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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10 月 30 日晚上，刚到燕

京大学不久的青年教师顾随正在备

课，明天就要讲屈原的《离骚》，可是

他“实在无拿手”，不知不觉已是深

夜，面对千古《离骚》，“不禁自叹往日

读书，走马观花，囫囵吞枣”。

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顾随走

进课堂，还是没什么把握。然而，他

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课堂之上却有

了超常发挥：“不意徐徐引起，如蚕吐

丝，绵绵不尽，学生亦觉娓娓动听。”

近百年后的今天，顾随在古诗词

方面的成就已被学界公认，我们不曾

想过他对古诗词教学也有“无拿手”

的时刻——然而比这更严重的是，顾

随的课堂还有“败走麦城”时。

同样是讲古诗词，不过这次换成

了下午。顾随越讲越“词穷”，底下的

学生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听讲学生

有入睡者七八人，真从来未有之现

象”。这些课堂带来的遗憾，让顾随

进行了一次认真反思：“行事全无真

拿手。”

这位“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

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

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

（《稼轩词说·序》）的顾随，七岁开始

写文言文、八岁已能做出三五百字通

顺文章的顾随，十岁以前就读完三国

水浒封神聊斋等古代小说的顾随，难

道真的是上课“词穷”的老师吗？显

然不是。顾随对传统诗论词论曲论

相当熟悉，他需要的是更多的新意。

既然上课有遗憾，自然需要“补

课”。因为在北大打下了扎实的英文

基础，顾随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文论。

其中，日本学者小泉八云给了他深刻

影响。小泉“注意字句分析、欣赏和写

作技巧”，是“精工巧丽的文艺论者”。

一番功夫后，顾随的讲课渐入佳境。

燕京大学时任国文系主任马季明对顾

随刮目相看，将其视作自己“口袋里”

的“预备兵”，若有学生在国文系的课

堂上闹脾气、撂挑子，就派顾随出马拿

下这门课。当时台下听课的学生，后

来大多成了自己专业领域的“一方诸

侯”，甚至一代宗师，比如滕茂椿、周汝

昌、黄宗江、杨敏如、戚国淦……

顾随的课越讲越好，就没有遗憾

了吗？也不是。旧遗憾刚解决，新遗

憾又来啦。

已经成为“燕园名师”的顾随在

北大任课时，哲学家柳存仁把顾随的

戏曲课堂与文学院长沈兼士、国文系

主任余嘉锡、国文系名师罗常培、胡

适等人的课程并列，评论说，他们的

课“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

国的最高权威，那么，你应该告诉我

谁是比他们更好的”。

“每次讲课，他常常把昨天晚上

或者今天路上偶尔想到的一首诗写

到黑板上，有时是古人的诗，有时是

他自己的诗，有时也不是诗，是从一

个引起他感发和联想的话头讲起，引

申发挥，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好几

个小时甚至好几周”（叶嘉莹《红蕖留

梦》）。“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

尺长”。可想而知，顾随所追求的境

界，已经逐渐展露在自己面前。然

而，遗憾的是“不能自写语录”——课

堂里的精彩，与对某一首诗歌灵光一

闪的感悟，某一个话头引发的滔滔不

绝、口若悬河的讲述，旁征博引里有

多少深刻的思考在不经意间流逝

了。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就在顾随于私立中法大学兼职教

授的1942年秋季，他“身材瘦高，爱穿

长衫，常常面带微笑，潇洒从容地走进

教室”（叶嘉莹《红蕖留梦》），这里的教

室，已经是辅仁大学的教室了。当顾

随在 1948 年发出“不能自写语录”这

声感叹时，他已在辅仁大学授课六年

了。“这六年间，我记下了八大本笔记，

还有许多散页的笔记。多年来，这些

笔记我一直视如瑰宝，在飘零辗转忧

患苦难的生涯中……一路走来，这些

笔记我一直随身携带，完好无损地保

存了下来。”学生叶嘉莹回忆。

顾随可能从来都不会想到，辅仁

大学的课堂里坐着两位女弟子，将他

课堂上那些精彩纷呈的学识智见，将

恩师的风神情采，都记录在笔记本

上。若干年后，这些笔记公开出版发

行，沾溉学坛，泽被后世。这两位弟

子，一为刘在昭，一为加拿大皇家学

会院士叶嘉莹。

课堂遗憾，奋发向上可以弥补。

灵光乍现的精妙绝伦的言论，无暇自

己记录，但学生笔记可以弥补。然

而，有一种遗憾，终身无法弥补。

顾随讲学燕京大学，为学生说

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后来日寇进

逼，燕园被夺，课业停止。顾随深以

为恨。弟子滕茂椿向老师建议“何

不自写”旧日所讲，引发顾随的写作

兴趣，于是有了《稼轩词说》一书。

“乃再取《东坡乐府》选而说之，进行

弥速”“凡旬有二日而卒业”，成《东

坡词说》。

两“说”完稿之后，1943年 9月 12

日的日记记录：说词“雄心转炽，拟取

古来所谓佳作而尽说之”，9 月 16 日

“选得大晏词十首，拟继东坡词而说

之”，此时各校已经开课，重要的是顾

随病躯衰弱，续说胜业，终未得赓

续。顾随连呼：“可惜，可惜。”

我想，这个遗憾，是顾随的，也是

我们的吧。好在，弟子叶嘉莹光大了

师门，这也算是一种弥补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顾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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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观察我从小惧怕跟人打招呼，走路也

捡偏僻的地方走，这么多年过去了，仍

然如此。每次在校园里要穿越人群，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自在。

然而，我出入大门必定跟门卫打

招呼，从工作第一年开始一直如此。

现在进出学校，我的标准动作是，

到大门口一定提前摇下车窗，然后踩

刹车，微笑着跟门卫打招呼。门卫经

常是坐在房间里的，我隔着玻璃也仍

然会对他挥手致意。

一开始门卫很不习惯，他们习惯

了听到喇叭，开门，看车走过，再关

门。所以我打招呼，有时候根本无回

应，有时候对方很尴尬，总之反应很不

自然。但无论如何，哪怕没有获得回

应，我也始终如一，摇车窗，微笑挥手

或同时问好。

一 段 时 间 后 ，情 形 就 发 生 了 变

化。我的车一到门口，门卫就已经知

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提前准备好了，

然后相互问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

多了。

总之，出入校门变成了一个自然

而愉悦的过程。

我 并 非 做 了 校 长 才 刻 意 如 此 。

与门卫互致问候，是进入职场后根

深蒂固的习惯。因为我知道，教师

可以不理校长（我做老师时就是如

此，跟校长很少打招呼），因为在教

室里，会有学生跟他呼应互动，他会

从中找到存在感。但是如果我们对

门卫熟视无睹，那么，他们在工作中

的存在感又在哪里呢？而实际上，

每个人都不容易理解对方的辛苦，

在有些人看来，门卫似乎是最悠闲

的职业，这是误解。

我越来越觉得，无论在工作中，还

是在生活中，包括在管理中，要尽最大

可能向整个世界释放善意，包括同事、

学生、家长，以及那些可能擦肩而过的

陌生人。

例如在家校关系中，所有人都知

道要尊重家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家

长开放日，制作小册子，宣传学校的办

学理念，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

中细水长流地释放善意。

这包括：

无 论 家 长 的 监 督 是 否 能 及 ，在

每一处恪守游戏规则，并且在尽可

能的情况下，将学校置于各方监督

之下。

在 家 长 或 学 生 需 要 协 助 的 时

候，尽最大可能帮助解决或提供指

导意见。

当家校出现纠纷时，不欺瞒，努力

还原真相，并在规则范围内尽可能地

承担责任。

但遗憾的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思

维模式，是尝试取悦家长。而所有取

悦意图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不诚

实。因此，在取悦模式上，又很容易出

现隐瞒、自我辩护、推卸责任。这几乎

成了这个社会所有人的“下意识”，也

包括家长。

但无论如何，学校应该成为价值

观的守护者，以自身的努力去营造小

环境，进而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

再如，在学校管理中，向教师释放

善意意味着什么？

我不太喜欢人文管理这个概念，

人文管理的本质在我看来是“文”，即

“纹”，文（纹）饰的意思。这也是一种

取悦，无论是通过态度的转变、小恩小

惠的收买，还是关系的营建，在我看来

都不是本质的东西，甚至可能形成一

种畸形的文化生态。

我觉得核心仍然是尊重每个人的

自由，不是“给你好处”，而是“让你自

由”。因为所有的“给你好处”，最终必

将让你蒙受更大的损失，这已经是中

国式智慧中心照不宣的秘密。而自由

不是赐予的，只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守

着边界，以之作为底线。然后，相互合

作，相互支持，如此而已。

因此，善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

态度，但根本处乃是一种价值观。否

则，善意只是取悦或作态。

商 界 曾 很 流 行 的 一 个 概 念 叫

“第一性原理”。我认为，无论做什

么事，尤其是面临重大选择时，一定

要回到你自己的“第一性原理”，问

一问，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据

此作出抉择。

有些人什么都想要，例如，想要

收益也想要情怀。当然，收益与情怀

并不矛盾，情怀往往也能转化为收

益，但情怀的目的并不是收益，否则

哪有什么情怀可言？真正的选择在

于，当情怀与收益产生冲突时，你选

择哪个？

当你站在一间教室里，你究竟为

学生负责，还是为校长负责？你会迫

于校长的压力，而去委屈自己的学生

吗？凡此种种，都涉及一种价值观，涉

及“第一性原理”。

而我这么多年走下来，虽不断迷

失，但终究未曾迷路，正是不断追问自

己这些最根本的问题的结果。对我来

说，这就是我对整个世界的善意。例

如，我也会问自己，无论身处何处，在

董事会和教师之间，作为一个职业化

的校长，你站在哪边？当然，这是一个

假设的问题，就像家长和教师并不必

然产生矛盾一样，但要说总是“琴瑟和

谐”，那是“骗鬼”了。

易中天曾讲过中国人的几个特

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

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我觉得，凡是有意于管理者，都必

须思考这些问题。作为校长，我并非

全能，更非全对，尤其是，我不认为我

有资格甚至下命令去改变任何人，我

所能做的，只是向整个世界释放善意，

如此而已。

（作者系南明教育集团总校长）

向全世界释放善意向全世界释放善意
□ 魏智渊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创办于

2017 年 9 月，为中山大学现有 3 所附

属中学之一。为秉承中山精神与逸

仙文化，办学伊始，学校就确定沿用

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

这 十 字 校 训 ，为 孙 中 山 先 生 于

1924 年 11 月 11 日在广东大学成立典

礼上亲笔题写。1926年7月，为纪念孙

中山先生，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

十字训词出自《礼记·中庸》。原

文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其要意是：要广博地

学习，要对学问详细地询问，要慎重

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最后要切实

地力行。

中山先生曾把博学、审问、慎思、

明辨和笃行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新

释，他所指的“博学”是指学生要学习

“古近中外的知识”，包括自然和社会

科学乃至社会实践。更值得重视的

是，孙中山的“博学”而识，是要把学生

培养成具有远大志向而又有广博文化

知识的人才。中山先生强调独立思

考，他告诫青年，学、问、思、辨的关键

在于独立思考。中山先生把古代的

“笃行”发展为社会实践。

赓续大学办学历史，着眼时代变

迁发展，基于学校培养目标，我校将上

述十字校训赋予新的诠释：一为博学，

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二

为审问，要刨根问底、吃透精神、认清

实质；三为慎思，要辩证思考、探求真

谛、把握规律；四为明辨，要识别是非、

分清黑白、判定真伪；五为笃行，要践

履所学、锲而不舍、追求卓越。

（作者系广东珠海中山大学附属

中学副校长）

晒校训
□ 匡双林

顾随（1897—1960），

本名顾宝随，字羡季，笔

名苦水，别号驼庵，作家、

书法家，河北清河县人。

著有《稼轩词说》《东坡词

说》等。

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从何而来？

我想不仅仅是“送教下乡”那么简单，

更多还要来自乡村教育者自身的探

索和实践，这种由内而生、有根的教

育资源才是乡村教育的未来。

例如，乡村小学每天上下学时，

校门前接送学生拥挤的车辆，给师生

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如何解决

这种棘手的难题？增加车位、错时上

下学或增加护送教师，可能是常规的

“城市化”做法。

如果我们变换一种思考方式，根

据农村人口密度稀疏的特点进行逆

向思维，让大多数学生步行上下学，

将家校之间的距离变成“行走的课

堂”，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或许还会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行走的课堂”是定制的运动专

线，让学生的身体壮起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乡村

学生每天上下学基本是乘坐私家车

或校车，但“胖墩儿”多了，“眼镜儿”

多了，“豆芽儿”多了。

如果把学生上下学这段行程，作

为学生培养运动习惯、锻炼体质的一

个项目来实施，岂不一举两得？

首先，科学确定学生步行上下学

的家校距离标准，比如，可以按500米

以内学前班、1000 米以内一年级、

2000米以内二三年级、3000米以内四

五六年级的层次来划分。当然，还可

以鼓励学生挑战更高的层次，并且将

这些数据记入学生成长记录手册。

其次，为了安全起见，每个村民组可

以由家长轮流护送，以 5-10 人的标

准划分成组。

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从小绿

色出行的环保意识，对他们的意志也

是一种磨炼。

“行走的课堂”是精彩的研学旅

行，让学生爱上这片土地。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虽然生长

在农村，但是却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对

乡村的一草一木熟视无睹。如果连

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都对这些置若罔

闻，那不仅是教育的缺失，乡村振兴

也会变为空谈。

为此，我们可以精心定制几条家

校行程路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

学生每天上下学尽可能路过田间、果

园，这样使他们每天既可以看到庄稼

扎根破土、拔节孕穗的生长过程，还能

看到父母和村民在田间忙碌的身影。

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每一种农作

物在不同时节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乡

土教育，就是有意义的研学旅行。乡

村那迷人的景色不仅可读、可唱，还

可画、可写、可拍，我们可以动员学生

用各种方式记录家乡的四季美景，甚

至为家乡农产品代言……

时间久了，学生不仅生在农村，还

会真正融入乡村之中。如果在哪一颗

幼小的心灵里，能够萌发出像袁隆平

爷爷一样“在水稻下面乘凉”的梦想，

那是我们乡村教育的一大收获。

“行走的课堂”是农历天空下的

诗词之旅，丰润着学生的心灵。

农民种植农作物多以节气为依

据，如果我们在引导学生观察农作物

生长的同时，朗诵“谷雨前后，种瓜点

豆”“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等农

谚，去感受节气的变化规律，就会收

到更好的效果。

我们把描述每一个节气的相关

诗词收集起来，当节气来临之时，让

学生行走于天地之间，亲近自然，感

受生命，诵读先人用生命孕育的诗

篇，怀着一种庄严、虔诚的心情去感

受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风霜雨雪等

世间万物的变化：从“风雨送春归，飞

雪迎春到”到“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

稀”，再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这不仅是农历天空

下的诗词之旅，更是一节穿越时空的

大课堂，让学生幼小的心灵得到丰润

和成长。

这样以教师的统一策划为前提、

家校共育为支撑的“行走的课堂”，会

让学校的门前静下来，学生的身体壮

起来，乡村处处充满生机，孩子个个

充满希望。这种具有生命力又有区

域特色的教育资源，才会撑起乡村教

育的未来。

（作者系辽宁省朝阳县波罗赤镇

中心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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