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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睿见

学习就是要学会思维——这是杜

威对学习的解读。

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是

日本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规定。

思维、思维能力，又一次被提上了

课程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而且越来

越被重视，学生的学习将会以思维发

展为核心。

心理学上关于思维品质、思维方

式的论述，我们应当持续关注。不过，

与教学改革对接，尤其是与创新精神

培养对接，我以为需要将挑战性思维

的培养作为核心关切。

让我们翻开历史。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

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 1 号”在美

国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从这一天

起，人类正式进入航空时代。可是要

知道，莱特兄弟并不是如励志书籍所

说的那么勤奋、那么勇敢、那么拼搏，

恰恰相反，他们其实被称为很偷懒的

一对探索者，因为他们只用了不到5年

时间，进行了几百次试飞就成功了。

而之前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叶，为了研

究、发明比空气重且自带动力的飞行

器，多少人献出了毕生的时间、精力、

金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都没有成

功。比如德国航天先驱奥托·李林塔

尔，一生中进行了3000多次飞行实验，

还在最后一次飞行实验中因飞机坠落

而摔断脊柱，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

命。于是，有位科学泰斗断言：任何重

于空气的机械都不可能飞起来，即使

能够成功起飞，也无法解决着陆问题。

可是，莱特兄弟发明制造的飞机

飞起来了，又成功着陆了，打破了科学

泰斗的断言。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学

历很高？不是，他们只是高中毕业生；

是因为他们身份高贵？不是，他们曾

经只是靠修自行车谋生；是因为他们

勤奋？也不是，如前所说，他们被称为

偷懒的探索者。那么，他们成功的秘

诀究竟是什么？有人关注他们所研制

的飞机是同时代所有设计中最不像鸟

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结论是，他

们改变了研究、探索的思路，走了另外

一条路。

是的，思路的改变让他们成功。

他们首先系统研究了空气动力学。在

着手设计飞机前，他们认真研读了 19

世纪空气动力学之父乔治·凯利爵士

的理论，在彻底弄懂之后，再基于这一

理论着手设计飞机。这种基于理论的

研究，超越了主观臆想，让他们一开始

就超越了绝大多数同行。

理 论 当 然 重 要 ，不 过 是 因 为 人

的思路改变才让他们去关注、研究

关键性理论。用时尚的话来说，他

们 不 是 弯 道 超 车 ，而 是 换 道 超 车 。

这 里 隐 含 着 一 个 问 题 ：思 维 的 突

破。思维的突破，是突破原有的思

维框架，突破原有的思维套路，改变

原有的思维方式，建立新的思维范

式。如库恩所言，范式的改变可以

改变世界，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可以

诞生一个新世界，于是库恩曾将范

式当作世界观来解释。

历史是面镜子。用这面镜子来照

当下的教学改革，尤其是观照学生创

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不难发现，我

们仍然只重视知识、重视成绩、重视分

数，甚至以分数和升学率评判学生和

学校。只有知识，没有能力；只有解题

能力，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只重视解

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能力被丢到一边；

只重视一般性思维能力，挑战性思维

能力被边缘化。我以为，挑战性思维

能力涵盖了批判性思维，思维的挑战

性可激发创新性思维，因而不只是“1-

n”的思维，而是“0-1”的思维，“0-1”让

我们“飞”起来。

挑战性思维不只是对学生的，教

师也应迎接课改、教育中的各种挑战，

在挑战中让思维产生飞跃，走向创

新。学会改变，说到底是改变和突破

自己的思维，让自己成为教育中的“飞

行者”。

（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科

所所长。文中所引用的故事，根据王

昱的《莱特兄弟的思维突破》改写）

挑战性思维不只是对学生的，教师也应迎接课改、教育中的各种挑战，在挑战中让

思维产生飞跃，走向创新。学会改变，说到底是改变和突破自己的思维，让自己成为教

育中的“飞行者”。

思维突破，做换道超车者
□成尚荣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觉自信

的学者，他不但毕其一生创建了

中国民俗学，推进和完善了民间

文艺学，而且终其一生对这两个

学科的发展不断思考，每过一个

阶段就会提出新的理论命题和学

术方法的讨论。

钟敬文先生在维护文化多样

性的基础上，提倡中国主体、放眼

世界的开放学术体系，提倡建设

以本民族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化

建设，这与我国现代提出的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自觉自

信文化的精神是一致的，对于现

阶段我国文化建设产生现实的积

极作用。

作为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

一生关注底层、注重田野，从来没

有放弃研究人民、了解人民、弘扬

人民的各种创造。先生早年到民

间呐喊，在学术领域提倡田野方

法，对于如何做好田野作业提出

了严格要求和系统方法，开辟了

在古代典籍中底层文化研究实践

的方法，提出了“民间传承文化”

的概念。钟敬文先生十分注重跨

学科教学，认为历史学、文化学、

语言文字学、比较学等在理论和

方法上都有结合点，这对拓宽和

加深基础理论学习，实现人文学

科综合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建设

都具有重要启示。

我们要好好学习先生的思想，

领会他的教导，好好做好自己的研

究和教学工作，让先生的思想代代

流传。

2019年，是享有“中国民俗学之父”盛誉的钟敬文先生116周年诞辰。日前，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等主办的“跨文化

视野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与

会者回忆了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成就、历史贡献，让我们领略到一位教育大家、一位文化大家的风范。

思想峰汇

有一种教育家，穿越历史长河

依然闪烁着进步思想和时代人文智

慧的光芒，至今仍影响和指导着我

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实践。他

青年时期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散文和诗歌创作一举成名，时评

为“步冰心之后武”。20世纪30年代

留学日本，专攻民俗学和神话学，回

国后投笔从戎兼战地文学写作，后

来一直在高校从教、专心治学，被誉

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他就是钟敬文先生。作为我国

民俗教育的一代宗师，我们无不佩

服他一生中拥有太多的“第一”：北

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一生创立民

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建立

“中国民俗学派”；与郭沫若先生、老

舍先生一起参与创建中国民间文艺

研究会；招收新中国第一批民间文

学专业研究生；成立全国高校第一

个民间文学教研室；主编我国大学

教育史上第一部民间文艺学高校教

材和第一部民俗学高校教材……

成绩和盛誉面前，钟敬文先生

却十分谦卑，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是“我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平没有丰

功伟绩，没有赫赫声名，只是一个耕

耘时间较长、涉猎园地较广的诚实

的农夫而已”。作为学术“平民化”

的倡导者，钟敬文认为“民”才是时

代的大人物。

钟敬文先生是从田野里走出来

的民俗学家，“田野”是他一生治学的

真实写照。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钟敬文先生就深入自己熟悉的家乡

开展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并在“一

时间，像疯子一样，拼命向周围搜求

民歌、谚语和故事”。带着田野的芳

香和对民间文学事业的挚爱，钟敬文

先生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

个调查和研究民俗的学术团体，编辑

了一系列有关民俗的书籍。他强调

“有两件事必须抓住，一是田野，一是

理论”。正是有这样的动力“引擎”，

钟敬文先生一辈子深入生活，涉足多

个民族地区，写下了一大批学术论

文，成为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

民族学的观点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

学者之一。钟敬文先生的治学，也丰

盈了一代代学人俯下生活、谦卑前行

的人生。

钟敬文先生常常告诫学生“人

品是第一标准，其次才是学问”。他

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对学生的

道德品质要求很严格。作为民俗学

的学科带头人，他常常自省“我作为

研究生的导师，感到自己的不足，有

点苦恼，不时心里嘀嘀咕咕”。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

是钟敬文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

学生的话。他眼中的大事，无不是自

己所从事的研究、培养后学的教学、

为推动学术发展开展各种活动……

而他所说的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

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

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

他常常对学生说：“我一息尚存，

就要为所从事的科学竭尽智能。因

为它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有机部

分了。”钟先生即使百岁高龄患病住

院，还给家里和学校打电话安排教学

科研工作，坐在医院的沙发上为学生

讲课，约见十几个学生到病房汇报学

习情况，就是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

还在为“我有好多事没做”而遗憾。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钟敬文先生将自己的生命看

作“花泥”，一生之愿就是让中国大

地绽放更美丽的民俗之花、教育之

花、文化之花。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现当代史上

十分重要的学术文化大家，是著名的

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被

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

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

俗学事业，为开创和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民间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纪念钟敬文先生，就是要：

学习他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心系

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追求。作为新时代

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将自己的艺术

理想融汇到民族复兴的梦想之中，将

自己的艺术实践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

之中，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

运，悉心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同频共

振，努力做到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

学习他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的艺术理念。作为新时代

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始终坚定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站稳中

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从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营

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激活其当代价值，使包括民间文

艺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血

脉延续，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彩，让

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

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学习他坚持深入生活、博观约取

的治学风格。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

作者，我们要真正深入基层、扎根生

活，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不断锻

炼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

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

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

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向世

界展现独特的中国审美风范。

学习他虚怀若谷、甘为人梯的崇

高风范。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我们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

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的追求，加强思

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

养、涵养、修养，讲品位、讲格调、讲责

任，积极践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

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

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俗学和民

间文学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发起

者、开拓者、创建者和奠基者。他在

学术史和学科范畴是一位凿空式的

人物，在国内外学界都享有极高的盛

誉。钟敬文先生将自己长达一个世

纪的生命时光全部奉献给我国民间

文化研究与教育事业。我们至今还

在享用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果。

因此，将他一生如此丰厚与精深的文

化创造进行全面整体、科学有序的整

理、编辑与出版，不仅是民俗学本身

一项十分重要的根基性工作，还将有

利于我们对钟敬文先生精神遗产的

传承。

我本人20世纪80年代就有幸认

识前辈钟敬文先生。先生才学之高

深、人品之纯净，令我景仰。

21世纪初我到中国民协工作，时

值钟敬文先生患病住在北京医院。我

和刘铁梁教授去看他，也是为了将当

时民协即将进行的全国民间文化遗产

抢救的想法向他汇报，征得指教。他

嘱咐我们一定要做好、做细、做深田野

调查，同时要我下功夫恢复老民协理

论刊物《民间文化论坛》。这些事我们

照办了。他说两件事必须抓住，一是

田野，一是理论。我们在民协15年的

工作中，一直遵循他的这个指导：两只

脚始终站在田野大地上，头脑深思着

时代性的问题与使命。

怎么才是对钟敬文先生最好的纪

念呢？我想，就是要接过老一辈的精神

遗产，汲取他思想、理论与学术的神髓，

脚踏大地，背负时代使命，把我们从事

的民间文化事业扎实做好，不断推进。

记得钟敬文先生在自己的一

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近来有些同

志见我年事已高，又碌碌不肯自

休，南征北战，任务满身，有的劝我

尽量辞去那些职务，静下来整理过

去的各种文稿……我由衷地感谢

他们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这样

做。整理过去的文稿，不管怎么说

总是一种回顾的行动，在眼前正充

满亟待动手的工作，我不能放开它

去回顾过去。放弃今天，就将失去

明天！这将是多大的损失！而且，

自己过去的东西如果真的有点用

处，那将有后来的人或同时代的年

轻人去整理、评定，不需要自己积

极于此。至于写作准备了多年的

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

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

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

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记得鲁迅

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里希望

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才可以

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想

法。去年我在一个论文序言的末

尾说了下面一席话，‘我们在学术

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

一枝出墙的红杏’。这与鲁迅先生

谆 谆 教 导 的 精 神 基 本 上 是 一 致

的。”这是钟老在晚年写的一段话，

而对后世历史说来意义重大的事

情就是编纂他的全集。现在这项

工程终于竣工。

没有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哪

一 个 民 族 像 我 们 今 天 所 做 的 这

样，特别关注并积极致力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哪一个时

代、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

天所做的这样，特别关注并积极

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

当代生活中的复兴与传承。钟敬

文先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为

了完成自己所愿意承担的历史使

命，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先生立

德、立言、立公的一生，提供了一

种光辉的榜样，影响、感召、激励

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大

家共同来回顾和滋养我们民族的

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刘魁立
中国社会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化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专家委员会主任

李 屹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冯骥才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作家

王 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师大民俗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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