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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行走何方?

完成这本书，对我而言，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

起程。这是一次心灵的回溯和超拔。在写作中，

我逐日确认了自己内心的归宿，找到可以心醉的

情感。从提笔写下第一句话，我便知道这是同教

育注定的因缘。

初时只想探讨我自己的影子，一路行来，欲说

还休，欲休还说，沉湎于智慧和道德的光明中，渐

次变成了探讨教育的言论，放不下对教育的理解

和困顿。每一次，说到教育，都是一次整理和剖

白 ; 每一次，提起孩子，都是一次检点和回望。无

论我在做什么，我的心魂是与学校、老师、孩子、教

育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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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我将自己想象成这本书中若隐若现

的每一个人，试图在自己和所见的每一个人身上，

找到教育的亮光。最易走的路是下坡路，而我正

在爬坡。期望与大家一同行走在品味教育、反思

教育、探索教育的路上，呼唤教育的回归，找寻教

育的失落，寻望教育的理想。因而，也就有了以

《教育心声》、《教育心志》、《教育心斋》为内容的

“李国华教育立场三部曲”。意图写出我对教育

的呐喊和期待，坚守和追求，精神和境界。

心斋，这个用语来自战国时期的庄子，指一种

排除思虑和欲望的精神修养方法。《庄子·人间

世》说 : 颜回向孔子请教游说专横独断的卫国国君

的方法，孔子叫他先做到“心斋”，并指出这不是

祭祀之斋，而是精神上的斋戒。回曰: “敢问心

斋。”仲尼曰: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

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

也。”心斋是超越功利的心境，使心灵处于高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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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静笃、空明纯一。具体说是“不敢怀庆赏爵

禄，非誉巧拙”，“忘吾有四枝 ( 肢 ) 形体也”。“不

敢怀”和“忘”，实质是对“功”、“名”、“己”的超

越，是一种自然、本真、虚静、淡泊、空灵、新鲜、生

动的状态，没有芥蒂、固执、成见、因袭。无挂无

碍，无穷无限。精神上完全摆脱了功名利禄、荣辱

功过的束缚，排除了一切世俗杂念的干扰，达到物

我两忘全身心地投入。

苏格拉底说: “未经自省的生命不值得存在。”

想要自己的生命有价值，那就需要充分看清自己，

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要求，而最好的方法就是

“心斋”。期望每个人能用心的斋戒去反思内省。

常常进行“心斋”，可使我们在大千世界不迷失自

己，更可使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稳、更好，也

更远。

心斋，不仅常人有所为，它更属于每一个受教

者和施教者，以自身真诚认可的方式，对教书育人

做出探讨和回应。《学记》认为，学者有四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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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过失“心之莫同也”，“知其心，才能救其

失”，所以，“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者

只有知其心，才会采取有效的措施巧妙地救其失。

育人育心，立人立志 ; 正心定志，励行求真。

这是我要和大家探讨与应答的内核。微言大义，

我所能给出的不是答案，是属于个人的理解。

老祖宗早已告诫，凡事都要用心。不信，从汉

字中可找出答案。汉字中有“心”的大都与人的

心理活动有关。你看，“思想”二字都带“心”，其

意很明显，提醒我们，思想不只是头脑活动，也是

心理活动。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叫“感恩”，也是因

“心”而起的情怀。现在各地都在倡导志愿者活

动，“志愿”二字都是从心开始的，如果不是发自

内心的，又怎能称之为志愿呢? 诸如此类，还可列

举出“慈悲”、“怨怒”、“忽悠”、“悬念”，以及

“恋”、“恕”、“愁”、“慧”、“憨”、“虑”，无不因心

而起，因心而动，因心而成。所以，我想说，让我们

从教育出发，带着你的心，还有你的大爱、真爱，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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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不计回报地往前走、坦然走，把尊贵、生

命、仁爱、善良、微笑、正气渗透到社会的每个

角落。

一个智慧的管理者，必定是用“心”管理。只

有用心，才能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从而收获人心，

赢得人心，鼓舞人心，形成“耕心文化”。办学校，

抓管理，文化润校是首选主题。坚信，每个人身上

都有光明和晦暗的部分，如日如月，愚昧与聪慧，

一体同源，和光同尘，它终将被人证得。这种文化

在学校表现为校长对教职工、老师对学生始终怀

着一颗尊重之心、期望之心、沟通之心、赏识之心、

服务之心、分享之心、合作之心。

心容天下。心，达万事之本，观万物之源 ; 容，

纳事，纳人，纳大千 ; 天下，至高，至远，至无穷。心

容天下者，抱守平静，与天地容，与万物和。堪万

千皆一二，视高低皆淡然，不急不躁，清净自然。

周国平先生对人心有极妙的论说 : 人心的境

界，从野心出发，经过慧心，回到平常心。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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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很明了，人的一生很重要的拐点就看你是否

具有慧心。何谓慧心? “成熟了，却不世故，依然

一颗童心。成功了，却不虚荣，依然一颗平常心。

兼此二心者，谓之慧心。”心是个口袋，什么都不

装时叫心灵，装一点时叫心眼，多装时叫心计，装

更多时叫心机，装得太多就叫心事。心里放不下

自己，是没有智慧 ; 心里放不下他人，是没有慈悲。

发心求正觉。教书育人者从“专心”到“静

心”，从“静心”到“以心入教”，达到教以化人的境

界，这是何等的滋润、充实、快乐，以至让灵魂多么

神洁。

学习的过程就是帮助学生改过融错的过程，

也是育心的过程。育人，从育心开始。老师帮助

学生改过，第一要启发羞耻心。人要不知道羞耻，

就如禽兽没有差别了。孟子曰: “人不可以无耻，

无耻之耻，无耻矣。”别人说我不好，怎么办呢?

马上生起羞耻心。“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

瓦裂。”人家能学得好，我为什么学不好? 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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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第二要激发畏惧心。过去，弟子对于父母、

尊长，学生对于老师，都有敬畏之心，又敬爱又害

怕。如果没有畏心，又不知耻，什么样的坏事做不

出来? 在校求学，功课今天没做完，明天没做完，

拉的时间长了，完了，该降级了，该休学了。这么

一想，就能够生起畏惧心。一个有敬畏心的人，必

能自律而精进。第三要生发勇猛心。人不改过，

大多是“因循退缩”，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知不

足而猛进。这好比被深冬火钵里溅的火星烫一

下，疼，疼得要流眼泪，到底又忍回去了。一个

“忍”字，亦可使人付出长久的耐心和耐力，无形

中成为奋进的力量，不存倦意、懈怠。

育心的最高境界是让人知道，塑造自己的心

灵多么重要。在闻名世界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

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在

这块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 :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

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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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

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

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

不可能了。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

识到 :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

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 在家人的帮助和

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

呢? 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要想撬起世界，

它的最佳支点不是地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也不是别人，而只能是自己的心灵。要想改变

世界，你必须从改变你自己开始 ; 要想撬起世界，

你必须把支点选在自己的心灵上。

“有心”就好，有志事成。志是志向，抱负，是

一切富于智慧和理想者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没

有志向引路，就会走向卑微。教育人、培养小孩自

古就不是件容易的事。“磨血育人”这个词现在

听来有些陌生，可在 100 年前的湖南教育界人人

皆知。当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近代教育家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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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靖，在长沙毁家办私立明德中学，就曾对同是同

盟会会员的黄兴说: “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 ; 我

为此事，乃磨血之人也。”自此，“磨血育人”成为

近百余年来无数教育人的崇高志向。今天，发展

教育，培养新人是各级政府和亿万人民的集体意

志，更要不断凝聚，休养磨炼，锲而不舍，长期坚

守。“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

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

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

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至于这本书以秋冬春夏四季列为四辑，一来

考虑每个新学年是从秋季开始，二来考虑四季是

我们每年都在经历的东西，它是世界的节奏，也是

生活的节奏，更是教育的节奏。每个季节因为不

同的特点而被人们关注着，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传统的说法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宋朝无门和尚

一首《颂》诗更将四季说得分明: “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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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节。”北京大学王博教授由此诗而悟: “风花

雪月作为四季的象征，在心无挂碍的前提之下，便

成为人间最美好的景色。”在许久之前，我已认

定，这是我集子里必将用到的。我想以四季为道

具，来呈现教育的温暖、炽热、清冷、严酷，呈现对

教育的多元理解，即便它并不完善。但我深信，懂

得的人，会懂得 ; 喜欢的人，会喜欢。

“日月为明，明者为觉，觉而后悟。”这些年，

致力于践行“心志教育”，似有感悟，信笔乃记《教

育百心赋》:

心情心事，心声传心志 ; 心旷心潮，心镜照心

斋 ; 心智心力，心血解心结 ; 心灵心念，心花开心

门 ; 心窝心底，心房连心墙 ; 心静心跳，心行动心

弦 ; 心神心法，心战赢心乐 ; 心王心所，心润藏心

里 ; 心地心野，心灯旺心香 ; 心经心传，心田种心

缘 ; 心腹心胆，心肝伴心肠 ; 心病心毒，心爱暖心

寒 ; 心裁心烦，心急乱心怀 ; 心劲心火，心浮阻心

路 ; 心光心曲，心窍弥心魄 ; 心机心介，心胸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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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 心愿心仪，心明补心醉 ; 心酸心软，心灰厉心

焦 ; 心得心服，心头露心甘 ; 心口心术，心扉留心

迹 ; 心劳心领，心坎盼心包 ; 心慌心惊，心虚引心

悸 ; 心正心细 ; 心量弘心意 ; 心秀心直 ; 心性染心

绪 ; 心照心切，心直惹心思。

唯有，懂得自己才能教导他人 ; 唯有，挚爱他

人才能完美自己。开始懂得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我，我与教育并无阻隔。从今开始的远行，允许自

己困惑、怀疑，千转百回，百回千转，但心中，听到

遥远而清晰地呼唤，渐次升起那些真的、善的、美

的教育的东西。我寻回它，珍爱它，即将奉持它，

如奉持心中的莲花。教育是希望和失望反复交递

的过程，是可能经此一生都无法做完的事。迈出

了左脚，我没有理由不迈出右脚。

超越性别、出生、经历、职业，超越这人世交付

给我们的种种身份标签，认知的困缚，打开胸怀，

接纳教育的滋养，做一个真实坦荡、端正敬直的

人，获得长久的安宁和喜悦。选择教育即爱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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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纵不能无憾，亦求无悔，问心无愧。故人对我

说，“要有最朴素的生活与最遥远的梦想”……是

的，没有方向的行走比黑暗更恐惧。很多时候我

们无法完成任务不是因为困难有多强大，而是我

们的目的是否明确，内心是否坚定。在育心立志

中求真而行，度过教育相伴的美好时光，这便是此

时我所认知的长生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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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你的存在并非偶然，甚至在创造世界以前，神

已经挂念着你，将这一刻计划在你生命里。我感

谢神，也谢谢你，让我有这份荣幸与你分享这本书

的一切。

我的写作一般计划性也不是太强，但这几年

开始慢慢加强了对一些问题的关注，资料的收集，

相关教育现象的思考，这么做还是比较有意义。

有时候，我会在想，我究竟要怎样仰望星空，

才可以望见最美的弧度? 我的“教育立场三部

曲”，开始只是一个闪念，没想到竟成了三本书。

从《教育心声》“见证什么?”到《教育心志》“为何

而写?”再到这本《教育心斋》“行走何方?”无数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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