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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特级教师
吴欢章

　　卢元先生长期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上海市乃至全国的名师。这部《卢

元自选集》不是普通的文字，是他用生命写成的。这部皇皇大著，集中着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绵

绵之情、对莘莘学子的拳拳之心，渗透着他培植桃李的期望与喜悦、献身教育的心血和劳辛。

１９８０年２月，卢元先生首批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的确是实至而名归。他这位特级教师究竟

“特”在何处？只要读一读这部自选集便可得到真切而深入的了解。

长期坚守教师的岗位，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是卢元先生贯穿终身的生命线。他从事教育事

业长达半个多世纪，始终心怀为祖国培育英才的大目标，孜孜矻矻，矢志不渝，为教育而殚精竭

虑。他不计名利，不避艰险，不管阴晴风雨，即使在“四人帮”肆虐的岁月，也一直坚守教师的神圣

职责。他满怀爱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喜怒哀乐皆围绕学生而生。历史不会忘记他在讲台上

黑发变为白发，不会忘记他在教学长途中的仆仆风尘，不会忘记他扶植桃李的宵衣旰食，不会忘

记他浇灌幼苗的长夜明灯。数十年来，卢元先生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他们都活跃在社会

主义建设的岗位上。饮水思源，师恩不忘，这是当年学子献给卢老师的一瓣心香：“你用终生的心

血浇灌着成百上千支‘花朵’，并在继续浇灌着。你培养的‘种子’播撒在祖国大地上，正在生根，

开花，结果……”学生们众多的感恩话语，是对卢元先生教育业绩的最好鉴定。近年卢元先生曾

经赋诗明志：“大海情怀松柏操，鞠躬尽瘁育新苗。来生倘获如吾愿，再作园丁志更豪。”这真是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啊！

视野开阔，深入细致，全方位地培养学生，这是卢元先生进行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他能全

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新人。他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传

道、授业、解惑”的优良教育传统，正确处理教书和育人的关系，努力在语文知识的传授中，通过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品德、爱国主义精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他还善于把课内的精心教学和课外的尽心辅导结合起来。从这部自选集中收

录的大量教案、导读和写作指导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课内的文章解读、语文知识传授、作文批改到

课外的审美指导和写作训练等等，真是达到了精细入微的地步。这大量的教学实绩，使我们不难

想见卢元先生躬耕教坛进入了呕心沥血的境界。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卢元先生具有高度的教育自觉。他把教育看作是一门科学，是一项事

业，是有待于不断探索的开放性结构，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在工作中，总是不断探

索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并及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他在长期辛勤的探索实践中，逐步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严、实、活、新，逐步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预、引、比、

联、理、读、练、摩。知其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是在必然王国里徘徊还是在自由王国中遨游，这是

区分平庸教师和优秀教师的试金石，也是判别“教书匠”和教育家的分水岭。在长期实践中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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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探索和掌握教学规律的卢元先生，因而充满革新的精神，并不断地把自己的教学推向更高的

水平。

卢元先生曾言：“精通本学科教材，具备渊博的相关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表

达能力，这是基础。”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化知识领域，广采博收，学而不厌，贯彻于他从事教学事

业的始终。他总是结合语文教学工作，笔耕不辍，手不停挥，撰写和主编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

获得了累累的硕果。这在生活清贫、身体欠佳、事务繁忙的情况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啊！他通

过长期夙夜匪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学者型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成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学术楷模。卢

元先生从自己的教学工作出发，著书立说，不但足以深化自己的教学实践，而且有益于提高整个

中学语文教育事业的水平，可说是功德无量。

读了这部自选集，我们大致可以找到卢元先生作为特级教师，他究竟“特”在何处的答案：特

别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特别对教学工作负有高度的责任感，特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特别具备

德艺双馨、为人师表的高尚品格。

不知确否，现呈卢元先生批阅并望有以教之。

２０１３年３月　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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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余毕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名言自励，并具体化为对自我之

三项要求：第一，热爱中学语文教学事业，热爱所有学生，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与最大乐事，此为前

提。第二，精通本学科教材，编写本学科教材，具备渊博之文、史、哲、经等相关知识，黾勉学习，不

断提高自己之思辨能力与阅读、写作水平，此乃基础。第三，认真钻研教学方法，虚心学习先进经

验，博采众长（含古今中外），不失个性，形成“严”、“实”、“活”、“新”之教风，此系手段。能乎此，始

可称为合格进而成为优秀之语文教师。

有关余之成长概况以及毕生从事教学工作之过程、对语文教学之理念与做法，详见余之专著

《语文教学丛谈》、《文言文的教与学》两书，不赘述。本书之“书序”类收录《〈语文教学丛谈〉自序》

一文，即可窥见一斑。本序只拟将余如何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应全国各报刊出版单

位之约而写稿，以及退休后笔耕不辍（丰产期）之情况，作一番简要回顾、小结；同时，将何以出版

本书之缘由诉诸读者，更以此印证“育人最乐”之言非虚。

余一贯以为，作为语文教师，如不重视不断充实自己并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则绝难提高教学

水平；如自身文笔低下，又焉能指导学生写出佳作、妙文？因此，尽管备课、教课、改作、评讲诸工

作异常忙碌，亦必每天挤出一定时间学习与练笔。早在５０年代与６０年代初期，即曾在校刊《教

学工作》、在《文汇报》开展语文课的目的和任务大讨论的专版以及《少年文艺》、《光明日报》上发

表过近十篇文章，在中学语文界小有名气。为此，１９６６年，“文革”一开始，余即被扣上“反动学术

权威”（其实，余远未能达此境界）之高帽；加上余在解放前在大学学习时所写旧体诗词手稿，被抄

去后竟遭恶意歪曲，被罗织各种罪名，文字狱大兴，将余打成“阴谋家”、“野心家”、“漏网右派”，多

次批斗、抄家，在校内劳动改造、早晚请“罪”、汇报达三年之久。至１９６９年５月，才获得“解放”，

得以继续教书；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始获彻底平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正值粉碎“四

人帮”一周年，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于万人体育馆召开，复旦附中语文

教研组被光荣评为市、区两级先进集体，余忝为教研组长，代表全体教师参加大会。此后，余于学

校教学工作之余，为本校１９７８届毕业生主编文科高考复习资料（全市第一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印刷，内部发行）；同时，应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芳藩编辑之约，与杨振中、唐鲁峰、陈建豪四人共同

参与《中学生作文讲评》（一、二）、《中学生记叙文选》、《中学生议论文选》、《建国以来上海市中学

生作文选》、《写作一百例》等书之审稿、定稿、评点工作，并撰作有关写作指导之文章，属于半义务

性质（１９７８—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年２月，余有幸晋升为上海市特级教师（首批，且冠名首位，当时上海市委领导韩哲一

同志亲自授奖），自此名声大振，本市及外省市各报刊出版单位纷纷上门或专函约稿，但余始终坚

持将三尺讲坛以及整个学校之教务行政工作置于首位，以致上海教育出版社郑万泽编辑于１９８２
年２月到复旦附中约余撰写之《语文教学丛谈》（拟定各篇题目后，郑编辑还郑重其事，邀请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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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及市内知名语文教师参与讨论、提意见，并要求两年内完稿），拖至１９８８年底才完稿；另

一本作为《中学生文库》之一的《荀子菁华》，于１９８５年９月接受约稿任务后，直至１９８９年余突患

“心梗”前仅完成一半，因文库出版任务已告结束，故此书写作亦半途而废。此外，还婉言谢绝浙

江教育出版社约余写《文言文教学训练》一书，四川教育出版社约余写《古代文化知识讲座》一书。

然而余在此十年（１９８０—１９８９）中，忙里偷空，应约写稿，数量亦颇为可观。先后与数人合作编写

《教与学》（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版）、《新编中学生作文指导》（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２
月版）、《勤学苦练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９月版）、《高中文言文自学辅导专辑》（杭师

院《语文新圃》１９８３年４、５月合刊）、《中学语文备课手册》（高一上，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６月

版）、《文言文评注和今译》（职校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月版）、《中学语文教与学设计新

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６月版）、《高中语文教学指导书》（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６月

版）、全国统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二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及１９８８年４月版）

等书；与沈蘅仲合作主编《高中语文复习与练习》（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月版，发行量７０万

册）、《高中语文复习与基本训练》（在前书基础上增补近一倍字数，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３月

版，发行量３０万册）；与张之、沈蘅仲合作主编《中学生古汉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
月版，其中我独力撰写词目和复词词条共约１０余万字，审阅、修改、增换另外四人所写词目、词条

约４０余万字，另撰写《附录·古汉语知识简介》３万余字）；此外，还应邀撰写教学论文、教学随

笔、语文单篇教案或备课指要、评课、杂感、写作指导、名篇赏析、学生获奖作品评点等百余篇，另

外还应约编写多种复习题和练习材料、高考水平预测题等，共计约四五十万字。

终于积劳成疾，余不幸于１９８９年８月某晚，突患心肌梗死，幸及时送医院抢救，卧床医疗一

月有余，始获出院，并在家休养半年，始告小康（仍须终身服药，定期检查）。按规定，余本可以至

６５足岁才退休，但当时学校领导希望余与另一位亦已年逾六十之特级教师提前退休，以便让出

两个高级教师名额供给递补者（学校说明仍将终身返聘）；同时，余亦自觉大病初愈，难以胜任繁

重之教学工作，更不愿尸位素餐，遂同意于１９９０年２月退休。退休后学校虽继续返聘，但余只负

责指导青年语文教师之培养工作，每周三个半天指点如何备课（教材中之文言文，则由余先与所

有教师通讲一遍，彼等皆誉我为文言文、古汉语之“活字典”）、听课并随时答疑，不需要亲自上课

与改作业。故，余可以自己支配之时间颇多，而各地之报刊出版单位仍不断向余约稿。从１９９０
年至２０００年十年间，余完成三本专著：《文言文的阅读技巧》（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６月版）、

《衣食住行》（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版）、《文言文的教与学》（上海教育丛书主编吕型伟指定选

题并令我撰写，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版）；与董达武等四人合作主编《学生古今汉语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其中我独力撰写之词目和词条共约１２万余字，审阅、修改、

增换另外四人所写词目、词条约７０余万字）；与钟民合作主编《中华学生古汉语词典》（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其间由余指定编写体例，拟定凡例、独力撰写词目和词条约２５余万字，

审阅、修改另外三人所写书稿约６０万余字，另为之增补义项及词条约２５万余字，全书为２００余

万字）；为复旦大学附中独力撰写《复旦大学校志附中分志》（写于１９９４年，１５万字，《复旦大学

志》（二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５年５月出版，摘录附中分志中２万余字作附录）；主编《高中

作文系列训练及指导》（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２月版）、《中国著名中学学生作文精华———复旦

附中卷》（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版）、《熟读古诗二百首》（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
月版）、《新编高中语文复习》（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版）；与过传忠等四人合写《中学语文

专题精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出版，我写６万余字）；与郑宝隆合写《文言诗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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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一上、高一下、高二上共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９９年７月版，

我写共约１５万字）；配合 Ｈ版高中语文教材而编《高中语文练习》１—６册中所有“文言文练习题”

（分积累、迁移、应用三项并附标准答案）共约１３．５万余字（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１月，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１月，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１月先后出版）。另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之约，为之撰写《高中全

部文言诗文详注、精译、评析》（暂定名）一书，于１９９５年６月接受任务，至１９９６年底，已完成先秦

时期入选之诗文全部，以及少量汉魏唐宋之入选诗文，约２０万余字，不意该社突然宣布不拟出版

此书（估计是因为白化文、余鼎霞编著之《中学古文全编》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出

版社怕撞车，影响销路，故毁约），请余主编《中华学生古汉语词典》，因而不再撰写，原稿留存。此

外，还应约撰写随笔、评论、游记、书序、诗文赏析等散篇二十余篇。所以，此十年可称之为余平生

写作之丰产期。余以带病之身（急性“心梗”脱险后被戴上“冠心病”、“陈旧性心梗”帽子，每年体

检，心电图报告年年出现“Ｔ波倒置、供血不足”字样，且须每天服定量药品），而仍能完成数以百

万计之著作，除心态平和乐观、注意适当锻炼、坚持服药、戒烟戒白酒之外，欢喜动脑动笔、视笔耕

为乐，亦为一重要因素。

２０００年９月，余偕老伴赴澳大利亚悉尼探亲，至２００１年３月返沪。此时余已７４岁，因此不

再接受学校返聘，但因对学校怀有深厚感情，且居住离校甚近，故经常主动关心学校之发展，主动

到语文组与新老语文教师交谈。此后，写作量亦相应大减，只应邀主编一本《古文菁华百则》（其

中由余选文、注释、拟训练题共３６则，并详审、修改另三人所写全部稿件，广东科技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８月版）；应上海市退专协语文组、复旦大学退管会、上海财经大学退管会、复旦附中退管

会约稿，写过十来篇回忆、游记、参观记；还主动写了一篇针对语文高考命题方式提出尖锐批评之

文章（发表于《文汇报》）。

２００５年９月，正值余毕生为之服务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建校５５周年校庆，历届毕业生回母

校参加庆祝活动。有几届学生知余明年将届八十虚岁，均劝余仿效吕叔湘先生手编“自选集”之

故事，编一本《卢元自选诗文集》，争取在明年出版，作为历史性留念，分赠诸好友、同事、门生。余

当时认为余之文章大多已正式出版或发表过，现重新筛选出几十万字自选集，似觉无此必要。至

于诗词，余所作虽不多（不满三百首），且造诣不高，但它却能反映不同历史阶段中余之处境、行事

与心情，并反映出余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与当时社会情况之拙见，除“窗课习作之什”外，其余基

本符合白居易名言“歌诗合为时而作”之旨。爰于二〇〇六年二三四月间，将存有底稿或尚能记

忆之作，加以整理、筛选、修订，计得古体诗二百余首（新体诗余缺乏研究，仅有应时、奉命之作十

余首，概不收入）、词四十余首，另附对联八十余副，编为一本小册子，命名为《四乐轩诗词选》，自

费出版五百本，以之分赠诸亲戚、同事、好友以及余曾教过之历届学生（保持联系者），赴澳后又以

之赠予澳华公会、悉尼诗词协会中少数同仁。至今，除自存及留给子孙共六本外，已无余本矣。

２００８年７月，余与老伴因年老依儿，经澳洲政府移民局批准，移居澳大利亚悉尼。虽然彼地

之环卫、空气、气候、水质均优于上海，且父子祖孙三代得以团聚，但故国、故乡之情以及同学、同

事、门生之谊，却一直萦怀不已，因而有“身虽居异国，心却系申江”“有心图‘室聚’，无计避乡愁”

“环卫虽云好，风情总觉殊”（摘自《遣怀》、《赠诸生》诗中三联）之诗句，诚所谓“有得必有失”也。

来悉尼后不久，先后参加当地之华人文化团体：澳华公会、悉尼诗词协会，并承邀为两会作过关

于诗词欣赏、对联趣话、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概况系列讲座，大受欢迎；也曾主动抒情、写景或酬和

新诗友，写过二十余首古体诗词；不过只写过一篇文章，系纠正《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上刊出

某君在述及已故钱钟书大师生前致彼之一封信之某些误释（主要是对信中某些行草字之错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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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文言典故之误解，非简化字误“还原”成另一繁体字———“文几”误为“文幾”等），并因此结识

该副刊主编何与怀博士，从而成为好友。

２０１０年９月，为复旦附中建校６０周年大庆，余先期于该年８月返沪，协助校庆办审定校史陈

列及学校自建校以来全体教职员工及历届学生名册（因现任学校领导与教师，均为“文革”结束以

后来校之新人，对５０、６０、７０年代之情况不甚了解），并献上《千秋岁》一词（裱成中堂一轴）恭贺。

校庆过后，余之门生有意为余生平著作出版全集，余虽甚感其美意，但念此事终不可行：一则估

计总字数不少于五百万字，卷帙浩繁，费用浩大；二则多数已经成书出版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

重印似无必要；三则主编及撰写三部《古汉语词典》之近百万字，根本无法分割出来，更不可能亦

不允许将整部词典翻印；四则有一百多万字系应各报刊出版单位之要求，配合语文教材与学生应

试需要而编写之各种复习资料、练习题，此在当时对在学学生虽有一定帮助，但“世易时移”，今日

已无甚意义，且坊间此类资料亦甚多。事后，思及乘回沪半载之机，将生平著作作一番全面梳理，

录一清单，给儿孙留一纪念，亦不失为有意义之事。余自幸平生有一良好习惯，所有文稿，当时必

复写（八九十年代尚无复印）或誊写一份留底，并注明应何方约稿，成于何时（少量还注明何时寄

出），除几部专著只留正式出版之书而不再留书稿之外，其他手稿全部保存，积累装进十余只文件

袋，足有二尺之高；因此梳理、登记，虽费时间，但较少疏漏。余以之分为六大类：（一）个人专著。

（二）二人或数人合著。（三）主编或合作主编之书。（四）参与编写之书。（五）散篇，内中又分

为六小类：（１）教学论文、教学经验总结；（２）教学设计、备课指要；（３）诗文赏析、导读、评注；

（４）书序、前言；（５）随笔、杂感、散记、回忆；（６）写作指导、获奖学生优秀作品点评。（六）各项复

习题、练习题。总字数竟近六百万字（有小部分资料已带往悉尼，２０１１年２月回悉尼后补全）。

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其中有不少篇章，自我感觉良好，虽绝不敢希冀如太史公所云“藏之名山，传

诸其人”，但选其中较优者重新出版，对广大语文教师不断推进语文教学改革，不无参考价值，对

学生如何学习文言文、如何提高读写能力，尚有指导意义。另有一类文章，则有助于扩展文史知

识、文物掌故，了解两位校长之高风亮节，因而回忆起２００５年校庆时一群学生劝余出“自选集”之

言，决定出一部《四乐轩诗文选》。余于是于今年３月，再次回沪小住三个月，亲手厘定入选文章，

编好目录，将已发表者一一复印，极少数未曾发表之手稿，亦重新打印，积二月之功，方完成文选

及诗选初稿，定名为《卢元自选集》（另附别册《四乐轩诗词选》）。《自选集》共分八个类目，别册

《四乐轩诗词选》系在２００６年出版《四乐轩诗词选》之基础上，将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所写诗词编

入。余年迈，此事之具体操作，只能委托于复旦大学预科文二班之优秀毕业生、退休前曾任《上海

组织人事报》主编、现亦年逾古稀之桂悦仁君。桂君精于此道，且办事极其认真负责，待余极其亲

切关爱，慨然应命，并邀请预科同班同学陆云官君、邹根宝君、楼绍来君、李逢宜君及预科６３届一

班毕业生唐荣庆君（均为大学教授，现已退休）一同襄理审稿校对之事，使余得以放心回悉尼。他

日此书如能出版，全仗诸学弟之力，无任铭感之余，不禁又想起孟子之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三乐也。”师弟情深，确非秃笔所能形容于万一。

余老矣，出书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徒以不忍辜负诸学弟之一片美意，并以之奉赠诸前辈、亲

朋及门生，留为纪念而已。幸请读者不吝指正！

八五翁　卢元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

于上海四乐轩

４

卢元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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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１９８０年２月，在我有幸被上海市人民政

府晋升为特级教师（首批）以后，本市及外省市语

文教学刊物和师范大学、学院学报纷纷约我替他

们写文章、拟复习题；当时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杭苇

同志、副局长吕型伟同志都大力提倡中小学老师

在教好书、育好人的前提下，抽出时间来学点教育

理论，积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多写论文。我当时

身为复旦附中的教务主任，并教一个班语文课，教

学工作十分忙碌，只能忙里偷闲，根据自己数十年

的教学实践和学习教育界前辈有关教育、教学论

著的心得体会，先后写了几十篇文章，有教育思想

方面的，有教学方法方面的，有指导读书方法、习

惯的，有指导如何备课的，有专门和中学生谈语文

学习的……分别发表于本市和外省市的语文刊物

或学报上。现按发表时间顺序，选取自认为尚堪

一读的十五篇，作为自选集第一章，至于文言文教

学和写作指导方面的论文，将收入各该专题中，此

处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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