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时代，读语文课本上的文章，大多数时候只为完成学

习任务，再加上当时自身的生活经验、理解能力有限，我甚至

觉得有些文章读起来生硬晦涩。现在重读，曾经的熟悉与累积

的阅历起了化学反应，才发现以前的课文原来篇篇都是经典，

我默默地读着那一字一句，逐渐沉浸在作者特有的语言风格

里，体会着各种文学手法勾勒出来的画面，以前觉得不理解的

桥段，在积累了人生阅历之后，竟如打通了任督二脉，十分感

同身受。读着读着，我在某个节点豁然开朗，理解了作者，也理

解了生活。

当我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我不但感受到了作者

对自己年轻受挫时任性的悔恨，后悔没能心疼母亲，对母爱的

理解懂得太晚，还让我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生活，洞察事物本

质：明白了无论自己的处境如何，都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站在父母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难处；明白了就算再艰难的日

子，也要珍惜细微的温暖，坚持相信奇迹；明白了母爱的深沉

和坚韧……重读，让我整合了文章的深度与作者经历的完整

性，使阅读充满了深刻的思考。

当年读朱自清的《背影》时，觉得“父亲”的背影并不高大

伟岸，甚至日常的举止都显得笨拙与迂腐，现在才读懂这看似

清淡质朴的语言中，却是真情的流露。这些真情隐藏在父亲因

为事忙却坚持要送“我”的“庸俗”中；隐藏在父亲执意要去铁

道对面的站台为“我”买橘子的动作中；隐藏在“我”读到父亲

的来信，读到他说“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忧伤中。“父爱”就

这样满满地溢了出来，使我明白了即使“不完美”的爱也是真

爱。重读，让我从不同的维度去理解文章，从而产生新的阅读

认知。

当年我读季羡林的《月是故乡明》时，起初我不太理解，作

者描述的他乡不同情境下的月亮，为什么不如故乡“苇坑上面

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明亮呢？但当我外出求学和工作，在外

省奋斗几年后，思念起故乡的亲人时，才会共情于故乡的明

月，体会到文章所蕴含的深意。

对当年课本的重读，让我对经典有了更深的认知。我在

“复习”语文课文中感受到更深的思想意蕴，不但读出了文字

更深沉的含义，更密切了与生活的联系，唤醒了沉睡的思考。

重读当年的语文课本
■ 许文超

【
读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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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

那些光彩熠熠的名字和诗篇，照亮了千

百年来国人的精神世界。诗词并不仅仅

是文人闲暇时怡情之物，而是充盈着诗

人理想、志意、持守、道德的心声。文人

墨客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

情怀，是无数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明

灯。

如今，我们从识字起就在背诵古诗

词，等到大学结束，每个人接触的古诗

词都不在少数。但除了那些真正的古诗

词爱好者能够作诗填词外，大部分人已

经远离了格律。事实上，除了教材上选

用的经典，一些人甚至很少接触古诗

词。因为古诗词多为文言写就，其中包

含大量的典故，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化背

景，拿到一首古诗往往会不明就里。这

就需要有识之士来推广古典诗词，让现

代人在古诗词中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

叶嘉莹就是这样的“士”。她一生与古典

诗词为伴，为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教学、

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书生报国成何

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谈诗论词，叶嘉

莹一生著述数百万言，其影响遍及中华

大地。她是学生眼中要眇宜修的湘水女

神，也是无数人通向古典诗词海洋的

“摆渡人”，她使古老的诗词获得再生。

《沧海波澄》一书，以时空顺序铺陈

了叶嘉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她用

诗词来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从她所作

诗词的优雅意象中，我们可以领略传统

文化的深邃精思。同时，从她对古典诗

词的阐发中，也可以感悟到她在国仇家

难中的人生大境界。在与诗为伴的沧桑

岁月中，叶嘉莹的生命品质与人格魅力

成为一道美丽的景观。如她所讲：“我命

运坎坷，饱经忧患，平生从来未曾萌生

过任何成名成家的念头。我只是一个

从幼年时代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热

爱，并且把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

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是古典诗词给

了我谋生的工作能力，更是古典诗中

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的智慧，支

持我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和挫折。我

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内心对古典诗

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借此

点燃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

古典诗词的火焰。”

《沧海波澄》也是一部勾勒大时代

与知识分子命运、学术生涯的佳作，字

里行间尽显作者的大家风骨、诗人气质

与家国情怀，书中不乏中华古典诗词创

作与研究的新思路。本书图文并茂，包

括《二十年间惆怅事》等 4 篇以及附录

《我的台大公开课》，还收录了许多旧

照。叶嘉莹早年以鉴赏传播古人诗词为

乐，但在本书中她却独辟蹊径按时间顺

序讲述自己创作的诗词，创作背景、诗

词意蕴、人生坎坷，经她抽丝剥茧般娓

娓道来，格外亲切。

譬如，叶嘉莹谈道：“诗歌不止要

背，还要吟诵。吟诵久了，你不用学平

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作诗

不是很难，就像唱歌一样吟唱，吟唱的

时候，那个声调跑到你的头脑、心灵里，

你随着声调就写出来了。”现代人之所

以畏惧创作诗词，其根源就在于诗词讲

究合辙押韵，不能出格违律。而通过叶

嘉莹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之所

以创作不出诗词，还是因为读得太少及

不懂读的方法。我们要想传承古典诗

词，得从学生时代开始，多朗读、多吟

诵，这样才会了解诗词规律，进而有可

能创作出诗词来。

叶嘉莹说，当陶渊明、杜甫可以在

你的感受之中复活的时候，诗歌自然会

唤起你一种活泼开放的精神。当诗歌的

生命与你的生命融为一体，那是至美至

善的无尽愉悦。叶嘉莹的文字真诚、深

隐、雅致，她用真切的生命体验，写就了

人生的诗行。在与诗为伴的沧桑岁月

中，她把人生和学识淬炼成了一道美丽

的星光，让我们看见了人生的担当、雅

致与情怀。

夜深人静时，临窗坐在台灯下，阅

读刘亮程的《大地上的家乡》，跟着他温

情的文字，我仿佛回到家乡。那时，外婆

坐在门前的大枣树下，明月高悬、繁星

低垂，我趴在外婆的怀里，陪她聊天，外

婆在淡淡地絮叨，我似睡未睡。等我定

睛一看，月光跑进了外婆的皱纹，外婆

老了，时光老了，家乡也挂在了老去的

云端……

《大地上的家乡》共分3章，分别为

“菜籽沟早晨”“大地上的家乡”“长成一

棵大槐树”，写作视野从脚下的村庄，延

伸至大美新疆，再扩展到祖国的大地河

山。刘亮程以饱满细腻的笔触，写下关

于生命哲学、自然哲学与大地家乡的诚

挚篇章，他笔下的天地万物，可爱而深

情。

对刘亮程来说，家乡是他通往世界

的起点，是出发地，也是梦想开始的地

方。2013年，刘亮程搬离生活了20多年

的城市乌鲁木齐，入住新疆木垒菜籽沟

村，“晚上听着狗吠会睡得很安稳，早晨

在成片的鸟叫虫鸣中醒来。”在菜籽沟，

刘亮程是泥瓦匠、木工、铁匠，他养鸡、

种菜、写作……选择此处，是因为这里

保留着儿时的记忆，是他认作家乡的村

庄：“两房两屋散落在小溪和山边，从任

何角度看都是一幅山水画。”在他看来，

家乡只是破碎地残存于大地上那些像

家乡的地方。“菜籽沟便是这样一个我

能在恍惚间认作家乡的村庄，它保留了

太多我小时候的村庄记忆。”

刘亮程认为：“我们在家乡时，家乡

一切都在地上，在眼前，在我们身处可

处的角角落落。一旦离开家乡，家乡变

成‘乡愁’，我们才获得对家乡的一种书

写机会。如果我不离开那个村子，我可

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写它，因为我的生活

中未曾失去我要写的那些东西。”以往，

流连于家乡的山水之中，我总以为光阴

不会老去，直到 8 年前，我从母亲打来

的电话里得知外婆病危的消息，连夜归

乡的途中得知外婆去世的噩耗，瞬间泪

流满面。未能见上外婆最后一面的我，

执著地认为家乡从此已残缺。我从小在

乡下长大，父母离开家乡，常年在外务

工，慈爱的外婆是我童年的一道光。外

婆离开后，这一道光就像是被岁月的秋

叶遮住了，斑驳细碎。这些年，我游走在

车水马龙的城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任一茬又一茬光阴在手心滑过，总觉得

自己像无根的浮萍，四处飘零着，找不

到回家的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寻找自

己的家乡。我生活的城市与我的家乡差

异太大，以至于我总是憧憬着，待时光老

去，回到家乡，与天地万物终老一处。心

情的褶皱，在读到刘亮程的文字时，仿佛

被慢慢烫平。关于生命的自然老去，刘亮

程写到从新疆回甘肃祭祖的感慨：“在那

样的家乡土地上，人生是如此厚实，连天

接地，连古接今。生命从来不是我个人短

暂的七八十年或者百年，而是我祖先的

千年、我的百年和后世的千年。”

在刘亮程看来，“每个人的家乡都

在累累尘埃中，需要我们去找寻、认领。

我四处奔波时，家乡也在流浪。”而写作

则是一场语言的回乡，是远离故土以后

的那种乡愁在发挥作用，“我写的每一

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今年春天，在

一个偶然的下午，我突然想随心所欲地

写点文字，记录散漫的生活碎片，才发

现每一句想写的文字都与家乡有关，这

些年已经逐渐朦胧的家乡，慢慢在记忆

中苏醒，已经离开多年的外婆、时光深

处的老屋、山间清脆的鸟鸣、田野里的

阵阵秋风、窗台上垂挂的玉米串，无不

在我耳边低语，轻轻地问候着我在他乡

的生活。我开始直观地体会到刘亮程所

写的“我知道每个黄昏的太阳，其实都

落在我的家乡”。这半年来，我用朴素到

趋于稚嫩的文字，寻找、认领自己的家

乡，逐渐串起回乡的路，焦躁的内心日

益趋于安宁。

或许，诚如《大地上的家乡》所言：

“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最

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每个人都是他自

己的家乡。”在岁月的长河中，游走于天

地之间的我们，终将在精神上“活成自

己的家乡”，此心安处是吾乡。

学会保护自己，是女孩的必修课。

而真正实现自我保护，则需要她们的内

心充盈智慧，并持续积蓄力量。《非凡女

孩》是一套聚焦于女孩成长的儿童文学

作品，涉及勇敢、自信、机智、宽容、独

立、坚强等主题，讲述了 6 名个性鲜明

的女孩以及发生在她们身边的 6 个生

动有趣的故事。作者借助扣人心弦的故

事情节和温暖细腻的笔触，把女孩成长

中常会遇到的困惑一个个摊开，并给予

女孩充分共情，引领她们踏上通向“非

凡女孩”之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拥

抱丰富多彩的美好未来。

与其他人不一样，会很丢脸吗？梅

达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她长着一

双滑雪板似的大脚。为此，梅达既不能

穿小巧的鞋子，也不适合跳芭蕾舞。爸

爸妈妈非常苦恼，只要能把梅达的大

脚变小，他们愿意尝试一切可能的方

法，甚至想到了动手术！梅达被吓跑

了，迈开大脚去闯世界。不承想，正是

这双屡遭嫌弃的大脚，给梅达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奇遇，“她总能赢得滑水、

滑雪运动的冠军，她的大脚具备天生

的优势。”此外，梅达还坚持上芭蕾舞

课，并且跳得很出色。天下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一双大脚当然不能阻止她。

更何况，正如梅达坚信的那样，大脚可

以带她走得更远。

什么样的礼物才算得上珍贵？乌玛

是老国王唯一的女儿，在父亲生命快要

走到尽头时，她独自一人奔赴大草原，

去寻找珍贵的礼物。同期出发的哥哥们

带回了狮子皮、梦想之毯以及隐身戒

指，乌玛却只捧回了一条彩色项链，还

是用动物们的眼泪和一根蛛丝串成的，

“每一颗眼泪珠子都是一个故事，每一

个故事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看着这

条独一无二的项链，老国王深深感受到

了女儿的善良和爱心，他认为这才是珍

贵的礼物。在盛大的庆典上，焰火缤纷、

歌舞欢腾，人群中，乌玛脖子上的项链

闪闪发光——泪珠里的痛苦逐渐平复、

愈合，并发出了欢快的乐音。

当伤害过我们的人亟待帮助时，我

们该不该伸出援手？安吉拉跟着奶奶学

会了用草药治病救人。有一天，善良的

奶奶被城主当作女巫给抓了起来，孤苦

伶仃的安吉拉躲藏在附近一个草药园

里，为了不被发现，她不得不打扮成男

孩子的模样。后来，城主得了一种奇怪

的病，只有安吉拉的草药才能治好。为

了救出奶奶，也为了治病救人的使命，

安吉拉不计前嫌治好了城主的怪病，让

城主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回奶

奶后，安吉拉继续在草药园干活儿，在

她的精心照料下，草药园变成了一个香

气扑鼻的宁静乐园，为更多人带去健

康。

除了自信的梅达、机智的乌玛、宽

容的安吉拉，书中还有勇敢的佳塔、独

立的伊莎贝、坚强的库莎，她们的故事

同样精彩。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套写

给女孩的书，作者的叙述视角并未围绕

衣服、洋娃娃、糖果、发卡等做“表面文

章”，而是在天马行空的故事里呈现了

“真实立体”的成长困惑和解决方案。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不完美，

“非凡女孩”们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无惧别人的目光，跟随内心的声音，

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道艰难的关

卡，每一次严峻的挑战，皆如玄妙的魔

法，幻化成她们成长之路上坚实的基

石，默默见证着她们绽放出的耀眼光

芒。这套书就是送给女孩最好的礼物。

继《教育的100种可能》后，李镇西又推出了《学校

的100种可能》，记录了他作为教育专家多年来走访考

察各地学校的观感和思考。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描绘

了中国、美国、丹麦、乌克兰的22所各具特色的学校，

下册则着重介绍了丑小鸭中学、杜郎口中学等几所特

别的学校。

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从业者，在书中，李镇西仿佛

一位专业导游，以教育内行人的独特视角和敏锐神经，

看到、问及学校那些充满教育智慧的细节，并用平实的

文字、真挚的情感和即时的自省，写就了这本特色校园

游记，带领读者去观察、了解这些特色鲜明的学校及它

们背后令人触动的教育理念。

阅读此书，你能看到许多大开眼界的教育情境。

例如，在北京十一未来城学校，教室里没有讲台，操场

上也有没有主席台，体现了“把孩子置于中心”的理

念。同时，学校有一面建设史展示墙，以悬挂的方式陈

列了铁锹、钢钎、铲子等建筑工具，还镌刻了建造校舍

的建筑工人的姓名，用这种方式开展感恩教育和劳动

教育。在台北奎山中学，6层高的教学楼没有楼梯，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不锈钢的旋转滑梯，奎山中学执行董

事表示，“不只是好玩，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可以迅速

地活动”，6楼的孩子最快可以在7秒之内从教室到达

一楼拿球。在丹麦的初中和高中之间，设置了“十年

级”和“青年中学”，供没有思想准备进入高中的学生就

读，给青春期孩子提供一个过渡阶段。

阅读此书，你能听到许多有意思的教育“金句”。

譬如，当广元市范家小学被外界评价为“所有最先锋的

教育理念在这所山区小学都能看到”时，校长张平原却

清醒地表示:“我办教育就是遵循着实事求是的基本路

线，做真实的教育、守常识的教育。”在丹麦斯莱特学

校，英语教师Brain介绍自己会根据每一个学生的情

况来考核，“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式，但我会根据

学生的情况不断地去努力适应他们。”

阅读此书，你能感受到教育人令人动容的树人情

怀。放弃了优越生活环境转而从事乡村教育的贵州正

安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校长肖诗坚，在自己的微信头

像下曾写道：“我所做这一切是何等微不足道，而我做

这一切又是何等重要。”为了帮助“问题学生”重新找回

自己、在学校找到安全感和存在感，云南丑小鸭中学校

长詹大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了每一间教室的墙

上，强调“任何时候校长都会帮助你”。以及时至今日，

乌克兰的帕夫雷什中学仍然保持了苏霍姆林斯基担任

校长时的诸多做法，仍然宁静而朴素。

见贤思齐，推荐学校管理者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翻

阅此书，跟随李镇西的游览，了解多样且美的学校，共

同探索学校的100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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