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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学高为师·以真为美

无论岁月怎样流逝，社会怎样发展，社会赋予教师的巨大责任

都使他们不善于表达权利之争。教师展示给社会的是这样一道风景

线 : 远离尘间的喧嚣和世俗的种种诱惑，孜孜埋首于教学之中，以

历史学家们的渊博知识，文学家们的丰富想象，科学家们的严谨探

索和艺术家们的深挚情感，以其心其智，其行其情，默默承载着一

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使命，作着永远不辍的跋涉。这无言的生

命中该蕴藏着怎样一颗魂灵? 这里有哲人般的深邃，这里有心与心

的交融，这里有全开放的视野，这里有观照现实与悠远未来的灯。

这里总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这里永远是希望生长的地方。

当我们手挽手跨进新世纪的门槛，迎接我们的将是无比沉重的

历史责任。时代在发展，教师也要随之发展，让我们以自己的博学，

以自己的敏锐，以自己日渐丰厚的灵魂，和我们的祖国一起，在新

的世纪里，畅然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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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博 学

自古以来博学总是被景仰、崇拜，有意无意间把它当成一种高

不可攀的境界或荣誉。当新世纪的钟声响起，人们才又喜又惊地发

现 : 博学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被逼出象牙塔走近更多的有

志之士，甚至已成为 21 世纪的通行证。仰视别人的博学已经过时，

充实自我、把自己塑造为博学之人已是新的世纪里人们的共识。经

“博学”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命题开篇，正合为师者连接过去与未来、

已知与未知的本分。

第一节 博学概述

博学既然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那么它的含义是什

么? 有无一定的标准? 怎样才能做到博学? 博学之美有怎样的表现

形态? 新世纪的教师职业与博学之间有怎样紧密的联系? 等等，这

一连串问题自然应引起人们的思考。

一、什么是博学

博学是学问的标志，博学是智慧的象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学

士对博学极尽讴歌与推崇，但似乎也没打算把博学认定为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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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它下定义。不难想象当人们不知自己所追求的对象为何物时，其

追求本身也就很值得怀疑。博学之所以往往被神化、被虚化，被视

为远在天边的梦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博学缺乏清晰的

理性的思考。

1. 博学的含义

博者，广也; 学即学问、知识是也。看来博学是指一个人知识

面宽且知识量多。不过一个人想拥有丰富的知识并非易事，特别是

到了被称为“知识爆炸”的 21 世纪，想仅凭记忆而取 “博学”就

更不可能，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可以吸取和容纳丰富知识的知识构架，

这个构架是如此合理、如此坚韧，它可以迅速地获取、整理知识，

并使知识始终处于运作状态而绝不混乱。有了这个构架，头脑中的

知识才得以流通、得以重组，才实现了真正的“资源共享”，才会达

到博学。据此我们认为 :

博学是指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丰富且在此基础上已建立合理的知

识构架并能充分利用这个构架使知识得以流通和有效输出的一种知

识水平。

2. 博学的特征

( 1) 已有知识丰富。这是博学最直接、最基本的标志，没有知

识何称博学呢? 所谓“丰富”可从两方面理解 : 一是在某专门领域

内的知识已较为全面、系统和深人; 二是对其他领域内基本原理和

常识已能掌握。

( 2) 获取新知的能力强。这是博学的前提和核心，所有已知均

来自未知，能否迅速地将未知转换为已知，这标志着一个人有无

“过人的智慧”，而合理知识构架的建立则是其关键所在。

( 3) 知识能产生价值。价值的产生首先依靠流通，流通是知识

在脑内的自由运作，它可以使旧知变新知，使已有知识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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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随时听候调配，为输出作好充分准备; 而输出则是博学的外在

形式，是博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博学本不是在象牙之塔里供人欣赏

或自我陶醉的奢侈品，博学必须走向时代、走向生活。因此这里的

“输出”就是让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去丰富时代的

内涵，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去展示其“出众的才华”。

对构成博学定义的三点要素的解析，使其更加清晰可触，然而

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博学之人，还必须了解其形成过程。

3. 博学的途径

( 1) 读书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

列宁说过 : “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在他的一生中都阅读过大

量的图书。”书中的知识是千百年来人们经验教训的总结，从那里我

们可以汲取丰富营养，可以避免走许多的弯路，从那里我们可以发

现问题并努力去解决问题，使书中的知识更丰富、更完善。所以，

书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如果看的书越多，自然他掌握的知识

就越多，这样他对社会贡献也就越大。人们都希望自己成为博学多

才的人，就是希望自己能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一个人如果不

充实自己，他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即使他在社会上生活的很好，那

只是表象的，他的内心是空虚的，是不受人们尊敬的。波斯的萨迪

有过一句名言 : “有学问的人是一块真金，在任何地方都会受人尊

敬。”莫里哀也有句名言 : “如果一个人没有学问的话，他这一辈子

差不多就是死的形象。”所以，青年朋友努力读书吧! 让书来丰富我

们的知识，拓展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胸襟，培养我们的文雅和

仁爱的品质，让我们具有博厚的学识，为社会做出我们应做的贡献。

当然仅如此是不够的，法国蒙田说过 : “尽管我们都靠别人的

知识成了一个博学之士，但要成一个智者则要靠自己的智慧。”这说

明只有多读书才可成为一个博学的人，此外，它还有另一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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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仅读他人之书，把他人的知识牢记在自己心里这不算博学，真

正的博学不仅掌握前人总结的知识，他人的智慧，更主要是在他人

知识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发明与创造，这样的人才算是

真正的博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 : 电脑可以把所有书中的东西牢记

下来并随时应用出来，但这不能被称作博学，因为他自己没有新知

识，他只不过是传声筒，储藏室而已，所以看书的目的应在于把书

变为我所有。

被世人称为博学的人，都是既博览群书又有自己的思想。

东汉初年，浙江上虞县里，人人都喜欢王充，少年们喜欢和他

一起学习，成年人愿意和他讨论学问。在书塾里，他经常替老师给

同学讲疑难的问题。少年王充品学兼优，在县里出了名。

后来，县里推荐他到京城洛阳的太学府去读书。那是个高等学

府，那里的图书很多，老师的水平也高，王充很高兴。当时，著名

的历史学家班彪在太学里讲课，他讲课有两大特点 : 不是只讲文中

的字句，而是着重理论和史实，在懂得理论，了解史实的前提下去

弄清字句，不专一家之说，而是旁征博引，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问

题，务必使学生学懂学透。而且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有时把

前人的论断全都否定了。

在班老师的影响下，王充没有陷在单纯地解释字词的泥潭里，

而是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 不是死啃书本，而是博览群书。每天吃

饭后，他就把书借来，阅读老师在课堂上引证过的章节。有时，老

师白天引证的很多，他晚上也一定要看完，有时看到鸡叫，或到东

方破晓。读书，对王充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一刻也不能离

开了。

学府的书不够看，自己又买不起，怎么办呢? 他就利用节假日

和一些空余时间到书肆去看书。洛阳的书肆不少，书也很多，帛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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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筒书都有，有很多是没见过的。他每次到书肆来看书，总是如饥

似渴的样子，流露出对知识的贪婪。而且，市场的喧闹声和书肆的

人来人往，在他的脑海里，好像从来没有过。他眼里只有书，头脑

里只有书中的内容。书肆的掌柜很看重这样的少年，每次来看书，

都不打扰他，只有在要关门的时候，才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头说 :

“学生，明天再来看吧。”王充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道声对不起，

走出书肆。王充每次从书肆回到太学时，晚饭往往早就开过了。有

时，王充也误认为自己是吃了晚饭的。由于王充博览群书，记忆力

又好，在读书的过程中又善于思考，敢于怀疑和批评前人的错误观

点，使他终于成为东汉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写出了 《论衡》这

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光辉巨著。

美国著名科学家爱默生说过 : “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成为大发明

家。”英国的贝弗里奇说 : “成功的科学家，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

自他们的博学。”，这两位名人的话和王充的例子告诉我们，只有博

览群书并把书变为自己的东西，无论在什么领域你都会有所成绩，

有所贡献。

诸葛亮当年结庐隆中时，潜心学习，刻苦攻读，读了几年，书

也读得不少，可就是对书中的某些意蕴还吃不透，有如渊深的江河

一竿子下去难探深浅似的。后襄阳名士司马徽把年轻的诸葛亮介绍

给了住在海南灵山的一位隐士，名叫鄷玖，叫他师事这位隐士。诸

葛亮在这里居住了一年，每天只是干些扫地，挑水的粗活。

一年后的某日，隐士拿出《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

旺》三本书，对诸葛亮说 : “你不必再干活了，只把这三本书拿去，

认真揣摩，百天之后再来谈谈。”

百天之后，鄷公发现诸葛亮吃透了书中的义理，又有自己的见

解，甚感满意。不久诸葛亮回到隆中，师友与之聚谈，对之都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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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看，称之为“卧龙”。这么看来，与其说鄷隐士是诸葛亮的老师，

不如说书是其“匠师”。

的确，知识是开启才能之门的钥匙，读书学习是走向智慧殿堂

的通途。知识越丰富，观察事物的眼力就越敏锐，分析问题的思维

就越填密，排优解难的法子就越显机智; 而读书学习越多，头脑中

的学识就相应地越来越丰富、广博。所以，诸葛亮说 :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由此可见，从书里，人们能迅速汲取人类几千年进化所积累的

知识，使智力的发展一日千年; 能冲破时间的局限看到世界，使视

野的广阔增加万倍; 能超越独自思维的单信道联系，从几辈人中获

得大量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知识的飞

速积累和膨胀，读书成为愈益重要的获知手段。一个人不读书，就

只能用一条腿在成长路上姗姗而行。正因为如此，书籍吸引了人类，

孔子反复读《易经》，连穿竹简的牛皮都磨断了三根。白居易读书读

得口唇生疮，胳膊肘磨破长茧，仍然越读越有味。

人类的进步，离开了书籍便不可想象。有一篇著名的小说，说

的是一个被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知识分子，他被投入监狱，找不到一

本书，大脑出现了空虚恍惚的状态，后来，找到了一本下棋的书，

他马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用来填补他的思想空白。可惜，这本

书很快就研究完了，他出现了精神错乱。假如有一天地球上没有了

书籍，很难想象人类将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话说得十分正确。苏联有

一个被称为“宇宙之父”的科学家，名叫齐奥尔科夫斯基，他少年

时患猩红热，不幸耳聋，被赶出学校，按说他成才无望了。但他从

莫斯科图书馆里得到了书籍的滋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书架

里成长起来的他，要求到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学校一考试，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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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显露出来的数学才能，使人们惊叹不已。校长

急忙问他 : “你的老师是谁?”齐奥尔科夫斯基回答道 : “书籍是我

的老师。”

由此可知，要想获得丰富的知识，使其一生有所成就，就要培

养读书的好习惯，在书籍中你会成为博学之士，有用之才。

( 2) 拜师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

当然，仅仅读书是不够的，因为倘若完全离开他人的作用，肯

定是学不好的。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说道 : “古之学者必有

师。”又说 :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学记》上也说

“独学而无友，则孤陌而寡闻。”著名的科学家麦克斯韦十五岁时读

书无系统，求学不讲循序渐进。当时的数学家霍普金斯发现了他的

弱点，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 “小伙子，如果没有秩序，你永远成不

了优秀的数学物理家。”经霍普金斯的指点，麦克斯韦很快地改进了

学习方法，不到三年，他就成了一名青年科学家了。中国科技大学

副教授温元凯，1968年大学毕业，是一位被破格提升的年轻科学家。

他说 : “我不但向校内老师请教，还利用开会，出差，探亲的机会，

到全国各地去向一些有专长的科学家和老师请教。我之所以在科研

上能做出一些成果，很多老科学家和同志都对我的帮助极大。”有人

认为 : 我周围的人跟我水平差不多，上哪找老师? 其实，“三人行，

必有我师。”人总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应该 “不耻下问”，

“乐于旁问”，向一切人请教。

春秋时鲁国的孔夫子，是当时一位著名学者和大教育家，多才

多艺，学问渊博。但他在学习上碰到难题后，总是不耻下问，请教

过做官的人，也请教过普通老百姓，请教过白发苍苍的老人，甚至

还请教过少年。有次他参加了一个太庙里的祭祀典礼，对很多问题

搞不清楚，于是就不停地向人打听，别人要回去了，他还拉住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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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袖，非问个明白不可。后汉的荀淑，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学者。

有一次，他在旅途中碰到了黄宪，黄宪只有十四岁，既无名望又无

地位，但荀淑从他的谈吐中感到他很有学问，于是就毕恭毕敬地向

他请教，谈了整整一天还舍不得离开。荀淑恳切地对黄宪说 : “你

是我的老师。”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翻译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的作战经验。他是全军屈指可数的军事理论家。各方面学识都很

渊博，但还在语文上拜了两位老师。中文请教邓小平，俄文请教左

权。他说 : “找老师要看真心假心，假心找千里难寻，真心找眼前

就是。”所以说，虚心拜师者学必长进; 不懂装懂者学必不成。

( 3) 实践是人类获得知识的主要源泉

可以给人以聪明智慧的书籍，到了某些人的手里，却变成了愚

昧的枷锁。伯乐的儿子捧着 《相马经》找千里马，却拎回了一只癞

蛤蟆; 熟背兵书的赵国大将赵括，死搬兵法，兵败身亡。他们的读

书为何失败? 除了世界观的原因外，读书方法上也有教训可寻。

正确的治学方法是 : 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鲁迅先生认为 :

“专读书也有弊病，正确的读书方法是: ‘必须和实际社会接触，使

所读的书活起来。’他提倡 “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因为生活是书籍的来源。无论是哪一本书，都只能从很小的角

度概括地反映生活。到了书本里，知识就变得抽象难懂了。但如果

你对生活很熟悉，那你理解书籍就很容易，法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

名言 : “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 ( 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

确) 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

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褒性，”可见接触实际有助于理解书本。同时，实

践也是检验书本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鲁迅早年读过许多社会进化

论的书籍，一度相信过这个理论，“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

胜于老年。”后来他在生活中发现了青年一代在阶级斗争中分化的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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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目睹了同是青年，则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身告密，或则助官捕

人的事实! 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实践帮他认识到社会进化论是完全

错误的。于是他抛弃了从书里得到的旧观点，在斗争中树立了历史

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所以说，读书的同时，还要实践，只有二

者结合在一起，人们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知识力量，使自己成为掌

握真理之人，真正做到博学。

二、博学之美

博学与美天然相连，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大多有一颗美好

的心灵，那是因为知识起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的结果。人因为

“了丰富的知识，心胸就宽广，就会被人崇拜，这无疑是件美好的

事，所以博学之美是崇高的美。

1. 学识丰富之美

学识丰富的人是有着深邃灵魂的人，他使我们看到了人生命深

处的潜能，人生底蕴的无穷宝藏，坚定了我们登上人生新台阶的信

心。“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识丰富的人是令人仰视的灵魂，丰富的

学识铸就了人类高雅的气质和独具的魅力。

学识渊博的人往往说话妙语联珠，富有哲理，可以解人们心头

的苦闷，可以为人们指出身上之不足，督促人们改进，从而更好地

生活，这丰富的知识令人赞叹，而为人分优解难的言行则令人敬佩，

人们往往把这样的人奉为圣人而尊崇，膜拜，这样的人在人们心中

是神圣的，是美好的、智慧的象征，由此可见，博学多才本身就是

一种美 : 博大的美。

2. 多才多艺之美

多才多艺是一个人在多方面的才能。而每一方面的能力又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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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且为人们所承认，这样的人被人们欣赏、赞美、佩服、效仿和

学习。

美是流动和变化着的，因而美最忌讳重复。一旦人类发现今天

的我仍是昨天的我的重复，那么，人类就会对明天失去信心。为此，

人类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而多才多艺正是

人在这一进程中所做努力的结果。

才智是美的，美就美在它引导着人类向前看，使人们在思考自

然法则的永恒不变的生命时，总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

西像营养素一样帮助人类实现了自己精神的安宁，安抚了人类骚动

的灵魂。所以，多才多艺的人被人们欣赏、赞美、佩服、效仿和

学习。

3. 聪颖智慧之美

德国教育家福录培尔在其《人的教育》一书中说 : “举凡知识

和运用，意识和生活实践，都统一在忠诚的、纯洁的、神圣的人生

之中，这就构成了人生的智慧、纯洁的智能。”因此，聪颖智慧高于

学识之美，它是在具有丰富学识的基础上，运用所拥有的学问去实

际生活中解决问题或有所新发明新创造，即用所学的知识，服务于

人类生活，也就是说聪颖智慧包含着丰富的学识。

智慧是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明澈而且宁静的认识。

人生的经历必然与世界发展的过程一样，当他成熟后才能有智

慧，智慧与成熟同至，它标志着我们人类的生活纳人了条理程序的

轨道。当我们的耳朵能够清晰地听见历史的脚步的时候，其心灵的

欢偷是可想而知的。

智慧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智慧是美的，因为是创造，而创造

是美的，因为是智慧”，人类智慧的十分之九不愿意停留在空虚状态

中。智慧创造了万物，智慧既然可以得到，理应利用智慧的方法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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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世界，而在对世界的征服中，印证了人类的伟大，创造物是人

社会活动的结果，体现了人的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理性，物我合一，

美不胜收。

三、博学与教师

何为教师? 古人日 : 传道、授业、解惑也。如与博学无缘，岂

不误人子弟? 因此作为教师一定要有丰富的知识，并不断充实、完

善自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教师的知识、能力、素质至关

重要。

1. 博学是教师应有的素质

一名教师是否有才华，自然也决定了他所教学生获取知识的多

少，作为学生都钦佩那些博学的教师。对于教师来讲，自己有着丰

富的知识学问，才能教育出德才兼备的好学生，俗语说 : 要给学生

一碗水，自己须有一桶水，而现在则说是 : 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

须是自来水。就是这个道理。自己知识贫乏，岂不误人子弟? 对于

学生来说，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总是希望从教师那学到多多的

知识与本领，而他所跟从的教师没有多少墨水，他自然学不到什么，

自然对教师失望，进而弃之远去，所以，作为一名教师必须要博学

多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学问，修正

自己的德行，无论从德行上还是知识上要永远保持领先的水平，这

样才可以为人楷模，为人之师。

2. 博学是教师发展的基础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应从勤奋型往科研方面发展，以

促使教学工作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方面转化。人才的关键在于素

质，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就需要高素质的教师，科研型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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