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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丧事iE;

"时"同样是孔子思想的精髓

作为沪宁线上的一所颇具声

望的江苏省名校---常州市第二中

学，身址于唐代宗广德三年 (766

年)后创建的"常州府学"是市

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走进三间四

柱式石坊校门，满目 重檐多斗、雕

梁画栋的主体建筑，那大成门、明

伦堂、尊经阁、古碑廊、荣赐亭、

进贤坊、府学名人馆、双杰广场、

千句文碑、孔子塑像、孔子圣迹图等--系列人文景观，更像是穿越时空让你跟府学文化零

距离接触。 2013年7月江苏省教育厅批准:将我校建设成府学文化课程基地，打-造出"苏派

教育"的又-张新名片!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性，虽历

尽沧桑，饱经忧患，去11'仍然薪火相传，连续不绝，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 。 1988年世界各

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发表了共同宣言，其中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中国的孔子那里重新寻找智慧 。 "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孔子的精神

依然适合于当下 。

那么我们可以从孔子那里寻找到哪些智慧呢?孔子尚仁"仁"的内涵十分丰富 。

"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

值取向。己往讨论较多的也是从孔子那里寻找博学慎思的智慧(如"温故而知新" "小不

忍则乱大谋" ) ，自我成长的智慧(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

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 ，超然物外的智慧 (如"君子之交淡如水" "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 ，中庸平和的智慧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 "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 ，成人之美的智慧 (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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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以成仁"孝佛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等等。

孔子以"仁"为内核，以"礼"为外形，重在修身"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

毋庸置疑的 。 其实，孔子思想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二"时孔子是依时而定、

与时俱进的"圣之时者" 。

孟子曾对几位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作过评价"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

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

振之也。" ( (( 孟子·万章章句下 )) )伯夷就是商末不恋王位、反对战争、不食周粟的孤

竹君长子，他被作为清正廉洁的楷模。 伊尹是辅佐商汤代架立国的阿衡宰相) ，后又辅

佐三位商王，以敢担当、堪重任而著称。柳下惠是鲁国的贤大夫，以宽厚仁和而知名。对

于孔子，孟子作出了"圣之时者"的评价。 所谓"圣之时者"就是说孔子能够不拘泥于

成规，能相机行事、依时而定、与时俱进。 所谓"金声玉振"就是如同奏乐，以金钟发

声，以玉磐收韵，汇集了众音之大成: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

实际上，孟子"圣之时者"的评价来源于孔子自 己的主张。 孔子在《论语·微子》中对

被称为贤人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德行作过褒奖有力口的评价， 但谈到自己时却说，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 "这里的"无可无不可说的是万事万物没有什么绝对不

变的，可与不可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它们之间存在着辩

证的统一。也可以说，孔子是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的，认为矛盾的双方可以转化，一切

都应相机行事、依时而定。((论语·里仁》 中还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子曰君子之于

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

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合理恰当就怎样去做 。 对孔子而言，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切都要顺应时势，相机行事，择善而从，力求得体，以获得最佳效果 。 ((论语·子罕》 中

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戒绝的四件事情一一不任意、不专断、

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也从反面表达了他要顺应时势而不要固执偏颇、任性僵化、 一成不

变的主张。

孔子不仅主张依时而定，在《论语》 等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孔子在处理问题

上灵活采用"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实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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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笠感/E

许怕庆

贺母校建校九十周年
1963届校友许怕庆

:阁扬无』卢兮劲节益壮，

细微见着兮巍、德教养 。

踏去寻格兮夺才子垒臻，

样反~~.木两兮积蓄 IJ 量 O

主德修身兮师息不志，

报效阁家兮使今担当 O

文在林畔令桃李芬芳，

沧朵签证兮延陵之尤 O

当年的许柏庆

我校 1963 届高三 (2) 班学生， 1968 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大学毕

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教员、教研室主任、电教中心主任、师职干部、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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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仲林

, 
气

识见·担当·气度
-一与母校同学们谈谈我对大学生活的体会

2000届校友仲林

2007年盛夏，我挥手作别生活了七个年头的大学校园，带着些

许伤感、若干憧憬踏进社会。脱下硕士服，换上白衬衣，虽然忙碌

依旧， 但生活状态己如隔天渊。一晃踏上工作岗位也己七年，东跑

西颠， 蓦然回首，却发现远处脚印深，近处履痕浅，校园记忆在

停驻间隙又如霞雾般蒸腾而出，弥漫眼前。值此我就读六年的母

校-一常州市第二中学九十华诞之际，我从七年校园生活中梳理出

了的几条粗浅的体会，一来是向母校汇报，二来是给师弟师妹们尤

其是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师弟师妹们做些铺垫和参考。

一、搏览勤原需归见

"年年岁岁一床书"应该是校园生活最切题也最惬意的事情 。

记得初进校门，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给新生们做入学讲座。他说，进了北大想要真正学点什么

的话，就必须"沉潜"下来，不骄傲， 不浮躁，先好好地读上儿百本书， 之后再谈其他。这席话，

深刻地影响了我大学生活的轨辙，鼓励我一头扎进"书海"中去。

客观地说，目前整个社会的读书氛围并不浓厚，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一方面，大都市日

益加快的工作生活节奏，使悠闲、沉静的阅读变成奢侈的事情;另一方面，当代文化产业的飞速发

展使得可供选择的文化消费方式日趋多样，移动互联网、电视娱乐节目、时尚杂志、畅销书等成为

多数人首选的消遣方式。 参加工作以后，我对这两点有了更深的体会: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很

难抽出大块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偶有闲暇，也再无勇气捧起大部头著作来"啃只想刷刷微信，

看看碟片，翻翻杂志，放松一下身心。回过头来看 ， 大学阶段真是读书 、 思考 、 积累心得的最好时

光:时间充裕，记忆力强，思维活跃，还可与师友们切磋讨论 。

那么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采取何种阅读策略呢?我觉得首先一条就是要"博"和"深" 。 现

代高等教育走的是专业化道路，培养的是所谓"专门人才"偏于精深，失之广博，在知识结构方

面存在先天缺陷，因此跨学科阅读就显得十分必要 。 在求广博的同时，也要避免"浅阅读就是

单纯地满足于阅读做博、微信推送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中不乏有营养、有趣味的内容，但失之

于"浅"和"杂"只可当零食，不能做正餐 。 以我自己为例，在大学七年问除主修的文学与经济

外，我对艺术、新闻传媒、历史、 国际关系 、 社会学 、 人类学、政治、法律，哲学和宗教等学科都

有所涉猎，细读了数百本人文社科类经典著作 。 这成为我在大学校园中收获的最大-笔财富，这些

积累将会在日后逐渐显现出它的"英雄有用武之地"来 。

第二就是要处理好"读"与"恩" 之间的关系 。 于 曰 "学而不思川1.IJ罔若只一味苦读，缺

乏必要的归纳、总结、批判，贝IJ很容易沦为"两脚书橱"。我对这二点体会颇深:随着阅读量的增

加，我会同时感觉到精神上的充盈和混沌。大量信息进入脑海中，但零散、凌乱、缺乏效用，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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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后果。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更加注重阅读后的思考环节，着力建构

自己的知识体系方面归纳总结作者的思路和观点，尤其是原创的部分;另一方面对其观点进行

研判，有选择地吸纳 。 这就好比劳蛛缀网， 一点点织起一张专属 自 己的知识之间，经纬分明， 覆盖

全面，并可随时随地调用。将一架架书籍诀成一张越来越大、越来越密的网，是苦趣，更有乐趣。

第芝，读书、思考的根本目的是要做一个有立场、有识见的人。在这样一个资讯极端丰富，信

息高速流动的社会中，拒绝浅薄，避免人云亦云 、 以说传说，面对任何一个话题都有 自 己清醒、独

立、 客观、有理有据的立场和见解，始终是我着力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我希望自 己能成为一个

"有想法"的人 。 阅读本身并不是目的， 其意义在于提供恰当的知识和学理以支撑正确的立场和见

解，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 理解世界、改造世界。 博览勤思后结成的那张网，其根本作用正在

于此。我认为， 当代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培养"专家 另一个目的则是培养有原则、有想法的

青年。对于暂时缺乏阅历的年轻人而言，后一个目的将主要通过阅读来实现。

二、爱国应步杳担当

上世纪八十年代，乘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东风，全国各高校中弥漫着理想主义的启蒙气氛，大学

生们积极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追赶着自由与民主的步伐。但这一可贵的思想传统在九十年代

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阻断了 。 现在的大学生们热衷于考G 、 考托，或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团委、学生

会的各项琐事， 甚至将大把时间浪费在谈情说爱、网络游戏上面:很少再把国家、民族、公平、正

义 、 自由、民主等词汇挂在嘴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也荡然无存 。 诚然，在当下这样

一个"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社会，谈论这些宏大的话题是有些奇怪， 原来我也一度觉得这些只是政

治家们思考的问题，与 自 己并无太大关系。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的想法有所转变。 我觉得只有爱

国家、求进步、有担当，才算得上一名真正合格的知识分子 。

首先，追求国家进步、民族复兴应当成为当今大学生的理想 。 遗憾的是，现在很少还有学 f愿

意去谈论"理想"这个词，觉得它太遥远、太虚幻、太宏大 ， 说得问多也无助于它的实现 。 我却认

为，虽然没必要成天将"理想" 二字挂在嘴边，但也不能完全回避对这一话题的思考，因为只有将

理想的图景勾勒清楚，才能按图索骥，不断前行。就我个人而 言 ，这幅图景展现的，是"一个各方

面不断进步的现代民主国家" 。

其次"国家进步"并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应落实到具体的爱国思想和行动中 。 一个真

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着深沉的期待，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洞

悉，对当前的宏观形势有着精准的把握，对当下的社会问题有着辩证的思考，对底层人民有着真切

的悲悯，对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进行敏锐的批判，并把国家、社会和人民当作驱动自己思想与行动的

三驾马车。 当然，这些都无法 d蹦而就，而必须靠-点一滴的积累。

最后，不管是追求国家进步的理想，抑或体现爱国思想的行动，都要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担、

上，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进入欧美名牌大学深造、进入知名企业发展、进入

科研机构继续学术研究、进入政府机关投身公共管理与服务……摆在大学生面前的职业道路多种多

样。 面对运些选择，有的人只求一只谋生的饭碗，有的人只求个人事业的发展，而有的人则在前二

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和谐、人民福祉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熔铸到自己的职

业生涯中，有一股"舍我其谁"的勇气和魄力。这，就是我所推崇的"社会担当 是高远理想和

爱国情操的具体化，是当今的青年需要大力涵养的精神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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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lto细致菁气度

、"代大学生除了要在知识、理念上有所准备外，在做人、做事方面也须更成熟，更有法度。在

此，只略谈一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三点:谦和、细致与气度。

首先，年轻人在为人处世时要时衷IJ保持低调谦和的姿态 。 青年大学生初生牛顿，多数又接受了

高等教育和新知、新潮的洗礼，身上自然免不了带有"娇骄二气"因此在做人、做事方面往往激

越多于低调，锋芒J.J{过谦和 。 但我总觉得青年时代凡事低调一些，对人谦和一些，将更利于与人沟

通，更利于自身的学习、积累，百利而无一害 。 当然 ， 也要注意处理好"卑"与"亢"的关系，过

分谦恭会让人觉得没有底气，缺乏自信;过分高傲贝IJ会让人觉得自大无礼，目中无人。最合适的尺

度应是低调谦和同时充满 自信，给人踏实、友好、向上的感觉。

其次，年轻人在为人处世时要时刻保持认真细致的态度。 青年大学生阅历尚浅，经验欠丰，因

此不管在做人还是处事方面难免显得稚嫩→些。为此，就需要以态度上的认真和细致来弥补。同

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不会相差太大，能否脱颖而出，关键就要看你是否认真，是否有

条理，是否在细节方面化了心思。前几年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 ìì ， 讲的道理虽然

浅显，但在实务层面却很南价值。力争把每一件小事做到尽善尽美，力争用精细化管理的方法经营

自己的学习 、 工作与生活，并不断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才能一点点地成熟起来，早日独当一

面。

最后，年轻人在为人处世时要体现出圆融和谐的气度。所谓气度，是指日常交往中给人的独特

感觉，让人觉得可深交 、 可信赖、与众不同。气度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由内向外发散出来

的，它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来支撑。只有内心世界充分平和圆润，不刻意，不固执，不忍膛，

才能在与人交往及日常生活中将圆融和谐的气度外化出来。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境界。

母校已经九十岁了，我写上这些大学阶段领悟到的思想片段，也算是向母校献礼吧。在这里谈

的，或许有些沉重或陈旧，但都是我在这些年的学习与生活中想法的真诚展现，是对自我的期许，

是对前路的展望。我愿以"有识见、有担当、有气度"与所有的二中学子共勉。

仲林

我校 2000 届高三 (5) 班学生，以全市文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中

国文学专业录取。 2001 年起兼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双学位，均以优

异成绩获得学位。 2004 年被免试保送为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其

间两次获得国家学术竞赛一等奖 。 多次获得北大"光华"、 "五四"奖学金，多次

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并被评为北京大学 2004 届、 2007 届优秀毕业生 。 毕业后

进入上海市人民政府，从事国际交流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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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校级领导

才是振亚 校辰、党委副书记，常州市高中数学学科带头人、 rlî教育

年度人物

男， 江苏宜兴人， 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 198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学

高级教师。历任常州市北郊中学副校长、常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常州市第五

中学校长、 常州市第二中学校长。

从教二十多年，有 自 己独特的教学思想，他的课堂散发着智慧 ， 享受着幸

福 。 1997年被评为常州市数学学科青年骨干教师， 1999年被评为常州市数学学

科带头人 。 班主任的他有追求，业绩骄人 。 1995年、 2004年和2009年三次被评

为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 1996年获常州市"立大功" 0 2002年被表彰为 "常

州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 作为出色的管理者，理念新以人为本，胸怀广民主管理，致力于建设

和谐幸福的校园文化。 2011年9月参加第二期长三角名校长培训班学习。 近年在南京、 苏州、无锡、镇

江、 扬州、淮安、盐城、徐州等市为中小学教育管理者及新疆克州校长高级研修班、教育部校长培训

中心西部校长高 级研修班、广州校长高级研修班分别作了 《创设有效机制提升教育质量)) ((彰显特色

推动转型)) (( 以人为本落实规范提升质量 谋求发展)) ((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提升办学优秀内涵》 等讲

座。 2009年成为常州市教育年度人物。 2011年被评为常州市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好校长。

曾担任教育部规划课题 《课堂转型视|泪下提升学生艺术素养的实践研究》 等多个课题负责人 。 近

三年来，有七篇文章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 ((儿何画板让数学研究走进缘分的天空)) ( <<数学教学通

讯))) ((几何概型不同情境引入的"误"与"悟")) (((中学数学月干IJ))) ((高中学校内部冲突分析与

管理对策 )) ( ((基础教育参考)))) ((学校内涵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中转型)) (((江苏教育报))) ((关

注变化科学分析审慎决策 )) (((江苏教育报 ))) ((立足"府学"根基建设文化辐射型学校的探究实

践)) ( (( 中国教育校外教育)) ((特色学校创建的理论与实践)) ( (( 常川、旧报)) )。

H命进 副校长，局二等功获得者

男，江苏常州人， 1960年出生，中共党员 。 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

中学高级教师 。 历任常州第二中学总务处副主任、校长助理、 副校长、 工会←

席 。

1984年起连续7年担任高三生物教学。 自制标本多次获奖，创建的学校生物

博物馆，成为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在市内外有较大影响 。 市首届青年教师教

育教学基本功竞赛优秀奖。 2002年荣立三等功 。 2002年被评为常州市教育系统

优秀党员 。

致力于搭建良好的学生成长生活平台，安静的教师教学平台，学校持续发

展的后勤保障平台， 营造了和谐的校园生活环境。主持负责学校整体校园改造成功圆满，传统和现代交

相辉映，古朴幽雅的千年府学焕发出时代生机， 彰显着二中丰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先后被评为江苏

省优美校园、 江苏省绿色学校。 他关心教职工生活，努力践行依法泊校。 2000年荣获常州干部档案先进

个人称号。 2006年荣获"四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 2006年荣获"十五期间常州市教育技术装备先

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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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1 岳 1~11较快，常州 di 山:j r 1'物理仔「教师、江苏行师德模范

男，江苏武进人， 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 1983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学

高级教师。历任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教导主任，常州市第

二中学副校长。

从教30余年，悉心探究挺高学科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多次在市级开观

摩课和公开课;积极探索尖子学生的培养方式，多次荣获江苏省奥林匹克学科

竞赛优秀指导奖，所带的1999届 高三毕业班徐瑛惜同学荣获高考江苏省理科状

元。在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管理理论，并将理论

与学校实际结合，改革创新学校管理工作 。

《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全面优化班主任工作》 获2000年常州市中小学班主任研究会论文一等奖，

1993年获市托利多教师奖， 1997年被评为市高中物理骨干教师， 1998年获高盘方奖励基金教学优秀奖，

1999年被授予常州市师德先进个人， 2000年被评为江苏省师德标兵。

房 宏 副怯辰 ， 何 1\]1 巾化学特级教师、省人民教育家培芥对象、

省333工程培养人

女，江苏漂阳人， 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 。 1991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教授

级中学高级教师。历任常州市第一中学教研组长，教研处副主任、 主任，常州

市第二中学副校长。

多年担任高中化学的循环教学、 奥赛主教练、班羊任及学校管理工作，积

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辅导学哇50多人获国家、省级奥赛一、 二等

奖， 主持或参加了十几个国家、 省 、 市级课题的研究，参与完成了4本著作的编

写工作，撰写了六十多篇论文(其中 13篇在国家级核心刊物上发表) ，被评为

全国基础教育教科研领域先进个人、江苏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 获得的主要荣誉还有:江苏省"三八"

红旗手、江苏省" 333工程 " 培养对象、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常州外州、'1 市优秀班主任 、 常州市"减负增效"模范教师等，是常州、|家市拔尖人才 、 常州市党代表、常州市

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常州市 "831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 常州市龙域网上家长学校学科专

家、 南京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和扬州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

16 

!司敏 党委副 pì 记，常州 "1向 11 '信息技术骨「教师，局二等功
女，江苏常州人 ， 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 199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

在职教育硕士，中学高级教师。历任常州市第二中学教研组长，团委副书记，

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

从教以来， 一直担任高中信息技术教学工作，所担任班级信息技术会考、

学业水平测试通过率100%，辅导学使参加江苏省信息技术奥林匹克竞赛荣获省

三等奖5人次，辅导学生制作电脑作品荣获省市奖项7人次 。 2002年被评为常州

市现代教育技术先进个人、获得周三等功荣誉 ， 2003年度获得局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 2008年被评为市高中信息技术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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