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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同样能够出人才 出大家 出大师

2011年教师节来临之际，由温家宝总理作序的《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一书作
为为广大教师的献礼，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教师节之际，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河
北六道河中学时，对随行的北师大教师和免费师范生说：“教中小学也能出大师，（北）师大的领
导和教授可以研究整理一下”。该书正是根据温总理的指示，由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专题
研究小组整理和研究出来的，希望能够作为广大教师的励志读物，激励优秀青年投身基础教育
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事业。

张澜：
以义持己，以仁爱群

见 利 思 义 ，
无非分之得，无
无限制之取。在
己有苟完苟美之
心，在人无不均
不安之患，生于
利即生于义，生

于义即生于利，生与义利相调和，
斯可谓善也。若只知贪利，罔克
由义，而且藉辞于仰事俯畜之资，
须知祀亲必求仁粟，以不义之财
富供其父母，不可谓之孝；教子必
以义方，以不义之财富遗其子孙，
不可谓之慈。此尤今之世人所当
深省而切戒也。

——张澜：《说义》

“四勉一戒”是张澜自己的座
右铭，也是他经常用来教育子女
和学生的思想准则。

四勉第一条是：“人不可以不
自爱。所谓自爱者何？即爱己之
身不使其为恶所污损，而使之常
生长于善也。欲其生长于善，必
先求所以养之。唯自爱者必养其
仁义之良心，既不贪不义之生，亦
不羡不仁之富。”

四勉第二条是：“不可以不自
修。所谓自修者，就所学之已知
已 行 者 ，而 加 以 省 察 克 治 之 功
也。人能自修，则日进于贤，而不
能自修，则日流于非辟。”

四勉第三条是：“人不可以不
自尊。既使读书颇能勤学，为人
亦知自好，而仅志在温饱，以得富
贵为目的，亦是没有自尊心。自
尊 是 不 安 于 凡 陋 ，而 以 远 大 自
期。即孟子之所谓‘尚志’，高尚
其志，不肯同乎流俗，就是自尊。”

四勉第四条是：“人不可以不
自强。好勇近于自强也，然非学
以明理，则其蔽乱；进锐近于自强
也，然非志以节气，则其退速。自
强之要，在于为善，故必本于学，
自强之功，在能不息，故必坚其
志。”

最后的一戒是：“而断不可以
自欺。治人者必开诚布公，治心
者必去私存诚。诚与欺相反，诚
者无妄，诚者无伪，欺则伪。故不
开 诚 者 必 欺 人 ，不 存 诚 者 必 自
欺。欺人者，人多知而相与恶之；
自欺者，则恒习焉而不自察也。”

蔡元培：
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基

要有良好的
社会，必先有良好
的个人；要有良好
的个人，必先有良
好的教育。

——蔡元培：
《何谓文化》

蔡元培提出的诸多教育思想
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
意义。他向来非常重视健全人格
的教育，主张“五育”并举，即国民
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
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
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要求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最初版
本。出任民国教育总长时拟定的
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
时 势 ，养 成 共 和 国 民 健 全 之 人
格”。作为教育者不仅要教书，更
要育人，培养受教育者成为具有健
全人格的社会公民。他在幼儿教
育方面提出“尚自然”“展个性”的
主张；因为有了他的到来，北大首
开招收女子入大学之风气。蔡元
培主张“教育独立”，认为“教育是
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
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
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
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
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
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
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
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
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

会以外。
“学不厌，教不倦”是蔡元培一

生的写照。他三度旅欧，研究、学
习西方学说。他在巴黎拜访过居
里夫人，在德国看望过爱因斯坦。
1908年至1911年蔡元培在德国莱
比锡大学学习了整整三年。他出
国并非为获得文凭，而是希望通过
在国外的学习更深刻地思考中国
的富强之路。他所听的课程非常
广泛。“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
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
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
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
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
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
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蔡元
培“ 邃 密 旧 学 ”，而 又“ 融 会 新
知”。他继承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优
良传统，又吸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
精粹所在。其日后主持全国教育
行政，领导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
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与此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

钱伟长：
有远见的教师

成就有远见的学生

如果毕业的
时候，他带着“一
肚皮问题”离开
学校，那我们的
教育就成功了。

——钱伟长
的教育思想

为国家 民 族 培 养 人 才 ——
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
追求。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我国，“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的思想深入人心，“本”在哪
里？钱伟长的回答是：“更要重视
教育的质量，不是数量的问题，要
按教育法的规定，目标是使学生
们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全

面的发展。要重视素质教育，这
有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这是个
治本的问题，教育为本，这个本就
在这里。”关于什么是素质教育，
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上海工业
大学在校庆30周年纪念画册上收
录了钱伟长的一段话：“我们培养
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
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
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
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
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
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
家。”这段话言简意赅，集中表述
了钱伟长的育人理念，是他对社
会主义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最深刻
的理解。21 世纪来临之际，随着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世界经济新格
局的形成，世界各国的竞争越来
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
人才的要求自然越来越高，使得
我们的教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严
峻的挑战。钱伟长再次思考了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
问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我们
培 养 的 首 先 是 一 个 全 面 的 人 。
现在我再加一点，我们学校培养
的首先是一个跨世纪的人，能肩
负起跨世纪责任的人；其次才是
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专家。培
养一代跨世纪的、肩负责任的人
是我们的责任。”上海大学自 2000
年以后，又在“培养全面的人”后
面加上“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即
用“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
的一代新人”来概括表述学校的

培养目标。

林砺儒：
“全人格”教育的先行者

教育家要培
养 进 步 的 人 格 ，
以适应进步的社
会，取道甚迂，成
功 甚 缓 ，然 而 又
坚信其可能。

——林砺儒：
《教育危言·序》

林砺儒一贯提倡教师指导青
年学生，“一不是凭权威部勒，二
不是凭笼络操纵”，而必须了解青
年，和他们做真诚的朋友，然后以
人格的力量教化学生。他有一句
教育名言：“教育是人格和人格的
交感。”基于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
成长观，林砺儒指出：“一个完整
的人格，包含有动物的、人类的、
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这些
资格完整地体现了人在教育发展
中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
有具备这些特征，人才能健康自
由地发展。

作为北京师大附中的校长，林
砺儒在办学过程中使全人格教育
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更好
地适应学生人格的发展，林砺儒
提出了以环境为中心的课程改造
观。他指出不少课程的编排体系
存在问题，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发
展。“近日普通学校教科……皆以
教科目为基础而组织教材。这样
的办法，实在有点儿不妥当……无
论何种教材，皆互相关系密切，不
能孑然独立……各科之分立，非由
儿童之地位所承认者，乃按全知
识之客观组织而区分者也。”“故
学校之各教科，当以问题境遇为
中心而组织之，使儿童于各方面
应用各种教材，能于成人社会行
应用，且由是而得经验”。

在教学方式上，林砺儒尤其注
重师生的互动，在 1923 年制定的

《北京师大附中各科课程标准》
中，明确指出教师在讲授时“提
出意思不明了处，令学生讲解；
提出原文简单处，令学生补充；
提出与别篇不同之处，令学生比
较；提出思想上应订正处，令学
生批评”。他还提倡学生多质疑
和发表意见，“多予优等生以发
表意见之机会，注意劣等生之理
解及疑难，教者分别予以充分订
正及解释”。

翻开《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
来的杰出人物》，诸多杰出人物
鲜活的教育经历，丰富多彩的教
育实践，以及熠熠生辉的教育智
慧，对当前的中小学教师具有极
大的激励作用，对当前的教育改
革和教育理论创新很有借鉴意
义。该书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
27 位杰出人物的教育事迹。正
如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师范大学
首届免费师范生毕业典礼上所
说的：“我认为，中小学教师同样
能够出人才、出大家、出大师。
我国近现代许多杰出人物都是
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文
学家鲁迅、科学家钱伟长、历史
学家翦伯赞、艺术家丰子恺，等
等，都当过中小学教师。”让我们
一起翻阅《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
来的杰出人物》，跟随伟人足迹，
坚定职业信仰，在教育实践中体
味教育的真谛吧！

2011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北京师范大学组编/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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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笔记：惊艳的思想碎片

浮世绘
○杨 锏（惠州学院中文系）

世界上很少有人没有听说过
意大利的达·芬奇。这不，在中国
大陆的小城，都能看见以他的《蒙
娜丽莎》命名的瓷砖，最近中国大
陆还闹出了所谓名叫达·芬奇的假
冒意大利的名牌家具。然而，人们
更多的是被他的绘画名声迷住，对
他作为伟大的文艺复兴巨人形象
的广博才华却知之甚少——他是
画家、建筑师、雕刻家、宴会主持
人、军事工程师、发明家、寓言家、
哲学家、解剖学家、数学与几何学
家、城市规划师、机械与力学家、光
学家等等。有人也许不信，追问这
位在遗嘱中强调自己是“国王的画
家”的巨子，何以见得有如此多才
华？达·芬奇确实留给我们最重要
的是他的名画，没有给我们留下像
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布鲁诺那
样的长篇大作，“言之无文，行而不
远”，没有文字著作，单凭画作当然
很难理解他的诸多名号和智慧。
但他终究给我们留下了上万页包
含文字和绘图的手稿，其中部分被
后人编辑整理成《达·芬奇笔记》。
有了这些，不管他是出于保密安
全，还是反抗经院习气的左手镜像
式写作，仰慕伟人的后世读者，就
能破译他的“达·芬奇密码”而领略
大师的超凡才智了。

由于手稿散失，编排限制，国
内外编选出版的《达·芬奇笔记》面
目各有不同。比如牛津本的按真
实科学、宇宙世界、机械学（力学）、
飞行运动、美术、寓言故事编排；中
国大陆版本则有全译牛津本的，也
有改编牛津本并配上大量手稿图
片的。但无论如何排序编辑，文字
版还是图文版，读他的笔记我们都
能看到他对图像、线条、比例、光
影、力度、运动的痴迷和沉思。他
以画闻名，而对于绘画，他始终强
调师法自然，他说：“画家的心应当
像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
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

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如果你不是
一个能够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
的多才多艺的能手，那么也就不是
一位高明的画家。”“自然”这个词
语在他的笔记里频繁出现，也反映
在他那些表现山脉、草木、人物和
建筑等自然世界的绘图草稿之间。

是的，自然，师法自然说来容
易又何其难，就是今日先进的摄影
摄像光学器材都无法表现完全真
实的自然，目前也还没有任何光学
器材完全具备人眼反映自然的效
果。但在光学器材不发达的文艺
复兴时代，达·芬奇为了最大限度
地呈现真实自然，他始终保持对自
然生活的敏锐观察，他说画家要

“养成随时留心观察的习惯”。他
把观察和计算、实验、思考相结合，
他观察发现“照在阴暗物体上的光
线如果呈钝角，那么光线最强”，他
绘制了大量点、线、面、光影包括数
学、几何、光学知识的草图，并记下
了观察和推论的经验，所以他说

“画家需要与绘画有关的数学知
识”，“透视是绘画艺术最好的引
导”。他解剖尸体并观察绘制了大
量包括人体比例和姿态的生理结
构图，如头颅、手臂、子宫胎儿、血
管、筋腱等，所以他说“画家必须通
晓人体内部构造”，“从解剖学的意
义上来说，你，或者你的眼睛，就要
从不同角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地了解人体，反复思考，寻找每一
个部分的起源，自然解剖这种方式
足以让你对此完全了解”，这样“就
如同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自然
人一般”。他实验种过葫芦的树

根，看过意大利米兰马焦雷湖上空
多种云团的变幻，地中海的潮汐，
亚美尼亚金牛宫山麓的形态。他
思考拱顶的力量平衡、住宅厕所臭
气的处理、大理石雕塑的制作。他
还把自己观察自然、绘画、解剖中
对数量比例和力量运动的思想延
伸到机械发明，进行了仿生学的设
计，如齿轮、杠杆、坦克、飞行器等
设计，所以他说“机械科学是一切
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用的，因为所
有生物的运动都要通过类似机械
的运动来进行。”

由此可见，为了实践他的绘画
自然理念，他对自然世界和人进行
了全面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虽然有
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不科学，但是在
哥白尼、布鲁诺都要受到宗教迫害
的时代，他的这些勇敢而超前的思
想和探索，以及他的不朽绘画，不
能不让人感叹，他真是神奇的通
人，绝世的奇才！我们应该感谢他
留下的手稿，其手稿里在众多素描
和速写绘图之间见缝插针的笔记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作为巨人的达·
芬奇以及他名副其实的超凡才能。

达·芬奇也说过，“我很明白，
由于我不是舞文弄墨的文人，可能
使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贬低我是
不学无术的人”。是的，在以懂拉
丁文为身份象征的时代，不善拉丁
文的他使用有些下里巴人的俗语
意大利语写作，那些散落于手稿绘
图上的零零碎碎、长短不一的笔
记，包含着说明、思考、推理、警句
的思想碎片，那些文字没有洋洋洒
洒、文采灿然，没有布鲁诺散文《论
原因、本原与太一》的辞藻、蒙田随
笔的旁征博引。但是，他也同样说
过，“不管谁写得多好，经验才是最
高的权威”，他写的都是经验，自己
的直接感受和体验，超越常人的对
自然世界和人自身的独特观察、自
由思考的经验，这些经验直接呈现
给读者，沉甸甸的，实实在在的，不
包装渲染，自有原生态的朴素文字
之美——他的笔记不啻是惊艳的
思想碎片！

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的观察和思考，虽然有些说法在今天看来不科学，但是在哥白尼、布鲁诺都要受到
宗教迫害的时代，他的这些勇敢而超前的思想和探索，以及他的不朽绘画，不能不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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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海（书评人）

马放南山，退隐泉林，一直以
来就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美好理
想，也一直是普通大众追求的梦幻
生活。只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
谈，那种结庐山野，远离红尘的生
活，在今天多半只存在于书面上或
一些人的头脑中，大多数人生龙活
虎的无限精力，更喜欢去城市中追
逐权势和金钱。

从这个意义上说，《塔莎的花
园》至少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尘世外
的田园生活图，给世人绘制了一个
范本。塔莎 50 多岁时，移居到佛
蒙特深山内，建造 18 世纪风格的
农庄，开始独居生活。她的庄园，
可谓繁花似锦，莺歌燕舞。她亲手
栽培芍药、玫瑰和百合花，也种植
提供食物的蔬菜。同时，她的庄园
也堪称动物庄园，猫、鸡、扇尾鸽、
鸡尾鹦鹉、金丝雀、夜莺和柯基犬
等多种动物来去奔走，彼此无碍，
绝对比世界上最豪华的动物园里
困在笼内网中的动物们舒服多
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若无烦事挂心头，便是人生
好时节。这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很

多人都会背诵，
其 中 的 意 境 也
惹 人 向 往 。 塔
莎 女 士 用 自 己
的双手，营造了
让 很 多 人 梦 想
的世外桃源。

不 清 楚 塔
莎 选 择 这 种 生
活的动机，美国
当 年 有 股 回 归
原野的热潮，不
知 有 没 有 对 塔
莎 最 终 的 举 动
起到推动作用，
但 她 在 深 山 中
生活近40年，大

概这种生活有诸般妙处，让她留恋
忘返。

当然，比起鼎鼎大名的《瓦尔
登湖》来，《塔莎的花园》的文字是
浅白的，但是却更贴近自然的原
味。梭罗当年在瓦尔登湖居住，是
为验证并鼓吹一种回归自然的理
念，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并非真心
想过这样的生活，于是呆了不久就
搬离了瓦尔登湖，他的性情中更多
地还是波西米亚式的。但塔莎夫
人显然已经融入其中，书中一幅幅

由她打造的房舍和栽培的花束的
漂亮图画，已经无声地明确说出她
在这方面的投入和所下的心思。
并且，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归隐乡
野，多半都是宏图大志不得展示，
不得己才带着恨意终老林下，这点
连隐逸大家陶渊明也不例外。可
在塔莎大妈这边，心底却是平淡，
并无此方面的抱怨，这表现在她事
事亲为，劲头十足，于农桑之事可
谓行家里手，对种花也很有研究。
什么地里种什么花，什么时候种什
么瓜，她心里头的算盘打得溜光水
滑，格外分明，其培植花朵树木的
本事让五柳先生陶渊明只好隔着
千年的时光望洋兴叹，望尘莫及，
谁叫这位伟大的诗人自己留下的
句子“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把他的耕地技术出卖无遗呢？而
这本书是由塔莎花园的见证人直
笔道来，眼之所见，行之以文。塔
莎的花园虽是繁花满眼，一派姹紫
嫣红，文字呈现出的和带着读者
的，却是平淡的朴实味道。

塔莎老奶奶这样一直生活到
90多岁，如此的举动，为她赢得了
生活艺术家的美名。这样的文章
读起来足够的写意，可以想象，但
不一定适合效仿。从世俗的角度
打量，她这种生活的背后，大概也
难免柴米油盐之类的不方便，虽然
书中并没有提及。但有人有心要
过一过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也不
妨一试，如果能耐得住孤独和山中
蚊虫的不期然的来访的话。

《塔莎的花园》[美]托娃·马丁
等著 韩玲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1年7月版/38.80元

《瓦尔登湖》[美] 亨利·戴维·
梭罗著 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8月版/11.00元

繁花满眼，平淡满心

塔莎·杜朵
（Tasha Tudor，1915～2008）

美国著名插画作家和生活艺
术家。凯迪克大奖获得者，女王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1915 年生于美
国波士顿。从小家中就常有爱因
斯坦等名人进出。56岁，移居佛蒙
特深山里，建造 18 世纪风格的农
庄，开始独居生活，同年获得女王
终身成就奖，93岁时去世。

京城古建的案头收藏

这是一本浏览北京名胜的导游手册，还是一
本汇聚京城古建的案头收藏。几百幅珍贵、精致
的图片，为读者勾勒出传统建筑的风韵；简单、详
实的笔触，在描述浏览线路的同时，还讲述了建筑
背后的故事。特别重要的是，在迅速变迁中的北

京城，今天我们手中活生生的“地图”，可能就是明
天绝版的历史。《北京古建筑地图》的内容以1949
年之前建成、现在保存完好且价值较高的历史建
筑为主，也记录了近年拆除或重建的一些较为重
要的历史建筑。该书分上中下三册。

《北京古建筑地图（中）》王南等编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1年8月版/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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