路上迈进。

面对日趋商业化与工具化的教育，面对人的独立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压

抑，我们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培养独立的、自由的具

有批判精神与创造力的“人”作为我们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

我们自然知道自身努力的有限性。我总要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我

们所做的，不过“如一箭之射入大海”，实在是可怜得很的。但我们又确

实不能坐等“客观条件的成熟”，我们的生命说不定就会在这等待中荒

废。我们只能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我这才明白，曾宏燕老师的这本

书，让我如此感动，原因大概就在于此。我们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本不难

看出曾老师努力的艰难，但她却在给她的有限的自由空间里，做了一首首

多么精美的教育“诗篇”啊，她把她的学生带入了怎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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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当你读着这本书，随着曾老师和她的学生一起，来到郊外，听着曾老

师亲切的召唤：“你们听一听，树林里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你们能

读出云儿讲述的故事吗？”……你能不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和谐吗？……

当情人节的玫瑰绽开在教室里，你与年轻的学子一起听曾老师讲古希腊爱

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与美少年阿多尼斯神的爱情故事，讲反抗罗马统治

的青年基督徒瓦伦泰因在给心上人写了情书后，坦然走向刑场的故事，你

能不感到“当学生们在语言的世界里领略唯有人类才拥有的美好感情，那

语言的魅力，那情感的圣洁不是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他们的心田”？你一定

会像曾老师那样想到，“我们在倾听心灵真实的声音，而无须回避也无须

讳饰”“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美好的心态来对待孩子们呢？”……当你听着

曾老师的娓娓倾诉：“与其说我陪伴学生们度过了人生的重要阶段，不如

说是他们使我领悟了生存的价值，从而使我对生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体

验，”大概你也会像曾老师那样，因此“愈加理解教育的真谛，愈加因自

己的生命能为之奉献而欢欣”……曾老师的教学实践，以及她的这本总结

式的书，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个多么广阔、自由的教育天地，又引发

我们的缕缕情思，无尽遐想……

而且，你还会发现，在你的周围，就有这样的“曾老师”，同样充满

了对教育、对孩子无私的爱，同样进行着创造性的教育试验。其实你自己

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类似曾老师这样的创造欲求？是的，目前“曾老师”

们在教师的总数中，比例还不算大，但正像我经常说的那样，中国的人口

多，教师队伍也相当庞大，“曾老师”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分散

的有志于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曾老师”们应该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进行理念与实际经验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我们会感到自己并不孤

独，还有“真同志”在！而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读着曾老师的这本

书，写这篇“序言”，呼唤着相识与不相识的“曾老师”。也让我从这里

看到一点中国教育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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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后记”的末尾，作者满怀激情地谈到“这本书是幸运的，因为

她诞生在世纪之交的年代，带着二十世纪的梦想，跨入新世纪更加辉煌灿

烂的生活。她希望自己年轻的生命能给同样充满活力的孩子们带来欢欣和

希望，她更希望自己那稚嫩的声音和着春天万物萌发的生命之歌加入新世

纪的旋律之中”。

也许是年龄的差距，我并没有作者这样的乐观；但我仍愿意和作者以

及本书的读者一起，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向前走去。

（此文为钱理群教授1999年末，为我《爱，你准备好了吗？》一书

写的序言。我对此序珍爱如初，且久而弥笃。现征得钱先生同意，作为

本书的序言。——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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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

是在脑海，还是在心房？

它是怎样发生？它又怎样成长？

回答我，回答我。

——莎士比亚

 

一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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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久违那怯怯的可爱 

一张请帖，来自北京，沈春格。

银色浮雕式印花，相依的男女，目视远方。

请帖上，有她写的几行字。

亲爱的曾老师：

我和他，相伴二十五年，即将迎来银婚纪念日。

三十年前，是您，把爱情阳光带入课堂。

现在，与您分享我们的幸福。

祝福我们吧，亲爱的老师！

                          爱您的小鸽子

 

哦，“小鸽子”，这还是我给她起的昵称呢。记忆中，她美丽活泼。

乌亮的眸子，浓密的睫毛，梳着两条小辫子，笑起来，“咯咯咯”的，课

间，走廊里，都会听到她清脆的笑声。

当年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后来遇到一个爱她的，她也爱的小伙子，他

们组成了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

灿烂的夏天，有一个美丽的日子，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当年的小姑

娘和小伙子，今年，将在这个爱情见证的日子里，相携步入银婚的殿堂！

这样的快乐消息，是让人幸福的。

而这幸福，于我，还有另外的特别的意义——请帖中提到的那堂课。

三十年了，她还记得那时我给他们上的爱情教育课！人的记忆总是带

有选择性的，她能够记住中学时曾上过的一堂课，我想，一定是这堂爱

情教育课走进她心里了。

w07193w1.indd   2 2016-12-13   10:44:24



003

一

开
始

一粒小小的种子落入心间，爱情观念的幼芽萌发出来，日渐成长。

三十年后，她让我看到，她的爱情花朵绽放得如此美丽。

小鸽子，可爱的小鸽子，我像是回到了当年，又听到了她“咯咯

咯”的笑声，又看到了那群可爱的学生，那间欢乐的教室，那些青春的

可爱……

午饭时间，往往是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光，几个带饭的女孩子，围坐在

教室里，互相分享着饭菜，交流着最新的见闻。

她们沉浸在快乐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坐在不远处独自闷头吃饭的男

生向她们投来不满的目光，这是一个从不跟女生搭腔的男生。

咯咯咯，呵呵呵，哈哈哈……这天，笑声又在午饭时间开始了。

 “你们干啥啊？”一声断喝！

笑声戛然而止。

 “女生有你们这样的吗？有你们这样的吗？”他声严色厉地大声呵斥。

从来不和女生搭腔的他，突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女生们先愣了一

下，随即笑了起来，边笑边说：“我们就这样，咋了？愿意，咋了？就这

样，就这样……”

他气哼哼地走了。

第二天中午。几个女生依然在一起聊啊，笑啊。

“啪”的一声，一本书甩到了她们的桌上，抬头一看，他已扬长而去。

再看书名：《女儿经》。还真没看过这书，哦，还有些年头了，明代

的。急忙打开看，结果，没看几行，她们就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他回来了，目不斜视，径直朝自己座位走去。几个女生大声朗读起

来：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

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凡笑语，莫高声。读到这

里，她们实在忍不住了，大声笑起来。

当年的这些孩子，男生和女生沟通的方式，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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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这是封闭环境下才会有的“幽默”故事？

记得，那个年代的他们，青春的情愫，是怯怯的，悄悄的……单纯而

内敛。

耳畔，又响起笑声，两个人的笑声，一个男声，一个女声。

班里活动结束，天色已晚。

我让男生负责将女生送回家。

他对她说，我送你。两家住得不远，顺路。她就红着脸答应了。

当得知他骑自行车，她犹豫了，因为她没骑自行车，总不能让他推着

车陪自己走回家吧。看到了她的犹豫，他说，没事儿，我骑车带你。她

问，你会带人吗？他说，会。

他跨上了车，她紧跟几步，跳上了车后座，结果，她刚跳上去，两人

就连人带车摔倒了。他站起身，显得有些狼狈，连说“对不起”。她笑着

说，是我上车太猛了吧。他忙说，也许是吧，那你慢点上。他又跨上了

车，她紧跟着跑了好几步，尽量放轻动作，但还是连人带车摔倒了。他似

乎有些窘，但却还是坚持要再试一试，但，依然不成功……他俩一次次地

摔倒，却又一次次地尝试，伴着一次次的失败，是一直不停的笑声。后

来，她开始意识到，他根本不会骑车带人，就对他说，算了吧，看来我这

上车技术太差，一时半会儿提高不了，你还是自己骑车回去吧。他说，那

怎么行，老师交代了，要把你送到家的。因为他的坚持，她就只好让他推

着自行车，两人一起走回家。

一路上，他们没怎么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他大概也是这样吧。

他们就这么走着，但她心里开始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微妙感觉，他不再

是那个平时和她一起学习的男同学，而是一个挺好的，有责任又有点小坚

持的男生。他的责任感，他的坚持，让她觉得他挺好挺可亲。这朦朦胧胧

的好感，还让她隐隐觉得，他的责任和坚持，似乎，并不只是要完成老师

交给的任务那么简单。

而他，虽然出尽洋相，但心里很开心，终于，和自己偷偷喜欢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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