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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当与经典相约

顾之川

我国语文教育研究主要有四支队伍：一是高校专家学者队伍，多数是从

事语文学科教育学的教师，也有从事语言学、文学教学同时又关注语文教育

的学者；二是教育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队伍；三是语文教研员队伍；四是一线

语文教师队伍。应该说这几支队伍各有所长，正可以优势互补。高校学者和专

业研究者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底蕴深厚；一线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

强，而语文教研员则介于他们之间。我因为本职工作是编语文教材，同时兼中

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还常受邀参加教师培训。这为

我提供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契机，因而也就与这几支队伍有了多方面的联系，

但接触最多的还是活跃在语文教研一线的教研员，尤其是省级教研员。我深

知他们对祖国母语的热爱，对教书育人事业的忠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往

情深。他们多数都当过语文教师，有的还当过校长，既有丰富的语文教学或管

理经验，又有对语文教育的深入思考，常常深入到语文教学一线，或听课评

课，指点迷津；或申报课题，合力攻关；或组织活动，助推教师成长；或著书立

说，开展语文研究。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创新性成果，丰富着我国语文

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本书作者岳维鹏就是这样一位颇具代表性的教研员。

我和维鹏既是语文同行，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当过多年中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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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现为宁夏教育厅教学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

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记得 2016 年我曾应邀到吴忠参加他们的高中

语文教研活动，因飞机延误，午夜时分才到银川机场，他和安奇老师来接

机，让我深受感动。我们虽不常见面，但彼此都很关切。所以，当安奇老师跟

我说维鹏老师有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写篇序时，我便不假思索，满

口答应了下来。

这本《经典与树人》记录着作者阅读传统经典，探寻教育智慧的心路历

程。全书依次为：“四书”里的教育智慧，先秦其他典籍里的教育智慧，汉唐儒

学里的教育智慧，宋明理学和心学里的教育智慧，清学经典里的教学智慧，传

统教育杂说。从这个纲目，我们可见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典籍用力之勤，涉猎

之广，钻研之深，玩味之透。我认为，本书至少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敬畏经典，热爱传统文化

古人常用“皓首穷经”形容一个人对于传统典籍学习的执着。作者对中国

传统文化典籍有着特殊嗜好，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对经典的这种痴

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热衷收求典籍，庋藏丰富。他的一大爱好，就是

到古籍书店搜集心爱的典籍，只要是名家名作，无论经史子集，马上买下来，

尤其喜欢繁体字、竖版、线装的。二是用心钻研典籍，涉猎广泛。他不仅通读了

《十三经》的大部分篇章，还广泛涉猎儒、道、兵、墨等各家经典。儒家如董仲

舒、扬雄、郑玄、韩愈、李翱、周敦颐、张载、朱熹、王阳明、戴震、曾国藩等；道家

如《老子》《庄子》《列子》《黄帝四经》《抱朴子》《素书》等；兵家如《孙子兵法》

《六韬》《吴子》《曾胡治兵语录》以及《墨子》中的兵学部分等；他甚至对《忠经》

《挺经》《冰鉴》《反经》等书籍也有接触。近现代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

蔡元培、章太炎、朱自清、胡适、林语堂、熊十力、梁漱溟、吕思勉、马一浮、冯友

兰、鲁迅、张东荪、吕思勉、傅斯年、季羡林、李泽厚、楼宇烈等人的著作，都在

他的披阅范围。三是传播传统文化，热情有加。他始终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部分，利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在宁夏全区的学校产生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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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远的影响。

二、古为今用，知古用以鉴今

一般说来，从中华优秀典籍里汲取教育智慧，是教育学专家学者的责任。

作为一名出身于中学一线教师的教研员，维鹏能够下这么大的功夫，从典籍

中爬罗剔抉，张皇幽眇，非常难得，值得称赞。他不是一味地“钻故纸堆”，而是

通过自己的静心阅读、潜心研究，从中发现、总结、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教育

智慧，正如陶渊明所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然后形诸文字，汇集成编。他

把自己几乎所有能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

上，尤其对《论语》《老子》《大学》《学记》等经典篇目用力甚勤。所谓“板凳要坐

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维鹏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真寂寞，这在当今这个

浮躁喧嚣的社会里的确难能可贵。

三、立足当下，重在学以致用

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研习，不是食古不化，而是为了学以致

用，重在“接地气”，联系实际，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比如，从《论语》之“仁”，

他想到教师立德树人的职责；从扬雄《法言》，他想到模仿创新；读《孙子兵

法》，他联想到校长的职业角色问题；读《贞观政要》，他联想到学校班子建设

问题；等等。这足以说明两点：一是作者有着强烈的教育情怀，崇高的教育理

想和远大的教育追求，不仅热爱自己的语文教研事业，热爱中华传统文化，而

且不尚空谈，善于付诸行动。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重点在如何

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落地生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信这

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对一般读者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能够带来多

方面的启迪。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01 年，全国中语会“中语西部行”第一

站就是宁夏，我们在去固原义务支教的路上，曾沿路追寻红军西征的足迹。

2004年宁夏率先进入高中新课改后，我又多次随语文同仁前往学习交流，曾

陪温儒敏教授到六盘山高级中学搞“突然袭击”，与老师们座谈交流新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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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陵的巍峨气息，沙坡头的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贺兰山岩画的粗犷浑

厚，镇北堡影视城的古朴苍凉，固原博物馆的鎏金银瓶和漆棺画，以及西北

人的豪爽大气，都给我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语文教育

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解决语文教育教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成为首要问题。我相信，在维鹏和安奇等语文同仁的引领下，宁夏语文

教育之花一定会更加绚烂。我也期待着维鹏能在经典阅读的路上继续前

行，探索出更多更精彩的教育心得。

2017年 11月 1日

于京东大运河畔之两不厌居

（作者顾之川：著名学者，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审，全国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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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归仁，博学笃志
———浅论《论语》之仁

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

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这话的意思是：“万物之理我都具备了。

反问自己，所具备的道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努

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求仁的道路没有比这更近的了。”孟子所谓的

“仁”，源出于《论语》。

一、《论语》的基本内容

《论语》是一本什么书呢？《论语》是一本记言的书。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其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

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

《论语》。”据《汉书·艺文志》，汉代有《鲁论语》和《齐论语》等多种版本。

《论语》是一本有思想传承的书。孔子言说的内容，思想源头不是尧

舜，而是周公。《论语·述而》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

周公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周公极为敬仰。

《论语》是一本思想体系较为严谨的书，起于《学而》，继之《为政》，终

于《尧曰》，从中可以看出其连续性的思想推理。作为士子，首先要念好书，

其次学为政，最终实现“尧”时的盛世。

《论语》是一本历代研究者众多的书。笔者接触到的相关典籍有魏何

晏《论语集解》、宋朱熹《论语集注》，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南怀瑾《论语

·３·

◎
﹃
四
书
﹄
里
的
教
育
智
慧

003



经
典

树
人

书书书

别裁》、王蒙《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杨朝明《论语诠解》、余秋雨《君子之

道》、杨树达《论语疏证》、李泽厚《论语今解》、孙钦善《论语注译》、钱逊

《论语讲义》、钱穆《论语新解》，等等。

二、《论语》的阅读方法

结合钱穆阅读《论语》的方法，笔者归纳《论语》阅读的基本方法五条。

第一是“不离人事”。即感悟道理不离开具体的人和事，不离开具体的

情境。因为《论语》不是独立说理的，是人中含理、事中含理。《论语》里的

话语都有具体的情境，但情境往往被省略了，需要补充出来。

第二是“不先立论”，这是朱熹先生提出的。所谓的“不先立论”，就是

读书前，不带任何偏见成见。钱穆先生也说过读《论语》要“不先立论”。

第三是“联系它典”。读《论语》一定要联系其他相关典籍。《论语》引

用最多的典籍是《尚书》和《诗经》。《论语》对于后人的启发是无穷尽的，

在曾子、子思、孟子、董仲舒、张载、韩愈、李翱、周敦颐、王阳明、曾国藩等等

先贤的著述里，随处有《论语》的影子。后儒许多重要观点都源自《论语》，

是对《论语》的申发。

第四条是“话题集中”。《论语》全书有思想系统，但作为最早的典籍，

学理体系并不像现代的作品这么完善。《论语》起于《学而》，继之《为政》，

再继之《八佾》，终于《尧曰》。文脉思路大体清楚。每章主题并不单一，但

也可以分为若干话题。

第五是“反复感悟”。不要希望一下子读懂《论语》。多读一遍，就有

多读一遍的新感悟。浅人浅悟，深人深悟，至人至悟，都有所悟。

三、《论语》的文眼：仁

《论语》是一本有核心观点的书。英国诗人多恩在《没有人是与世隔绝

的孤岛》里写道：“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正如《论语》所言，与人相处最深刻的学问就是“仁”。

《孔学微义》一书指出，《论语》里有 ４６ 处写到了“仁”。清人阮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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