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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学习语文的过程是其接
受中华文化浸染的过程，也是其智慧
生成、精神发育、心灵成长和灵魂转
向的过程。语文学习中的识字与写
字、阅读与写作，可以为学生构建精
神家园，使其找到思想、情感与道德
上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语文课程丰
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
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语文教师是育
人的人，他必须帮助学生实现精神上
的充实、伸展与升华，这也是语文教
学追求的目标。”语文课程通过富有
表现力的语言形式和优秀文化的熏
陶感染，能够促进学生形成高尚的情
操、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丰富的人生
智慧。作为一门人文课程，语文课程
在促进学生精神世界的发展与丰盈
有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其他课程难
以替代。

【 语文课程陶冶人的情感 】

语言贫乏、感情粗糙的人不可能
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人是“情感的
动物”或“感性的动物”，因为每个人
都有喜怒哀乐，情感需要后天的熏
陶、滋润与丰富。“文学有传染、牵引、
诱发的功能，能唤醒读者处于休眠状
态的情感，使之被激活，变得热烈而
活跃，微妙而敏锐。”文学作品的阅读
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文学作品既可
以触发和点燃读者的情感，又可以使
读者的情感更为丰富、细腻。因此，
著名学者王富仁认为：“常读文学作
品的人感情要比一般人丰富细腻，常
读科学著作的人要比一般人的思想

严密、有逻辑性，就是因为一个人的
思想情感并非完全自生的，是由他掌
握的语言的特点塑造而成的。人有
了更细致、更严密的感情和思想，才
会用更细致、更严密的感情和思想感
受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确，文学是以
语言文字为载体借助各种修辞和表
现手法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
术，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
文学作品以不同形式反映一定时期、
一定地域人们的社会生活，蕴含着丰
富的情感。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人
的情感日益完善、丰富，精神世界也
逐渐充实、完整。

语文，不仅仅是语言，更是文学
和文化。学生在语文课堂中阅读的
一篇篇课文，基本上都是教材编写者
精挑细选的文学佳作。它们文质兼
美，闪烁着人类精神之光，负载着丰
富的情感，有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也
有温暖的亲情、美丽的爱情、珍贵的
师生情，等等。如《背影》《荷花淀》和

《陈情表》等表现的亲情，《诗经·关雎》
《生查子·元夕》《致橡树》等表达的爱
情，《藤野先生》《我的老师》中体现出
的师生情。同样，阅读杜甫的诗歌，学
生可以领略杜子美“致君尧舜上，再使
风俗淳”的豪气；品读陆游的作品，学
生可以感受陆放翁“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思想情怀；而读戴望舒的《雨巷》，感
受到的则是作者心中交织着的失望和
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学习

《祝福》《雷雨》等悲剧作品，学生在流
下感同身受的眼泪的同时，压抑的情
感也容易得到释放。所以说，语文的
学习可以唤醒、提升学生的情感，也
可以丰富、解放学生的情感。

【 语文课程建构人的思想 】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帕斯卡尔认
为：“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只有思想，
才能令人真正的伟大；只有思想，才
能使人获得全部的尊严。事实上，思
想的建构比情感的陶冶更难。因为
情感是人天性中固有的，虽有粗细、
敏锐之分，但比较容易受到外部的感

染和诱引。而思想是抽象思维的结
果，抽象思维的能力虽然也是人大脑
的固有技能，但是其发展主要靠后天
培养，通过生活和社会实践发生、成熟
起来。思想不会凭空产生，需要一定
的条件，如丰富的知识经验、良好的思
维品质、深厚的言语修养，等等。阅读
是思想形成的基础，也是手段。读好
书如同与高尚的人对话，他们穿透历
史和跨越时空的思想将深深影响你
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生的态度。

语文是引导人读书的一门课程，
引导学生爱上阅读、学会阅读是基础
教育阶段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语
文阅读不仅能与大师对话，而且能够
领悟大师的思想，从而将自己从固有
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内化为自己
看待事物、理解世界的一种视野。通
过梳理不难发现，能够入选语文教材
的课文，都是经过历史洗涤和时间过
滤的名篇佳作，有的饱含无私忘我，
献身民族、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
感；有的表达反剥削、反压迫，为解放
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的
则为读者提供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
认识自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
一门人文学科，语文课文中大部分内
容，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写社会还
是写人物，无不是作者好与恶、爱与
憎的表现，是其思想观念的表达。作
为一名语文教师，要潜心钻研教材，
用心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引导学生
牢牢把握文章思想的精华，体会语言
背后的人情世故、人生哲学，在“缘文
释道”中用文章内含的深邃思想、高
尚情操、美好德性、科学观念浸润学
生的心田、拨动学生的心弦、打开学
生的心门。

【 语文课程促进人的灵魂转向 】

雅斯贝尔斯就“什么是教育”问
题明确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
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
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
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
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

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
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教育是人
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
的堆积。”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教育
与训练有着本质的不同。训练是一
种纯粹的技术获取活动，既不需要真
情实感的投入，也不需要精神的沟通
交流。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能
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
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
充分生成。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
神成长过程，教育应关注人的灵魂的
发展与完善。而在我看来，作为学校
教育中精心设置的课程，语文课程与
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相
比，更能实现学生心灵的成长、灵魂的
转向。因为语文是既关乎语言和文字
的课程，又涉及文学与文化，语文的人
文性特征能够实现对学生德性的培
养、人格的确立以及灵魂的培育。

《观沧海》是曹操创作的流传千
古的名诗佳作。“秋风萧瑟，洪波涌
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天
地宇宙，尽在胸中，雄伟壮丽的景象、
壮阔浩大的气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其意境的开阔、胸襟的宽广、抱负的
远大能给人心灵上的极大震动。《与
妻书》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
给妻子的绝笔信。“吾充吾爱汝之心，
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
死，不顾汝也。”对妻子的深情、对国
事的忧虑、对人民的责任，英雄本色
与儿女情长交织交融，这种舍小家为
大家，“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胸与气
概怎能不震撼读者的灵魂？一首好
诗、一篇好文章，既是作者情动于中
而言溢于表的产物，又是绝好的精神
和心灵教育的原料。语文教学要善
于引导学生在读诗品文中感受作者
的情与思，接受心灵的滋润、灵魂的
教育。

（以上节选自《语文何以滋养生
命——语文深度教学研究》，姚林群
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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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旅行的意义，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钟情于
奔赴远方遇见的别样风景，有
人感动于自然与心灵的碰撞，
有人惊喜于在旅行中遇见相
似的灵魂……对于 60 岁自学
英语、开启世界旅行历程的陆
晓娅来说，异国他乡的美食与
美景固然能让她忘了时间，而
在文明遗址、名人故居、乡间
墓地、博物馆等地的停留，同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相遇，与一
个个不朽的灵魂交流，内心掀
起的灵魂风暴和情感浪潮，能
不断唤醒她对“生活意义的思
考与追求”，重新建构自己的
精 神 世 界 和 生 命 过 程 ，让

“‘生’与‘死’的‘过渡’变成
‘ 一 段 精 彩 而 非 乏 味 的 旅
程’”。在随笔集《旅行中的生
死课》中，她将旅行中对死亡
与离别的思考、生命与生活的
意义追寻付诸文字，成就这一
本直面人生逆旅、向死而生的

“生死之书”。
蒙田曾说，我们的房间应

该有一扇可以俯视墓地的窗
户，那会让一个人的头脑保持
清醒。旅途中，陆晓娅曾站在
桑塔格、叶芝、肖邦、哈菲兹、
萨特和波伏瓦等人的墓地凝
视和回望，走进土耳其军人集
体墓地和奥斯维辛遗址默哀
和致敬，踏入沙特尔大教堂、
吴哥窟遗址去探寻生与死的
意义，“这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也会提醒你生命其实很短暂，
我们亦只有一次生命，你希望
将来在自己的墓碑下留下什
么”。她驻足萨特和波伏瓦的
合葬墓，从自身阅读体验出
发，走进萨特《死无葬身之地》
的深处回望灵魂的深渊，与波
伏瓦坐在咖啡馆聊聊《人都是
要死的》，探寻书中生命的意
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从
一位深陷悲惨过往不能自拔的
幸存者到与过往、与自己和解，
进而获得真正自由的经历中，
看到我们该如何从真实的生活
中去创造自己的生命意义。而
在穿越吴哥窟过去、当下和未
来的旅程中，感知到将自己的
创造热情融进美妙当下，是可
以大大减轻死亡焦虑的。

在陆晓娅看来，人生本无
意义，但是我们需要努力创造
意义，活得踏实一点。《长寿
之城与长寿之人》带来的是

“城”对“人”的启迪，游走于
千年古城巴黎、伦敦和耶路撒
冷，她分别从三座城市的兴衰
起落提出三个生命问题：人到

中年是否有勇气和能力进行
改变？漫长的生命里是否愿
意拓展生命的可能性？生命
末端能否整合生命进而从容
告 别 世 界 ？ 答 案 是一串动
词：学习、思考、探索、创新、成
长……诚然，我们无法决定生
命的长短，却能让自己在有限
的生命里活得精彩、活得从
容。《寻根寻到盐湖城》呈现的
是一场“寻根之旅”，如她所
说，人类在一边出走又一边寻
根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努力与
自己的“根”保持联结。我们
无需恐惧死亡，即便生命如流
水般逝去，也会以另一种形式
存在下去。《在巴黎与爸爸重
逢》讲述了一个十分温暖的
故事，父亲已去世多年，她坐
上父亲曾坐过的地铁，来到
父亲逛过的塞纳河边的旧书
摊，读着父亲为她写的诗，穿
越光阴与父亲对话……因为
爱和思念的延续，父亲从未在
她的生命里消失，而她也不需
要时间治愈。

人生是一场向死而生的
逆旅，无论我们想与不想、愿
与不愿，每个人最终都需要面
对。我们唯有直面逆旅，向死
而生，才能过好生命中每一个
无法重来的瞬间。

立春过后，气温缓慢上升，
便有了融融暖意，天暖作伴好
读书。

带上一本书去郊游，去嗅一
嗅这春天的气息。这本书，可以
是散文，可以是诗歌，抑或艺术
类书籍……沿着溪畔行走，走累
了就躺下，一会儿抬头看云卷云
舒，一会儿低头看心仪之书。鼻
腔氤氲花的馨香，耳边是潺潺的
流水声，此刻，最适宜读音乐赏
析类书籍，阅读跨越时空，品味
弦乐的和谐之美，有鸟鸣、有蝶
飞、有融雪、有流水……《春之
声》在春天的旷野里，更能体会
音乐沁润心肺之美。

读初中的时候，母亲因为
胆结石住进市里医院。我们兄
妹几个都在读书，谁也不能一
直待在医院里，所以就轮流去
市里照顾母亲。那是初春时
节，中午 12 点从家乡坐上轮船
逆流而上，夕阳西下的时候才
能到达市里。一到船上，我就
会 花 几 角 钱 买 一 本《广 州 文
艺》，虽然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
了，但当时被里面的小说深深
吸引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会通过旋梯到最上面的露天
平台，两岸风景过，蓝天白云

飘，轮船徜徉在流水里，我则沉
浸在氤氲着墨香的书本里。据
说，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里有废
弃的小火车，很多人设想集体
花钱把它修好，东北雪融化得
慢，那就暮春夏初的时候，带上
妻儿和书本，就在森林里和树
纠缠、对视、守望。我很佩服他
们的奇思妙想，坐火车我自然
还是钟情绿皮火车，慢就慢吧，
有节奏的晃荡声，就像一个生
命体在不停地喘息，表达着生
命的存在，岂不也是一种幸福？

记得那年去深圳，南下的
人特多，肩膀扛着的，头上顶着
的，都是被塞满物品的蛇皮口
袋。火车鸣叫着吐着黑烟，吃
力地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坐
在车窗边的我，看书累了，会把
目光移向窗外，绿皮火车像个
巨蟒，悠哉悠哉地爬行着，沿途
的青山绿水和春暖花开尽收眼
底，这样的旅行，仿佛终点已不
重要，为的就是一路风景一本
书。到了深圳，深南大道是必
去的，在小平巨幅画像前留个
影，接着便去书城读书和淘书。

春天是美好的，读书是快
乐 的 ，春 日 读 书 既 美 好 也 快
乐。我喜欢读汪曾祺的书，喜

欢他的冷幽默，他的幽默就像
战场上工兵埋下的地雷，稍不
留神就会“踩”到，先是会心一
笑，后是忍俊不禁，禁不住说上
一句：“汪老爷子真逗啊！”记得
汪老曾说过：“幽默要轻轻淡
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
人 发 笑 ，如 北 京 人 所 说 胳 肢
人。”是啊，汪老做到了。那些
幽默的句子，是他智慧和精彩、
高明和穿透的集中体现，让我
们的笑发自内心，在惊叹、愉悦
中拈页展颜。

春天，万物搏动，激情四
射，是播种希望和放飞梦想的
季节，也适合读诗。春日里，我
们可以放下困惑和迷茫，让追
求变得执着且又简单，让心胸
变得豁达而又宽广，“从明天
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
柴。”“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
间的四月天！”春日读诗，诗暖
心扉，让生活更有滋有味、富有
诗意。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看云看累了，就打开书本吧，春日
读书一定会带给你一份好心
情，抑或豁然洞开，别样的感受。

□姚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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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历史学者、中国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
劲研究员近十余年所撰中
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重
要论文的修订结集。为何
从曹魏代汉起的千年间，王
朝更替均取禅让形式而避
称革命？被作者概括为“儒
家化北支传统”的北魏政治

和制度建设如何为隋唐帝国的到来准备了条
件？如果以往学界普遍认定的魏晋以降儒学
衰落、子学萎缩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此一阶
段的思想史该如何总结和讲述？……本书收
文15篇，可以说篇篇都有新意，为史学界和读
者工笔重绘了一幅中古政治和思想文化画
卷。“思想史研究当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
题为中心来展开”，“（应该）让问题回到而不是
抽离其所处的历史场景”，作者在此书中表现
出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取径令人称道。

作家梁晓声在这部最
新长篇中，以四十余万字
的篇幅讲述了东北高家、
纽约赵氏等四个家族、四
代人在跨越抗战、抗美援
朝、上山下乡等时期的大半
个世纪内，身处激荡宏阔的
年代，所经历的命运。作品
延续了作者一直以来侧重

现实题材、萦绕家国情怀的写作特质，以哈尔
滨、纽约这东西方双城为空间坐标，呈现了一
部波澜起伏的“中华民族时代画卷”。

《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

◎作者：楼劲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父父子子》

◎作者：梁晓声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这是一部由中国著名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通过
国宝级文物讲述中国历史
故事的大众读物。本书选
取陶寺龙盘、二里头绿松
石龙形器、妇好墓绿松石
象牙杯、发现“中国”的何
尊、精工之巅邓仲牺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护臂、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中国十大传世名
画《清明上河图》、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一
刊惊世的《湘江评论》十件国之瑰宝，分文明起
源、宅兹中国、大国风范、东方欲晓四个篇章，
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和精彩。

《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

◎作者：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文课程的生命滋养：
构筑人的精神家园

众所周知，数学家华罗庚
的治学方法是“由薄到厚”和

“由厚到薄”。这是站在科技
阅读和科学研究的层面上而
言。“由薄到厚”的目的，是知
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对科学
知识详加分析、考虑，而后对
内容增添注解，补充认识，书
便“由薄到厚”。再把学过的
内容贯串起来，融会贯通，提
炼精要，抓住重点线索和基本
思想方法，组织整理成精炼的
内容，促进知识的迁移，方便
进一步学习，这就是“由厚到
薄”的过程。

如果就文学阅读和文学
写作而言，阅读的结果若是
为了致用，所呈现的状态，往
往是先把厚书读薄，再把读
薄的书变厚，即“先读薄，再
读厚”。

可以想象，一部洋洋洒洒
数十万言的文学作品，哪能字
字珠玑？所以，我们在阅读这
些书籍时，要注重找到其框架
所在，找到其精华所在。我们
把厚书——也可以说成是再
创作的素材——其中的精华
离析出来，变成“薄书”。然后
以这本精要的薄书以及自身
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为基
础，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丰满其内容，使薄书变得
厚实、厚重，最后升华为实实
在在的创作成果。

读书“先读薄，再读厚”，
是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的一
种方法，一种途径。庄子有
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
知者，殆而已矣！”意思是说，
人的一生是可以看到边际的，
对 认 知 的 对 象 却 看 不 到 边
际。用能看到边际的人生去
追随看不到边际的认知对象，
危险将要临近；危险将要临近

了还去追随看不到边际的认
知对象，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了。庄子是在告诉我们，生命
有限，知识无垠，读书不能死
读、硬读，还是得悠着点。这，
也许就是为什么要学会把厚
书看薄的缘由。

读薄，说白了，就是要抓
住书中精髓，舍弃无用杂乱的
东西，把对自己有益有收获的
内容进行总结概括。读厚，就
是要读出书中的言外之意，揣
摩字里行间的意图，加以发挥
和补充，从书中读到别人也读
到自己。先把书读薄，找到核
心所在，然后加以联想，把书
读厚。这样，我们读过的书，
就被我们进行了再吸收再创
造，也就内化成为我们身体的
一部分。

在我们的生活中，标题式
阅读、浏览式阅读、快餐式阅
读并不鲜见，这实际上是于不
知不觉中运用了将厚书读薄
的原理。这种自觉的行为就
是 对 有 限 时 光 不 自 觉 的 怜
惜。可以说，采取厚书薄读的
办法，足以提高阅读效率，将
书中知识尽快转化，为己所
用，以期事半功倍地提升我们
的认知速度。

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
读薄一本书，是为着提炼出精
髓。一旦提炼完成，就必须融
入自己的阅历，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生活，让
这本读薄的书，神采焕然，再
次厚实起来，再次伟岸起来，
丰富出不一样的“血肉”，直至
拥有全新的面目。做学问的
人读书，大抵如此，把书读薄
又读厚了。也就是说，读了某
些书，然后基于书中精华，融
入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理解
和主张，最后写出全新意义上
的厚实的个性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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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漫 步

天暖作伴好读书
□张新文

再读
□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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