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平时自然
爱看点书，但看归看，一直以来很
少就看过的书谈自己的感想。但
当有幸读了山东作家魏然森老师
的散文集《野地里的荞麦》后，我
却突然有想说点什么的冲动，觉
得不吐不快。

打开《野地里的荞麦》这本书
之前，我根据书名判断应该是一
本关于植物方面的书，但仔细读
过后才知道这本书主要写的是魏
然森自己。五岁时，魏然森的父
亲病逝，继而母亲改嫁，他是靠年
迈的祖父抚养长大的。从童年开
始他的人生就注定是苦涩的，故
而他将自己比作一株野地里的苦
荞麦。关于他童年的苦，读读《从
春到冬的寒冷》《陌生的山村》《爷
爷迎着秋风来》《风雪与药》等散
文篇章便能体会到。不过虽说童
年是苦涩的，现实非常残酷，但他
并没有深陷在苦海中不能自拔，
从《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新
兵连》《军功章》《相识路遥》等散
文篇章中就能欣慰地发现，长大
后的魏然森走进了军营，还踏上
了文学创作道路，像很多有志气
的苦命孩子一样，一直在试图一
点点改变自己的命运……

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当读到《我与<白
妖>》《温暖的故土》《五岁女儿作文

记》等散文篇章时，我仿佛嗅到了
来自遥远的沂水大地上成熟后的
苦荞麦所散发出的芬芳之香。魏
然森虽然童年经受了那么多苦，但
是他不仅没被这些苦难打倒，相反
磨砺出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以至于
在中年之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艳
阳天——从部队转业后成了一名
端铁饭碗的地方文化干部，创作成
绩更是斐然，成了临沂地区第一个
加入中国作协的人、第一个出版长
篇小说的人、第一个作品搬上荧屏
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魏然森
还将自己的爱女魏菡也悉心培养
成了一名杰出的青年作家。经过
一番风雨后，魏然森终于苦尽甘
来，事业有成、创作丰收、家庭美
满，他这株野地里自由生长起来的
苦荞麦终于硕果累累、芬芳扑鼻，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除此之外，我觉得《野地里的
荞麦》这部散文集，在语言、艺术表
现手法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但作为
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不敢妄加
评断，具体就交给相关专业评论家
们和时间去评判和检验吧！总之，
这部散文集于我而言是一本难得
的好书，对我最大的启迪是：一个
人不管出身再苦，都不要自暴自
弃，只要坚持信念不懈努力，即便
是一株野地里无人料理的野荞麦，
也一样能结出芬芳四溢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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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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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虹

张海涛教授的新著《海德格尔
后期存在论美学思想研究》是其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以海
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断裂为切入
点，明确美学在后期海德格尔哲学
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研究海德格
尔从前期具有生存唯我性色彩的此
在生存论到后期带有审美主义倾向
的本有存在论的转向问题；试图弥
补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审美主义倾
向研究不足的缺陷，系统地对海德
格尔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体现了
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
功底，是海德格尔美学研究的最新
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代
美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海德格尔哲学可以区分为前
后期，该书通过四个部分层层梳
理、渐次递进对后期海德格尔的存
在论美学思想进行论述，思辨能力
扎实，研究进程缜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对海德
格尔生平经历和主要哲学思想的
介绍，详细介绍了海德格尔的生活
背景、人生经历，为展开海德格尔
思想梳理和前、后期主要哲学思想
划分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即第二至第三章，是
对前、后期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
阐释和辨析。第二章分析了海德
格尔从前期“此在在世的生存论学
说”到后期“存在真理本身直观”的
转变。第三章着重考察海德格尔
存在论的思维维度、伦理维度和对

话维度，并以此逻辑论证海德格尔
唤醒“存在之思”的根据。

第三部分即第四章，是对海德
格尔前期美学思想的概括。该章
认为，前期海德格尔将生存作为美
学研究与发展的根基，建构了生存
论美学的基本形态。由此，该章从
生存论美学的确立、基础、域限、转
向以及审美旨趣五方面详细论证
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美学思想。

第四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是
对 海 德 格 尔 后 期 美 学 思 想 的 阐
释。梳理了后期海德格尔美学思
想的发展历程及突出特点，通过

“语言之思”“诗意栖居”和“艺术之
思”诠释了后期海德格尔美学思想
的内涵、价值及启示。

该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

一，对海德格尔哲学分前后两期进
行了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对前期
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如“畏”

“良知”“好奇”“闲言”“两可”等进
行了有力地分析、批判，以凸显后
期海德格尔美学转向存在论的必
然性。

第二，从思维、伦理、对话三个
维度，结合后期海德格尔哲学与中
国道家哲学的比较对海德格尔的
后 期 存 在 论 思 想 进 行 了 详 细 阐
述。其一，该书认为海德格尔通过
现象学的方法建构了其“生成论”
思维。其二，该书凸显了海德格尔
关于“筑·居·思”伦理问题的本真
探索，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伦
理境域”。其三，该书通过后期海
德格尔存在论思想与道家思想的
对比，指出海德格尔将语言的最终
本质诠释为“道说”，由此推断，本
质的语言便是对大道的呈现，便是
促使事物走出其被遮蔽状态。

第三，分析了海德格尔生存论
美学的前后期关联，重点从语言的
本体论建构、人“诗意栖居”的本真
生存、艺术对审美世界的开启三个
方面对其后期美学思想进行了细
致的分析论述。该书认为，在海德
格尔看来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之
所以能够为存在提供家园，主要是
因为“道说”将“存在家园”的属性
显现出来，而语言之“道说”的最纯
粹的形式就是诗。更进一步来看，
作为语言本质的诗是借助审美世

界的开启对诗意的源头加以探究
的。而审美世界的开启功能恰是
一切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本源。
因此，后期海德格尔对现行艺术观
念、美学观念的批判和对艺术之本
源的沉思客观上构成了对美学的
反思。

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首先，有助于对海德格尔
美学思想的系统把握。以往的美
学研究比较集中于以《存在与时
间》和《艺术作品的本源》等为代
表 的 海 德 格 尔 前 期 和 转 折 期 美
学，事实上，其后期著作表现出了
与 前 期 著 作 截 然 不 同 的 思 想 面
貌。通过对海德格尔后期美学思
想的研究，可以对其美学思想的
发展轨迹有一个更为系统完整的
认识，把对其美学的研究推进到
一个新的高度。其次，有助于在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中明确海德格
尔的美学论域。前期海德格尔很
少将艺术、审美作为一个专题进
行沉思，其美学论域不明显。后
期海德格尔开始以审美直观、审
美现象的方式引入自然、超验两
大外在维度，将存在的直观确定
为“诗意的栖居”，并认为存在由
审 美 开 启 ，又 以 审 美 为 场 域 显
现。其后期存在论实际上是一种
审美主义的存在论。这样，海德
格尔的美学思考实际上集中于其
后期思想中，如此就明确了海德
格尔哲学的美学论域。

□王 恩

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审美主义论说

荞麦虽苦亦芬芳

吴福雷的《淝滨札记：醒着》
这本书有着厚重而睿智的文字，
读后便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激荡人心。

全书分为五个篇章，篇章标
题的中心语分别是“絮语”“琐思”

“对话”“记录”和“断章”。吴福雷
说，醒着是一种姿态，它用思想舞
蹈，以表达自己的存在；用梦想放
歌，以抒发自己的快乐。醒着是
一种禀赋，不刻意，不是经营，命
该如此。追问是它的习惯，凝视
是它的偏好，冥想是它的游戏。
醒着是一种慈悲，是源于慈悲情
怀的对世间万物的吸纳与融通，
对人性高点的瞻仰与敬畏。

我还觉得：醒着，折射他思想
的奔腾。

独上高楼，凭栏远望。身处
城市的繁芜中，他享受独处的孤
独。树木的葱茏、白兰的沉静、
凉风拂过的联想“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成为他
神游四方的自足与惬意。

穿越黄山隧道，在变换中，他
想到人内心的隧道。自然的隧
道从进入时便有灯光，心灵的隧
道更需光明，光明为生命领航。

基于南怀瑾、巴金、季羡林等
大师的一生，他对教育进行思考：
教育应走出机械教育的误区；教
育应走出全才教育的误区；教育
应走出精英教育的误区；教育应
走出书斋教育的误区；教育应走
出听话教育的误区；教育应走出
知识教育的误区。

生命、生活、工作、亲子、风物
等，都成为他笔端的记录。“我思故
我在”，他正践行着思想的奔腾，这
是一种安静的“万马奔腾”，更无处
不在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有所思便有所得，生活因思
考变得充满诗意，工作因思考
变得深入透彻，思想因思考变
得 更 加 灵 敏 深 邃 。 奔 腾 的 思
想，汇聚成一条河流，唱着生命
的欢歌。

我还觉得：醒着，饱含他对文

化的热爱。
巴金先生说：“人为什么需要

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
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
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吴福
雷对文学的热爱，尤其体现在他
对读书的理解上。书中，鲜有对
读书的大声疾呼，但却有对读书
与教学的深刻思考。演练了几
遍甚至十几遍的“精品”课，每一
个可能出现的枝节都是经过认
真考虑和周密计划的。然而，这
却不是我们理想的语文教学。
吴福雷说：“因为胸中积蓄不够
多，便少了些底气，少了些底蕴，
更少了些创造和真实的生成。
不读书，我们会成为教学的奴
隶，因为执行永远不会得到快
乐；读书，我们会享受教学的快
乐，因为读书会唤醒我们内心深
处本已存在的激情和创造。”没
有充分的感知，又怎来如此深刻
的体会？

吴福雷不仅热爱读书，更是
笔耕不辍。几乎每一次与他相
遇，他都会呼吁小学语文老师
们，“每天过一段有文字的生活，
诗意的生活”。是呀，这样的生
活我们渴求，但他已过成了现
实。他说：“文字书写本身就是
我生命的桃源，我庆幸选择了有
文字的生活，藉此可以安放劳顿
的心，藉此我们也就不会错过更
不会辜负自己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拿起笔，再也不
要说：我写不出来。只要用心，
三言两语，日积月累就能创造奇
迹。所以，让我们拿起书，再也
不要说：我太忙了。只要想读
书，哪怕五分钟，海绵里的水挤
一挤总还是会有的。

热爱语文，追求高品质的提
升，过一点有文字的生活，字里行
间，就是执著而无悔的心。身为
一名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要对
得起文化、文学的传递者这一职
业的神圣要求，岂能不好好读书？

我还觉得：醒着，绽放他生命
的姿态。

生命的姿态应该是怎样的？
吴福雷以“淝滨散人”自居，因

“平庸无用”，故自有低调之必
要。因“不为世用”，故更应着力
自身之修为，兼助同仁以成业。
因“闲散自在”，故可得自然之奇
景，文艺之奇趣，生活之奇味，独
立之思想与人格亦得以保全。

“生命絮语”中，述说平凡的
人生，撼人心灵的语言中，是对
简单幸福真谛的抒写。“社会观
察”中，即便是抛弃垃圾，这些细
微的情节，也弥漫着生命的炽
情，膨胀着热爱的风帆。“教育琐
思”中，每一次的即兴发言，都透
射着对教育的热爱与深沉的思
考。在“亲子对话”“风物记录”

“思想断章”中，更是勾勒其生活
的方方面面，而每一面似乎都是
生命姿态的展现，或认真高昂
的，或浅吟低唱的，或激情澎湃
的，或静默忧伤的，或睿智高远
的……我想或许这就是他生命的
姿态吧！

读完此书，我仿佛看见：一个
思想奔腾的智者，一个对文化热
爱的学者，一个绽放生命精彩的
强者。

——读魏然森散文集《野地里的荞麦》有感

就像女孩子总认为自己的衣
橱里缺少一件衣服一样，我也觉
得我的书架上始终缺一本书。所
以，我没事就喜欢逛逛当当，这么
多年的零花钱，基本上都买了书
籍，也给孩子买了书籍。

在合理范围内你愿意读什
么，你愿意在哪里读，你愿意思考
或者纯粹消遣都取决于你自己而
不是别人。千万不要把阅读搞得
有太大压力。你喜欢小说就读读
小说，你喜欢散文就读读散文，你
喜欢历史就读读历史好了。世界
那么大，可惜你不能去走走就读
读游记。

我很喜欢大兵在他的书中所
说：“平行世界、多元生活，愿你我
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我

们做不到，就看看别人是怎么生
活的，小小羡慕一下又有何不
可？我是历史老师，以前喜欢看
历史故事，大多时候看历史故事
是为了上课用，因为孩子们喜欢
听历史故事。这两年喜欢看历史
评论，尤其最近看了一些张宏杰
老师的书。他对历史人物的解读
总是那么深刻，仿佛能化身为书
中人，用那个时代的眼光去看那
些人、那些事。从《大明王朝的七
张面孔》，你可以看到一个精明算
计的农民皇帝朱元璋是如何治理
这个国家的，吴三桂在历史的关
键时刻如何进行忠孝不能两全的
艰难抉择；从《饥饿的盛世》，你可
以看到康乾盛世下隐藏的种种社
会危机，也能全面了解文字狱竟

然还有那么多种类；从《曾国藩的
正面与侧面》，你会发现这个“完
人”其实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小老
头，他虽官居极品，但是患有皮肤
病一生难愈，身体半边麻木，一只
眼睛几近失明，几个女儿婚姻极
不幸福。正因为有了人，历史才
变得更加鲜活和可亲。

作为历史老师，课堂育人是
我们这个学科必须要承担的职
责。历史课上除了学习古代的辉
煌、近代的抗争，当今中国是什么
样子，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历
史课其实也肩负着讲中国故事的
重要职能。读了张维为老师的

《这就是中国》，才能明白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的自信来自哪里……这些都是

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却是能让学
生学起来津津有味的东西。

韩寒在《后会无期》中说得
好：“我们听过无数的道理，却仍
旧过不好这一生。”我仿写了一
下：“虽然我们被无情地改造，却
依然我行我素。”前几天爱人对我
说：“你难道没发现我最近不说你
了？”我想了想还真是，我说：“看
来我最近表现不错，都没有给你
教育我的机会。”爱人瞄了我一
眼，说：“这么多年说你有什么
用？”这难道是放弃对我的改造
了？我不禁窃喜，当然结果肯定
是我想错了。周国平先生在《人
生之谜令我入迷》中说：“在婚姻
这部人间乐曲中，小争吵乃是必
要的音符，倘若没有，我们就要赞
叹它是天上的仙曲了，或者就要
怀疑它是否就要临近曲终人散
了，在夫妻吵架中没有胜利者，结
局不是握手言和，就是两败俱
伤！”所以，我今天还在被改造和
进步的路上，感谢爱人对我的不
放弃、不抛弃。

苏轼在《定风波》中说：“回首
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风也好，雨也罢，只要有书在，
生活都是爱！

——一个历史老师的读书闲谈

——评张海涛的《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美学思想研究》

我 是 一 位 从 教 十 年 的 高
中语文老师，也是一个五岁女
孩 的 妈 妈 。 我 热 爱 并 敬 畏 我
的职业，同时也享受并沉醉于
妈 妈 这 个 角 色 。 有 了 孩 子 之
后，我对班主任这个身份更为
坦 然 和 从 容 了 。 我 将 读 过 的
教 育 理 念 和 方 法 运 用 到 班 级
管理工作中，经常有豁然开朗
之感。经典的教育书籍，不仅
给了我育儿的智慧，也赋予了
我工作的灵感。最近，刚读完
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感
触颇深。

该书第九章讲述的主题是
“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老子
《道德经》中也提出“圣人行不
言之教”的理论。身教有一种润
物细无声的力量，它的效用是远
远超过言传的。在这个主题之
下，陈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
则，就是“做父母的对待子女应
当有相当的礼貌”。这一点我深
有感触。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
中，其实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我
们说话的语气和态度。语言的
边界，往往展示的就是思维的边
界，“和孩子说怎么样的话”“以
怎样的语气、神情去和孩子说
话”，其实反映了我们是否以平
等的态度给予孩子尊重。我们
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情绪平
和，可我们幻想用“吼叫谩骂”
的 方 式 来 达 到 这 样 的 教 育 效
果。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在

“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我们
需要学会“积极地暂停”，也可
以明确告诉孩子自己现在情绪
很糟，大家都冷静一下，避免过
激语言对双方的刺伤。一些不
经大脑语言造成的伤害，常常难
以消弭。

第十三章以“为儿童营造良
好的环境”为主题，特别强调阅
读环境的重要性。陈鹤琴先生
说：“要小孩子喜欢阅读，我们的
家庭，我们的社会，必定要先有
阅读的环境。”对于这个观点，我
深以为然。在当下这个信息爆
炸、浮躁虚华的时代，我们的孩
子面对的诱惑真的太多了。眼
花缭乱的知识以动感的音乐、缤
纷的色彩充斥着孩子的世界，孩
子很容易着迷，可是他们未来的
漫漫人生路是需要静下心来，一
点一点慢慢踏过去的。作为家
长，真的要以身作则，约束好自
己，陪伴孩子在优质图书中找到
一个安静又有趣的世界。买书
是很简单的，关键是陪伴孩子阅
读的这个过程，需要家长摒除干
扰，放下手机，全身心陪着孩子
沉浸在书本的世界中，你觉得读
书本有趣了，孩子会慢慢被你感
染，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其乐无穷
的事。

其实，培养孩子终身阅读的
习惯绝对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语 文
考试，考试只是人生很小的一
部分。我们 能 陪 伴 孩 子 的 时
光 太 有 限 了 ，我 们 不 可 能 一
直保护他们、引导他们，可 是
一 个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孩子，
则 可 以 通 过 阅 读 走 进 一 个 更
辽阔的世界，会有自己独立又
自 在 的 天 地 。 那 是 一 个 远 离
世俗的奇妙天地，可以让他与喧
闹的世界保持距离，拥有内心的
坚毅、笃定、淡然、豁达、从容、
无畏，那会是他抵挡人生风雨的
最大力量。

陈鹤琴先生在第七章《游
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以
及第十章《小孩子怎样学习待
人接物》中都提出要多多给孩
子提供体验生活、感受生活的

机会，“当小孩子做事的时候，
做父母的应当在旁边看着他，
看他能不能做那件事。他能够
做那件事就让他去做；如果他
不能做，那么做父母的应当帮
助他以成其美。”这一点同样给
了我很多启示。我们帮孩子完
成很多事，其实只是满足了我
们作为家长“被人需要”的价值
感 ，对 孩 子 的 成 长 是 无 益 的 。
相反，我们应该站在一边，仔细
欣赏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任务。每一
个任务的完成，都是他们对自
我能力的肯定，自信心就是在
一 次 次 小 的 尝 试 中 积 累 起 来
的。当然，我们在观赏的过程
中，能适度给予孩子恰到好处
的鼓励，那将带给他们极大的
快乐。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迅
速又缓慢的事情。我经常反思
自己的种种行为，有那些什么时
候回想起来都会嘴角上扬的温
馨瞬间，也有很多气急败坏恼羞
成怒的经历。好在，我一直鼓励
自己怀有一颗向上且柔软的心，
积极引导孩子成为一个愿意进取
的人，同时温柔地欣赏自己的孩
子，倾听她的内心。我们只需要
倾尽全力做好父母该做的事情，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回望这一路的
成长，都觉得生命中因为有爸爸
妈妈，因为有这个家，这个世界
是温暖可亲，值得用心对待的，
从而不敷衍自己的人生，无悔亦
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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