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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我决定从最好的文
字——名家经典讲
起，教学生鉴赏那
些文字精妙在哪
里，我们该怎么做
才能像作家一样思
考，怎样写得像他
们那么好。

阅读是弓，提供力
量与支持；写作是
箭，借助阅读的力
量发射。没有足够
的阅读积累，写作
就会缺乏内在的力
量，难以达到理想
的效果。

魏小琳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 （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年—1969年），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教
育家。他在自己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教育主张，认为教
育要培养整全的人，整全的人意味着“完人”，即通过千百年
来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人文传统精神，培养人们完整的精神生
活。雅斯贝尔斯的教育思想对全球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现
代教育的核心理念。

20世纪上半叶，在经历了机器工业革命的近代进程、世
界范围内频繁的战乱、传统价值信仰的缺失、技术的传入之
后，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种精神上的困境，进入了一种“被抛
弃”的状态。令雅斯贝尔斯感到不安的是人的“无根生存”，
还有人的意识、人的行动和思想，即人的存在。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以雅斯贝尔斯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从
20世纪20年代开始，试图为人的自由发展找出突围的路径，
逐步形成了存在主义的哲学体系，并以“生存、自由、超越”
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对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精神等
基本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雅斯贝尔斯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教育》中，以哲学的视角
阐释了理想的教育，深刻表达了其对教育的独特理解。

关于教育的本质，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教
育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文化灌输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凸显
人类精神的现代教育，需要一种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文化
教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
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人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
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
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
迪其自由天性。”他提出“教育即生成”的理念，强调教育是
引导“回头”即顿悟的艺术，是习惯的不断形成与不断更新，
这是一个人秉承自持的重要过程。

关于教育的目的，他主张培养“全人”。真正的人是实
体、一般意识、精神和生存形式的组合，是所有方面完满发展
的“全人”，教育不只是培养某一方面或者只具备某种技能、
能力、意识的人，而是培养“整体”的人或“全人”。整全的
人意味着“完人”，即通过千百年来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人文
传统精神，培养完整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使学生获得知
识。而要培养“全人”，应该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平
等关系，注重受教育者的自由选择与发展。雅斯贝尔斯将古往
今来的教育形式分为了三大类：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苏
格拉底式教育。在他看来，经院式教育是“照本宣科”，学生
鲜活的个性被泯灭，学到的知识也只是固定的；师徒式教育完
全以教师为中心，具有个人色彩的传统，学生容易养成服从权
威、不善于思考、不愿自己负责而只依附别人等不良习惯；而
苏格拉底的“催产式”教育，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地位，师生
通过自由讨论得出知识，从而唤醒学生的潜在动力、激发学生
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雅斯贝尔斯主张教育应该着眼于个人自身
的成长并关乎国家未来，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
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路。

关于教育的精神，雅斯贝尔斯认为“精神命运必然决定教
育的内涵”。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
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
活、工作和交往。教育在单个个人的心中成为人类全体未来的
希望，而全体人的发展又以单个个人教育发展为基点，因此他
提出：“教育要服务于精神生活的传承，这种生活在人们的行
为举止中直接表现出来，然后成为它对存在的关注和国家的现
实态度，并在掌握创造性的精神作品中得到高扬。”当社会发
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教师作为一个真正的教育
者，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教育本质，全身心投入其中。雅斯贝
尔斯强调：“教育，不能没有虔敬之心，否则只是一种劝学的
态度。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

雅斯贝尔斯在研究世界哲学史时，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
兴趣，孔子学说给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以极大启发。

晚年的雅斯贝尔斯开始了他的跨文化研究，并寻找到了通
向孔子学说的道路。在《哲学和世界》（1958年）中他写道：

“从1937年起，我对历史的兴趣有了很大的转变。通过阅读，
我将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哲学的范畴。在精神上，我很
乐意停留在中国，在那里能寻找到人类共同的起源，而与一些
别的地方的暴行相对抗，我因此在对中国哲学的钦佩中转入了
对中国人文主义的关注。”他在《什么是教育》第十二章“教
育与文化”中，论证“学习是德行的保存”“生活秩序的教
育”“艺术教育”时，大量引用孔子的思想，复述《宪问》《子
罕》《述而》《为政》《雍也》《子路》等篇章的内容。

通过对孔子译本的研究，雅斯贝尔斯认为能寻找到人类共
同的起源。1949年他在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

“轴心时代”思想，他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
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
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
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
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
活。”“轴心时代”的提出，第一次以崭新的视角向人们解释了
人类共同的未来，使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
的历史以及各种不同文化的价值，这对一直以欧洲中心论为主
的哲学史学来说，是一个创新。

虽然雅斯贝尔斯生活在一个与孔子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
中，但他与孔子的思想具有很多相似性、相通性、可比性，构
成某种跨文化的链接。儒家思想所关注的是世间，孔子热爱世
间的美、秩序、真诚以及幸福。雅斯贝尔斯在研究过孔子哲学
之后，在给弟子的信中谈到了孔子，他写道：“孔子给我的印
象极深。我并不是想捍卫他什么，因为由于大多数汉学家的缘
故使他变得平庸乏味，实实在在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
的。”在雅斯贝尔斯没有完成的哲学历史著作《大哲学家》
（1957年）中，他将孔子、老子、佛和龙树菩萨与欧洲哲学家
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讨论，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
想无疑在“轴心时代”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达至终极真理的
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极大的启发。

雅斯贝尔斯将东方与西方的哲学思想汇合到一起，不仅给
我们指明了一条符合人类本质的道路、为世界哲学开拓了广阔
的地平线，也使得他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欧洲哲学非同寻常的高
度。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所说：“如果没有中国哲
学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会不会出现，都是值得考
虑的。”同时，也正是借助于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的思想
也变得更加鲜活。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雅斯贝尔斯与
孔子思想的跨文化链接

周春梅

说来可笑，要写“书房故事”，我却
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像样的书房。

少年时，随打工的父母在一个小镇生
活，连一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书房就更是
如童话里的水晶鞋般奢侈的梦了。好在父
亲在一所中学做临时工，学校图书馆随时
对我开放，还允许我不受限制地借阅。于
是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阅读
的大大的“书房”。唐诗宋词、民间故
事、中外小说……还记得一个个漫长的暑
假，我趴在自己的小床上读啊读啊，沉浸
在一个又一个白日梦里。普希金的诗体小
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公爵
小姐，《简·爱》中的简·爱，都是我最
好的朋友，陪我一起成长，其相契和亲近
程度，甚至远胜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成年后，我依然只有一个窄小的家。
厨房以外的其他房间，只要是可以放书的
空处，都堆满了书。书柜里、沙发上、餐
桌上、床头，甚至地上……我的整个家都
成了一个不小的书房，但找书就变得很费
力。我常常踮起脚或蹲在地上，用右手食
指的指尖，划过一本又一本书的书脊——
很可能要找的那本书就缩在两本书中间，
稍不留意就错过了。手指轻轻触摸书脊的
感觉很微妙——一般都是纸质的，但触感
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异，有的光滑些，有的

粗糙些，有的还有明显的颗粒感。布面的
书，会给我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像童
年，像母亲，像故乡。遇到一本好久不见
的书，我会有一种与旧友不期而遇的惊
喜，就停下来跟“它”聊会儿天——翻翻
书，回想当初是在哪家书店买到了它，甚
至还会忆起书店主人的音容笑貌，想到如
今他们散落在何方，于是本来要找的书没
有找到，又翻出了几本要重读的旧书。书
与人的交集，就如同人与人的相遇，颇有
些奇妙的、不可言说的缘分。

这些年由于视力下降，我增加了听书
的时间，我的耳朵就成为随身携带的行走
的书房。我用听书的方式重温那些曾长久
陪伴我的文学作品，以为自己不会再有什

么情绪上的波动，只是让自己再次浸润
在文字里，获得一种已经习以为常的幸
福。但是我错了，看和听诉诸不同的感
官，带来的感受也有奇妙的差异。有些
文字在书中只有几页的篇幅，以我平时
的阅读速度，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读完。
听书则不同，一个陌生的朗读者，用几
十分钟的时间，认真而动情地把这些文
字一点点念给我听，让那些人物、那些感
受，重新一点点地进入我的内心，我似乎
也重回那漫长而专注的少年时的阅读时
光，重回那一个又一个白日梦。

放下书，到户外去走一走，纷繁的人
事，流转的四季风景，更是一本读不尽的
大书。有一次，我在家附近小公园的无人
处躺下，看蓝天上云朵来来去去，觉得那
真是最美的书页。而我身旁落叶正纷纷飘
零的这片小树林，如果有一只巨手将其拍
平，就可以制成天空之书的一枚小巧而精
致的书签。这样想着，整个天地都成了我
的辽阔的书房。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
师，著有《讲台上方的星空》等）

一间辽阔的书房

书房故事

读思录

闫晗

我把我的新书 《跟着名家学写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形容为金庸写过的一
种武功——关于写作的“北冥神功”。“北
冥神功”是《天龙八部》中大理国世子段
誉学会的一种顶级武功，可以吸收别人的
内力为自己所用。

“北冥神功”也可以是一种学习方
法，教你养成一种自动积累素材的习惯，
形成一种底层能力，写作文、演讲、发
言、做自媒体等都可以用到，就像我们学
习语言一样，是一种隐性的学习，是通过
悄悄观察和练习，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的。

写作的“北冥神功”

我的主业是《青年文摘》杂志编辑，
同时也是写作者，所以我知道写作新手的
所有“痛点”。

写《跟着名家学写作》缘起于2020
年，我受邀到北京八中教阅读写作的选修
课，为此做了很多准备，几个月里，去图
书馆把与写作相关的书几乎借遍了。我发
现，有些来自西方的创意写作书，引用的
事例都是西方文学作品，缺少特定的文化
语境，读起来不太容易消化吸收，在教学
中使用效果并不好。而国内的一些写作
书，主要是一些名家相对宽泛的创作感
想，或是纯粹的应试作文指导。

如何教别人写作？怎样才能写得好？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这次我又增加
了新问题：我要给学生们讲什么，才能足
够有趣，能够让他们开阔视野、学会阅读
与写作方法，对他们的人生一直有帮助？

《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说：
“如果你想让人们造一艘船，不要雇人去
收集木头，不要发号施令，也不要分配任
务，而是去激发他们对海洋的渴望。”我
决定从最好的文字——名家经典讲起，教
学生鉴赏那些文字精妙在哪里，我们该怎
么做才能像作家一样思考，怎样写得像他
们那么好。比如鲁迅写景字字珠玑，非常
精练，写故乡屋顶上枯草的断茎当风抖
着，尽显萧瑟；沈从文的眼睛就像微距摄
像机，嗅觉描写传神，空气中有泥土气
味、有草木气味、有甲虫类气味……我把
自己的阅读写作方法写进了一篇篇专栏
中，将这些文章在结合上课讲义的基础
上重新梳理，于是就有了《跟着名家学
写作》这本书。

如何跟着名家学写作

所谓“跟着名家学写作”，是指这本
书涉及的名家有一百多位，包括曹雪芹、
鲁迅、张爱玲、金庸、欧·亨利等，提到
《西游记》《百年孤独》《边城》等多部名
作名篇，既授人以鱼——有许多可以模仿
的文本，也授人以渔——教你写作的思路
和方法。

AI时代，信息的寻找非常便利，阅
读和写作的方式需要有哪些改变？决定
AI竞争力的三个因素是算法、算力、算
据。打个比方，假设用人工智能来建造一
座大楼，那么算力代表了工人，算法代表
了建筑设计，算据代表了可用的砖头数
量。如果要向ChatGPT学习写作，我们
可以在算法、算力、算据上下功夫——当
你拥有大量可用的素材、高超的遣词造句
能力、合理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时，当然可
以创作出好的作品。

怎样写得比AI好？人与AI最大的不
同在于情感。电影《心灵奇旅》里有一个
场景，所有的灵魂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火
花”，才能降生于世，成为一个人。“火
花”是什么呢？或许是生命的意义，你也
可以理解为某种灵感和兴趣的触发。我们
学习阅读和写作，最重要的是找到并收集
那些属于自己的“火花”。这是个体的独
特旅程，只能由自己来进行。

我觉得教写作的难点在于“激发”或
者说“点燃”，如何让名家经典与新时代
的孩子产生心灵的共鸣，点燃他们的热

情？课堂上，我讲 《红楼梦》《百年孤
独》，讲鲁迅、张爱玲、汪曾祺、史铁
生，也会延伸开来，用当下的新闻事件、
电影谈论叙事方法，更不吝分析青春与成
长的情感体验……我的经验是，从经典和
名家出发，但不拘泥于一个作家、一本
书，可以贯穿生活感受、影视作品，以及
其他学科和领域的信息，打通壁垒，要有
时代感和当下感。

有些学生不相信自己能写好作文，担
心作文被嘲笑，或是觉得自己真实的感受
不值得写。在我的课上，有许多次“点
燃”的时刻。让学生表演名著人物台词片
段，“虎妞”和“鲁提辖”演得活灵活
现，孩子们眼中有光。自认为不擅长语文
的学生也积极回答问题，一个木讷的男
生，随口说出诗一样的句子“水的心跳停
止了”。

作家也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灵感
的。刘震云喜欢在路边街头观察人来人
往，留心行人的表情动作、说话语气。他
小说中创造的那些人物都是活生生有鲜明
特点的，非常接地气。余华看见一个人泪
流满面地走在人群中，就产生了思考：他
为什么那么悲痛？这个疑问促使他写出
《许三观卖血记》。马伯庸去绍兴游玩看见
八字桥，仔细观察、调研后，将其写进了
《古董局中局》。

我们通过阅读，在世界这个巨大的信
息库中，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知识的碎
片，搭建属于自己的城堡。最终把所有
的知识和体验通过思考融会贯通、举一
反三，形成自己的认知，写出属于自己
的故事。

阅读是弓，写作是箭

有人将阅读和写作比喻成
弓和箭的关系。阅读是弓，提
供力量与支持；写作是箭，

借助阅读的力量发射。
没有足够的阅读积

累，写作就会缺乏
内在的力量，难

以达到理想
的效果。

我作
文一直写
得好，主

要是因
为喜欢

阅读，广泛涉猎，然后自己慢慢摸索，不
断从阅读中吸收和思考。记得我小学四
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去进修学习，我把
她发的教材里的文学作品选都看了。在
之后的岁月里，通过将阅读体验结合生
活经历不断思考，慢慢就会写了，开始
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文章。

我在上课时跟学生们交流喜欢读的书
目，得到的答案总是治愈。比如，那个下
课总拿同学拐杖装瘸的调皮男孩，读了五
遍《朝花夕拾》，最喜欢《五猖会》；一个沉默
的女生，二年级开始读鲁迅的《药》，读不
懂，四年级继续读，一遍又一遍，她说像读
经书一样参悟到了。我很开心她有自己的
领悟，这是非常宝贵的。

读得越多，越会发现曲径通幽之处。
我的书中有一些自己领悟总结出的“干
货”。比如怎样写熟悉的人？你需要找到
一个“把手”。朱自清写父亲，写的是
《背影》，三毛写父母也写过一篇 《背
影》，背影这个角度，就是他们写父母之
爱的“把手”。再比如怎样写一个人紧
张？高尔基写母亲的紧张，用的是五感
法：嘴里充满了干燥的苦味。《红楼梦》
里刘姥姥进贾府打秋风时的紧张，是通过
动作来表现的：时不时要责怪外孙子板
儿，打他几下。

同样是倾诉的主题，契诃夫、鲁迅写
的故事各不相同。契诃夫的《苦恼》中，
车夫约纳失去了儿子，没有人愿意听他诉
说苦恼，只好跟马倾诉。鲁迅的《祝福》
里，祥林嫂把痛苦向鲁镇的人说了一遍又
一遍，最后得到的只有厌烦和嘲笑。这样
对比来看，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作家的表达我们可以学习，但也要融
入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读到汪曾
祺散文里有一篇写鸡下蛋的文章特别精
彩，可是听我奶奶讲鸡下蛋的故事细节
更丰富，就向她提问关于鸡的各种问
题，比如鸡的食物、生活习惯、下蛋的
姿势、性格等。很多细节让我大吃一惊，
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讲出来。所以，
保持一颗好奇心，多问问，就能有新鲜的
题材可写。

曾经听一位老师说，“在语文课堂
里，应该有你受过的教育、读过的书、走
过的路，有你对语言文字的热爱，有你对
美好事物的眷恋与欣赏……”在我的这本
《跟着名家学写作》里，相信你也可以找
到这些，连同领略名著们最好的部分。

（作者系 《青年文摘·彩版》 副主
编、专栏作家。本文图片选自《跟着名家
学写作》及网络）

封面·话题

“ 中
文 系 能
否 培 养
出 真 正
的作家？”

“写作，能
教吗？”许

多 人 怀 有
这 样 的 疑
惑。在《三

十 岁 以 后 的
写作课：从故

乡 开 始》中 ，何 大
草 将 几 十 年 来 写 作
及 写 作 教 学 的 经 验

向来自各行各业的学
习者倾情相授。构成

本书的十二篇小说，正是成
都“樱园何大草写作工坊”十

二位学员真实的学习成果。
小说家何大草出版有长篇小说

《春山》《隐武者》 等，作品曾获十
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他说：“学习写
作，任何年龄都是正好的时候。起步晚
的人，一旦上手，专注于此，也能不断
提升，直到把佳作呈现给世人。”

写作工坊的同学们，既是跟
随何大草老师学习写作的学员，
也是默默生活着的普通人。他们
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与
文学和写作无关。他们都是 30+
的年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
奇。他们之中，有人做过律师、
售票员，有人是医生、设计师、金
融从业者，也有人是全职妈妈、
退休教师⋯⋯他们在对社会的
介入和认识中，切实地形成真实
的“ 自 我 ”，经 历 了 真 正 的“ 人
生”，他们相信：人生阅历，是写
作者的第一素材。三十岁前后，
是生命旅途中重要的节点，可能
唤起内在力量的二次觉醒，而写
作，是这个过程中一种自我发现
甚至疗愈的路径。

在何大草老师的指导下，同
学们对经典作品进行精微阅读，
并汲取自己的人生阅历，以“童
年—故乡”为主题进行创作，在
一次次课堂的精心打磨中，呈现
出十二篇鲜活质朴、情味满满的
小说作品，恰到好处地安放身为
成年人的过去与当下。 （乐府）

《三十岁以后的写作课：从故乡开始》
何大草 主编
何大草写作工坊的同学们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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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马尔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