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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递 村 的 读 书 联

效好便好 知难不难
□ 江志伟

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省黟县西递

村，300 多户人家的墙壁上，都高挂着祖传

的读书楹联。这些楹联作为自家人的座右

铭，最古老的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

有的是宣纸书就精裱而成的卷轴式楹联，

有的是红木雕刻制就的徽州木雕楹联，有

的是阳雕在竹片之上的徽州竹雕楹联⋯⋯

跨进家门就能读到并知晓这户人家的读书

家风。因此，在西递村里走村串户地赏联，

便成为熏陶和享受。

西递村里的读书联，触目皆是；读书联

旁赏联客，目不暇接。您瞧：“孝悌传家根

本；诗书经世文章”、“天下一等人，君臣孝

子；世间二件事，只是读书”、“欲高门第须

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二字箴言，惟勤

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心地光明，了

无俗能；天机清旷，能读奇书”、“读书执礼；

孝弟力田”、“敦孝悌此乐何极；嚼诗书其味

无穷”、“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

书 ”、“ 事 业 从 五 伦 做 起 ；文 章 本 六 经 得

来”⋯⋯

其中，被专家学者们一致公认为西递

村读书楹联“第一联”的，是村中“笃敬堂”

家里的“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

成难知难不难”。这幅楹联把“营商”与“读

书”相提并论、平起平坐；同时，又把徽州人

读书营商的艰难生活道路，大白于世人；创

业与守成的谆谆教导，晓喻以天下。一个

“效好便好”和一个“知难不难”，明了轻松，

把极普通的辩证法道理用得恰到好处。读

罢，一个被浓缩的徽州人的形象便很快跃

然纸上：认真读书，悉心经营，艰苦创业，谨

慎守成。把如此另类“劝世文”高挂在墙

上，日读夜思，潜移默化，孕育出了一代代

西递村的徽商与书生，演绎出一页页“书香

村”的精彩。

西递村为何对读书楹联如此偏爱？《西

递村志》告诉我们：西递村自古就崇文，文

风昌盛、家风淳朴，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

读”，所谓“深山茅屋书声琅，放下锄头赛一

场”，便是古时书香西递的真实写照。在读

书楹联的烛照下，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胡杏仙女士就在西递村自家的祖屋

里，创办起了黟县第一所由女子执教的“崇

德女子学堂”，一办就是四十多年，一反封

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俗桎梏，高

举起“西递女子也读书”的书香大旗。

西递村的读书联，令我们在欣赏之余，

也庆幸它们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今天。

村人和盘托出：每日掸灰除尘，每年防蛀除

虫；文物贩子出再高的价也绝不动心，日子

过得再怎么拮据也不变卖家风楹联⋯⋯如

此才有了今天“文化村”中的文风奇特、书

香醉人。

鼓励孩子做幸福的普通
人，不想再让他们加速跑了

周末几家人聚会的饭桌上，北京某高校
副校长孙先生再一次向朋友们传授起了自己
的“养女经”：不要太多压力，保持身心健康。

他敢这样说是有底气的：女儿程程是北
京名校 101 中学实验班的优等生；参加过《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且代表学校进入决赛，并坚
持到了最后；最近又受邀参加了央视“状元
榜”的录制。孙先生也多次作为优秀家长，为
班里的其他学生家长传授经验。

程程从来没有上过补习班，唯一参加的
古筝课也是她自己要去的，这对大部分北京
家长而言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每个学期
开始的时候，程程都很痛苦，因为同学们都会
的知识只有她不会，但孙先生陪着女儿预习
复习；期中考试的成绩经常让程程受打击，孙
先生又陪着女儿分析错误；到了期末，程程总
会收获惊喜。这些年来，程程每个学期都要
经历这样的过程，她尝到了挫折的滋味，却掌
握了学习的方法；她保持了探索的热情，也对
自己充满了自信。孙先生觉得，这样的女儿
比一个每次考满分却只会死读书、做作业的
女儿更可爱，也更快乐。

这番话听得在座的几个家长面面相觑
又相当激动。一位年轻的妈妈当即表示，要
把女儿每周三次的京剧课停了，周末的钢
琴、舞蹈、围棋也再考虑一下。“其实孩子姥
爷已经跟我抗议好多次了，说孩子压力太大
了，不行。”这位妈妈说，“孙老师的话帮我下
了决心。”

孙先生坦言，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在当
下的环境里是少数派。不过他并不孤单。杭
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陈钱林也坚定地奉
行家庭教育，按照“自律生活、自主学习、自立
人格”来培养自己的一对龙凤胎。

在学校，陈钱林为儿子争取了不做作业
的机会。儿子考 90 来分，其实在班级里是倒
数，但陈钱林认为没有做作业 90 来分够了。
儿子读初中之后干脆上午读书，下午在家里
自学。女儿从初中起也自己选择做作业，高
一开始一周上课一周自学。陈钱林还用了很
多方法：做游戏、读报纸、阅读、问问题等来培
养孩子们的思辨能力。

随着 70 后、80 后的孩子们进入上学年
龄，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们开始
想要给孩子不一样的生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搜狐网对公众
教育价值观进行的调查显示，公众最赞成的
教育价值观是“孩子的健康、快乐是第一位
的”、“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有事情最好
与孩子商量着办”、“归根结底，能力比学历更
重要。”而公众最不认可的四项是“孩子就是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绩好的孩子长大才
有出息”、“只有上名校孩子长大才有前途”、

“为了不影响学习，孩子应该放弃兴趣爱好。”
同时，调查也发现从 90 后及以下到 70 后，教
育的态度越发开明，对“孩子的健康、快乐是
第一位”的赞成度也随年龄增长而提高；而随
着被调查者学历的升高，他们更认可“有个性
和特长的孩子长大才有出息。”“学历差异造
成的教育价值观差异明显高于性别、年龄段
等。”调查报告主笔杨旻分析说，“可能是随着
阅历的丰富和视野的开阔，大家对教育的功
效有了更真实的认识。”

教育要发现学生的长处，
可木桶理论害了我们好多年

有这么一句话，孩子只有在 3 岁之前才
属于父母，从上幼儿园开始，他就属于学校
了。学校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怎么培养
学生，会对家庭教育造成极大的影响。家里
氛围再宽松，也扛不住学校念紧箍咒。

在教育领域，影响力跟起跑线理论有一
拼的是木桶理论。北京十一中学校长李希贵
却直言不讳地说：“这个理论害了我们好多
年！”木桶理论认为短板决定能盛多少水，但
李希贵认为这个世界短板是可以连接的，需
要装水时接一块板插上去就行了，李四有个
短板拿张三的插上去好了。也就是说，学会
合作比追求完美更重要。

他建议学校和家长要学会发现孩子的长
处。李希贵有个远房亲戚的孩子，怎么都坐
不住，不爱读书，家长整天垂头丧气。李希贵
发现这孩子特别爱演讲，人越多讲得越精彩，
就建议家长培养孩子演讲，带动他学习。因
为学演讲的时候，要举例子，要知道数据，要
看伟人的故事，自然也就学习了新东西。

教育理念的更新换代，让李希贵这样的
教育工作者开始反思曾经的教育方式。而长
期应试教育的弊端和互联网+颠覆课堂的效
应，也要求我国的教育必须改变。

“大规模投入帮助我国建成了全世界规
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率。
但是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却发现
学生创新能力不足、思考能力缺失，甚至高分
低能，叫人质疑教育的质量。”教育部国家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认
为，教育到了必须重视内涵提升的时候。

这两年我国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强力推行就近入学，高考考察综合素质，
中考降低难度改变题型。这些改革既是对过
去教育方式的调整修正，也倒逼现有的教育
体系加快改革的步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通过新技术改
变学校教育和学习方式，正在成为教育创新
的重要内容。互联网、MOOC、智能手机和
ipad 代表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自主、开
放、个性化、互动性、服务至上、公众参与、信
息公开、资源共享的思维方式。新时代的教
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长期以来以老师、
学校为中心。

好在自主化、互动化、个性化的教育并不
是新词。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讲因材施教，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强调“知行合一”，如今，我
们不过是让教育回归本质。

想慢下来不容易，说到底
还是教育资源不充足、不平衡

没有哪个家长不对孩子说快快快，没有
哪个学校没对孩子强调分分分，这是应试教
育的惯性，一时半会儿的，想停也停不下来。

孙先生直言，走自己的教育之路需要很
强大的内心，“家长会上被点名，看着孩子成
绩徘徊在 200多名，心里不是不着急，也不是
不动摇。”他只想说，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
要输得起。陈钱林也在女儿一边写作业一边
哭的时候告诉她，这样读书宁可不读。

学校和老师则纠结于如何把国家的课程
标准转为适合学校的、可操作的教学指南，既
要满足学习知识的要求，又要提升学生素
质。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带着团队蹲了 6 所
幼儿园，到中学研究小幼衔接，之后确立了学

校的办学纲领，继而提出了1+X的素养目标。
家长、学校、老师都在反省和思考，也有

行动。可问题是，道理大家都懂，但现实很骨
感——背后悬着升学率的鞭子，谁也不敢真
的放松。

在公众教育价值观的调查中，“望子成
龙、盼望孩子出人头地”的“功成名就”型期待
与“孩子将来有一技之长，生活幸福就可以”
的“平常幸福”型期待获得了基本一致的公众
支持，与其他 9 组价值观矛盾命题分值落差
较大的状况截然不同。“这反映了当前社会公
众在个体社会成就感上存在的认知分歧，也
显示了公众在为功利而教育和为生活而教育
间难以抉择的矛盾心态。”杨旻说。

为什么知道该慢，明明想慢，却就是慢不
下来？王烽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教育资源不
充足、不平衡。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要打破
头去竞争不多的学位，经常见诸报端的幼儿
园报名引发家长通宵排队的新闻，时不时就
向社会传递着教学资源紧张的信息。上小
学、初中、高中，每一关都要挤掉多少人。《国
家教育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我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也就是说还是
有六成的高中生没有大学上。在职业教育发
展尚不完善的今天，学生、家长和学校很难静
下心来欣赏学习的风景。

好在改变的条件已经初步成熟：我国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行
列，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育经费逐渐增多，
各级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改善，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创新，追
求能让孩子充分发展、享受学习的教育。

变革中的教育，更快乐的生活，大家都有
期待，都在尝试。愿意思考而又敢于行动的
一批人已经走在了前头——

清华附小每天都有体育课，而且总时长
超过 2 小时，当其他学校的孩子们埋首题海
时，清华附小的孩子们在操场上踢足球、打羽
毛球，学习团队合作。

北大附中让行政班级从教室里走出来，
成立了七个书院，书院实行学长制，高年级的
学生带低年级的学生，老师的办公桌椅就在
教室的一角，只是为了老师可以随时观察孩
子的学习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学会
的是独立思考、平等交流。

重庆泉源高中实验班更是把学校直接搬
到了户外、乡村。创始人张良带着学生们早起
晨跑锻炼，学习垃圾分类，从微波炉加热食品
是否会致癌来学习电磁的特性和微波炉的工
作原理⋯⋯

这些学生们学会的东西跟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卡皮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很吻合。
1978 年，卡皮察获奖后有记者问他：“您在哪
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您认为是最主
要的东西？”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回答道：“是在幼儿园。把自己的东西分
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
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了错事要表示
歉意。午饭后要休息，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
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全部东
西就是这些。”

□ 佘 颖

热播的影视作品，多少都有

意迎合观众，剧情多半是前面种

种灾难、悲惨纷至沓来，后半部

分好运、好事频至，在处理上难

免急吼吼，让观众心理情绪体验

一把过山车的感觉。一部《虎妈

猫爸》引发热议，网友甚至感慨

“不敢生孩子了！”虽然也有情节

细节和人物形象上的荒谬和夸

张，但它从幼儿教育入手，展示

了社会生活和复杂人性的多个

层面和关联影响，特别是剧中人

物为了达到内在平衡而付出的

努力，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困境，

值得我们深思。

这部追求喜剧风格的作品，

让人记住的却是剧中人的烦恼、

难堪、尴尬、冲突和无奈。剧中人

都苦着脸揪着心，都在讲这个时

代这个社会竞争的激烈残酷、不

拼必败、身心俱疲却又身不由

己，都渐悟或顿悟于残酷竞争其

实就是自残兼相残，但又都在焦

虑与醒悟、醒悟再焦虑之间转

换，并没有“三观”和心理情绪上

的一劳永逸。这很真实。人生如

此，真实的存在亦如此。

剧中角色之一的唐琳谈到

个体生命需要尊重时，问一群以

崇拜眼光看着她的家长：“孩子

真正属于你们吗？”这让人想起

了五四时期鲁迅著名的幼者本

位论。个体生命的独立性、自主

性、自然成长性，无疑是此剧创

作者的着力主张，也是我们今天

的儿童教育在家庭和学校层面

所严重缺乏的。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

的确看到了幼小生命成长本身

难免携带的盲目性，以及人性本

身“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不能

承受之轻”。比如，没有严肃要求

或善意哄诱，剧中的小朋友茜茜

自己不会有睡觉前刷牙的习惯。

所以，天平并非朝一边倾倒。从

事实和逻辑来讲，生命天性、教

养教育、自由与强制、自主与引

导，这些剧中角色扮演的人生，

更与我们自己的真实人生中构

成了复杂过程、双向运动和经验

互补，并非截然的二元对立。

针对剧中谈及的杜氏成功

学，唐琳有句话让剧中人沉思点

头：“幸福感才是这个社会需要

的。人追求幸福才是真正的动力

所在。”不过，有想法的观众可能

会再追问一句：幸福的基础与内

涵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多元多

质构成的吗？

名 利 成 功 ，自 然 不 等 于 幸

福，搞不好还会成为幸福的腐蚀

剂，但谁又能否认名利成功也可

以是幸福的来源与构成？快乐与

成功，二者并不天然对立，而是

你中有我，互为因果，兼得兼顾。

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也值得我

们在生活中体会、摸索。或许这

才是影视剧的魅力所在。

☞ 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成为更健康更有益于社会的人，教育的速度不妨慢一些，让孩子

有机会接触更多课本外的生活体验

慢教育 慢生活

汪 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