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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俊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文
学是什么，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大、很
难的命题，不是一句话能说得很清楚、
把得住要点的话题。但是，我想到了
一首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
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
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
站。”这首诗的名字叫 《赶时间的
人》，是写快递小哥的，也是快递小
哥写的。作者叫王计兵，是来自江苏
徐州的快递员。这位在生活底层打拼
的快递小哥，创作了 4000 多首诗，
出了几部诗集，他让生计有了诗意、
奔忙有了韵律。是生活酿造了这样带
着时代气息、社会温度的作品，原汁
原味，真情实意，却有诗情画意。它
让普通人、平凡事成为大众的关注、
文学的主角、诗的主题。所以我想
说，文学就是生活。

低头过日子，抬头望星空。慎终
追远，慕德思贤，是中华民族的品
格。仰望古老而辽远的苍穹，那里有
我们的先祖。盘古开天、女娲补天，
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嫦
娥奔月，后羿射日、鲧禹治水，嫘祖
养蚕、仓颉造字，是成语里的故事、
神话里的传奇。轩辕氏播种百谷、始
制衣冠；有巢氏构木为巢、掘土为
穴；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使民众
免除因为吃腥臊恶臭之食而饱受伤害
之苦；伏羲氏教民结绳张网、捕鱼猎
兽；神农氏教百姓种庄稼、识草药、
制陶器。他们以开天辟地的豪气、战
天斗地的勇气、改天换地的志气、顶
天立地的浩气，用神话传说的方式，
开掘了中华文学的源泉，他们是最早
的文学形象，他们智慧的基因和意志
的细胞，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
留下精神的烙印、文化的胎记。

讲解中国神话最好的老师是闻一
多先生。一个残冬的下午，我伫立在
闻一多先生的大理石雕像前，跨越时
空的对视，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先生那
种学者的严谨、歌者的热情、战士的
勇猛没有消退，先生身上那种屈原的
高洁、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岳
飞的激越、文天祥的慷慨没有消退，
先生对美好的追求、对崇高的赞美、
对黑恶的愤怒，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
的忧虑没有消退，他的精神比大理石
还要坚固。他说：“我们不怕死，我
们有牺牲的精神！”他在做完最后一
次演讲后，便迎着特务的枪口冲上
去，但很孱弱，只有一支笔和一副眼
镜。他高呼完“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
的，真理是永远要胜利的”，便怆然
倒下。敌人暗杀了他，他却用热血融
化了那颗子弹。倒下的是躯体，立起
的却是丰碑。从远古先圣到文学先
辈，都是精神的丰碑。所以我想说，
文学就是精神。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中
华上古的歌谣，让我们回到了远古。
想回看从上古到东周一千五百年间之
历史片段，尧、舜、禹、汤、文、武
之治国宝典，可以打开 《尚书》 的
典、谟、训、诰、誓、命等篇章；回
溯“在河之洲”“南山之阳”，西周初
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礼乐文
明、社会风情，可以吟唱 《诗经》；
回眸战国末期的楚国山河之瑰丽奇
崛、风物之浪漫奇幻，可以吟诵《楚
辞》；回顾秦汉魏晋治政之得失，可
以阅读贾谊的 《过秦论》、杜牧的
《阿房宫赋》，还有“建安七子”和
“竹林七贤”的诗文；回首传说中的

黄帝时代到明朝末年四千年的历史可以
读《二十四史》，了解东周到后周时期
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可以读 《资治通
鉴》，浏览春秋时期的战争史可以读
《左传》，研究西汉时期的经济史可以读
《盐铁论》；回味诗意绚烂的唐朝、词韵
绮丽的宋朝，应当诵读李、杜、韩、
柳、苏、黄的作品；回望蒙元明清多彩
的文化气象，理当叩拜关汉卿、马致
远、白朴、王实甫，捧读《三国演义》
《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研析
《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
残游记》。文学是史学的艺术表达，史
学是文学的成长土壤，是中国的从前。
所以我想说，文学就是历史。

中国是一个思想的国度，老庄孔孟
各树一帜，诸子百家自领风骚。“四书
五经”是哲学经典，也是文学名著。意
象万千，哲思精深，思想的长河浩荡千
里，哲学的波光潋滟万年。蕴藏在神话
传说、古籍经典、诗词歌赋、史册方
志、医书药典、铭文碑刻、楹联书画、
戏曲乐舞中的理想信念、哲学思想、价
值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审美情
趣、艺术传统，丰富而厚重，广博而深
刻，是中华智慧的结晶。

中华诗词涵养核心价值观，价值观
的最高境界是国家观，爱国报国是中华
儿女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诗词的永恒
主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是忧民的情怀在嗟伤；“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爱国的意
志在宣誓。寥寥数行诗，绵绵无穷理，
隽永的哲思让诗词充满力量。《道德经》
《论语》《逍遥游》是文学也是哲学，《史
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容斋随
笔》是文学也是史学，《桃花源记》《文心
雕龙》《昭明文选》是文学也是美学，《考
工记》《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是文学
也是科学。中华诗文拥有思想的高含
量、文化的高品位，富有尊贵的禀赋、高
贵的价值，却来源于社会、取材自生活，
以平近的方式与我们相伴，在孜孜书写
中进入我们的生活，在口口相传中滋养
我们的心灵。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
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因
充满对现实的批判，向往平等、和谐、
友爱而富有力量；法国作家维克多·雨
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因揭
露虚伪、歌颂善良，褒扬人道主义思想
而具有光芒；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因
再现欧洲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境遇、
复杂的社会矛盾而尤显胆识⋯⋯它们共
同的特点是以卓越的艺术性实现了深刻
的思想性，勇敢地揭露了社会问题的复
杂性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显露了文化
的风骨。中国诗人艾青的“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因为热爱，才有温度；中国作家
柳青的《创业史》《在旷野里》因为深
入了社会的底层，才有高度。所以我想
说，文学就是思想。

一个不知道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
路的民族。《诗经》曰“溯洄从之，道
阻且长”，《楚辞》 曰“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理的道路再
长再险，只要你一路向前，行则必至；
郑三宝“七下西洋”云帆高张，徐霞客

“万里遐征”双足俱废，西游记西天取
经不容易，莫高窟丝路藏经传世长，只
要你一路坚持，行则必达；人曰“蜀道
之难，难于上青天”，不听“悲鸟号古
木”，哪管“子规啼夜月”，只要你一路
攀缘，行则必通。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
路”固然令人惆怅，“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却是人生的常
态，更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
万木春”的愿景在等待，这是行路问道
的三重境界。“三十功名尘与土”，只等
闲；“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背负
青天，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艳阳天，一
路高歌。孙中山以诗言志文豪迈，“平
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革
命是革命者的座右铭，先行是先行者的
进行曲；毛泽东豪情万丈字生辉，“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五
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长
征是长征者的宣言书，胜利是胜利者的
红地毯。没有比心更远的道，没有比脚
更长的路。行稳致远，诗文铺路，是前
行的方向，只要你走。所以我想说，文
学就是道路。

以上，我讲了“五个是”，文学是
生活、是精神、是历史、是思想、是道
路，组合在一起，它是人生的格局，是
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所以有人说，

“文学即人学”，是人，都离不开。
有文学的人生有品质，有文化的社

会有温度，高雅的生活会让你有高尚的
追求，文学之心可能会让你不那么卷、
不那么丧，让你优雅地、高贵地活着。
我更想说，社会是文学的母亲，文学是
精神的长子。缺乏文学营养的心田，将
杂草丛生、荒芜残败；缺少文学指引的
社会，将黯淡无光、混沌迷乱。

走进生活、提振精神、书写历史、
高扬思想的旗帜、指引前进的道路，这
是文学的使命。文学不泯，心中有光；
文学常青，人类不惑。让我们扛起文学
的旗帜，一路前行。

（作者系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宣
部文艺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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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头不仅是自然造化的产
物，更是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走进“石韵天成——
中国观赏石艺术展”展厅，便进入了一段跨越地质、
艺术与人文的奇妙之旅。

由中国观赏石协会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
研究所主办的“石韵天成——中国观赏石艺术展”5月
13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4展厅展出。展览以160
余方观赏石为载体，通过“形、质、色、纹、韵”鉴赏五要
素，展现中国观赏石艺术从自然到文化的千年传承。

中国赏石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
期。受赏玉艺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观赏石也以重
质地、赏纹理的审美观念为主导。唐宋时期，文人
雅士将赏石融入园林、书房，赋予其“瘦、皱、
漏、透”的审美标准。明清时期，赏石更成为士大
夫阶层的精神象征，受考古、篆刻的影响，化石、
印石等新兴石种陆续进入观赏石艺术，观赏石作为
文学、绘画中的表现对象频繁出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随着皇家和私家园林对公众开放，促进
了中国传统观赏石理念向大众普及。2014年，“赏
石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
着这一古老艺术在当代的复兴。

本次展览以“石韵天成”为主题，不仅展示观
赏石的天然之美，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从文人意趣到民间信仰，从历史回望到江山意境，
全方位展现了赏石艺术的魅力。

“形生雅韵”：文人精神的物化表达 第一单元聚
焦文人赏石的传统。中国古代文人常以石喻人，如太
湖石的“瘦”象征清高，灵璧石的“声”比拟天籁。
展览中一方形似老者的黄蜡石，嶙峋的肌理仿佛诉说
着岁月的沧桑，让人联想到苏轼“石丑而文”的审美
理念。这些石头不仅是案头清供，更成为文人“托物
言志”的载体，承载着中国传统美学的哲思。

“趣览万物”：民间文化的生动缩影 第二单元
展现石头中的“万物有灵”。一块形似寿桃的玛
瑙，寓意“福寿绵长”；纹理如龙凤的黄河石，象
征吉祥如意。这些天然形成的意象，反映了民间对
自然的敬畏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意会春秋”：石头里的历史回响 第三单元通
过石头的形、色、纹，勾勒出一个个生动的历史场
景。一方红褐色火山岩，层叠的纹路宛如烽火连天
的古战场；一块带有化石印记的页岩，让人遥想远
古生命的繁衍。这些石头不仅是地质演变的见证，
更为后人追忆历史提供了媒介。

“境观江山”：方寸之间的天地大美 第四单元
以“江山入石”为主题，自然天成的石头通过其独特的
形态和色彩，勾勒出山川的宏伟、水流的灵动、云霞的
飘逸。展览中一方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纹理如水墨晕
染，恰似一幅微型山水画；一块颜色艳丽、形似花朵的

菱锰矿石，则让人联想到“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诗意。
这些石头以自然之姿，再现了中华大地的壮丽河山，
也呼应了古人“以小见大”的审美智慧。

展览涵盖岩石类、矿物晶体类、生物化石类、陨
石类等中国观赏石界的主流赏石类型，并对其进行
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阐释。观众在获得视觉美体验的
同时，也了解了不同类型赏石的科学形成过程。

“石不能言最可人”，从文人书房的雅石到民
间吉祥的象征，从历史沧桑的印记到江山如画的
缩影，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在诉说着自然与人文交
织的故事。

自然与人文：石头也会讲故事
——探访“中国观赏石艺术展”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有什么价值？与人工智能（AI）相融合的课堂应该
什么样？记者看到——

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跨学科课上，北京市
丰台区西罗园第五小学的王佳、张冬两位老师以

“诗画互融、古今勾连”为特色，借《耕织图》视
频创设场景，让学生品读诗词，感受劳动意趣，并
通过农业分类连线等活动揭示劳动智慧，用AI技
术赋能，穿越时空与孔子对话，引导学生理解“天
人合一”的生态理念。

在《清明主题跨学科写作综合实践：穿越时空
de邀请》中，北京市大兴区第二中学教师李斌借
助AI技术搭建教学平台，融合语文、历史、美术
等多学科知识。学生在制作“清明文化邀请卡”过
程中，利用AI搜索清明习俗起源、诗词典故等资
料，运用语文知识撰写邀请函文案，发挥美术特长
设计卡片样式，全面了解清明文化内涵。

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课堂上，北京石油学
院附属小学教师侯杰颖以诵读为主线，从字音、韵律
到画面层层递进，设计“对对子”活动与字词卡片拼
摆，引入AI辅助创作，让学生结合校园场景尝试写
诗，实现从读诗到创作的能力提升⋯⋯

随着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课陆续展
开，北京市第五届“子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讲坛
日前在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拉开帷幕，主题为“人工
智能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涵盖了
中学、小学、学前、职教及社会教育多个领域。师生们
通过多学科的主题课程，将古琴的雅韵、染纸的匠
心、节气的哲思等元素融入现代课堂，展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AI融合的实践与创新。正如门头沟
区教育研修学院教师武金芝
所言：“这些

课程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堆砌，而是让传统文化在
现代课堂焕发新生。”

以“守正”之心传承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本质上是素质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认为，真正的素质教育应注
重优化学生的素质结构，就像改良土壤一样，为各
种技能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同时，传统文化教育
也是人文教育，经典训练的价值便在于培养人的文
化修养。只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才能将
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丰厚土壤，把自己
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
义上的中国人。

讲坛上，大兴
区教师进修学校
课程教研员贺争
光介绍，大兴区
有组织教研推
进中小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的十年探索，通
过组建区校共同
体，构建“行政性推
进—项目化实施—共
同 体 协 作 — 多 样 化 发
展”四阶段推进机制，解决

“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的核
心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不是技
术对人文的取代，而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共生。

谈到理想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来自地坛幼儿
园、海淀区外国语实验小学、大兴区青云店第一中
心小学等幼儿园和学校的园长和校长们，结合各幼
儿园和学校的实践深入交流。从幼儿园开展二十四节气
课程，利用传统服装展示、节日食谱等让儿童在传统
文化中浸润，到小学阶段构建传统文化课程体系，
利用区域优势和多样化社团延伸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再到中学阶段以学科教学为切入口，开发研学路
线，举办创意文化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研
究⋯⋯大家一致认为，理想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强
调课程系统性和融合性，在全学科融入的基础上注
重贯通式、阶梯式渗透，还要加强学校顶层设计，
将传统文化教育自然而然融入学校整体文化，潜移默
化中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以“创新”之智拥抱技术变革

每天早晨，当音乐配合着“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等励志诗词的铃声响起，首都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就开始上课了。下课时，铃
声换成了轻快的诗词，如“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
东风放纸鸢”；而午休铃则播放舒缓的诗词，如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亓刚介绍，学校打破

了传统铃声的单调模式，精心挑选与时间场景相契合
的诗词作为素材，将其转化为流动的文化课堂。同
时，构建晨诵、铃声、午听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浸润
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真正融入学生的生命成长，成
为他们精神世界的底色。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交融、和谐
共生，形成具有张力的美感。从“格物致知”到“师夷
长技”，中华文明始终在与外来技术的碰撞中重构自
我，AI不仅是效率工具，更成为文化创造的参与者和
赋能者。如何构建有温度的技术观，如何奠定科技伦
理的人文基座，如何培养“文理兼修”的君子人格，本
届讲坛在“子曰”的千年回响中，探寻中华文明回应技
术革命的独特范式。

丰台区长辛店第七小学校长王新艳把人工智能
比喻为神笔马良手中的神笔，她说：“科技给人类
赋能，人类给科技赋魂。”

“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还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教
育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教
育科学研究院科研员乔昱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引
发职业替代焦虑的今天，教师更需要回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去探寻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以

此来应对现代性的认知危机。

以“教研”之犁深耕素养沃土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
“子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讲坛增设了“教研讲坛”，教师
们展示的研究成果和专家的
理论升华，为传统文化教育
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与创新
思路。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朝
分实验学校的孟志芬老师分

享了高中语文传统文化系列研
究性学习探究，提出阅读文献、品

读原文、专题学习和拓展实践等学习
途径，为学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经典提供

了有效方法；人大附中石景山学校教师杨丰瑞
提出“古今我”重构《论语》教学的三重维度，借助古籍
注解还原历史语境，利用AI技术助力研读，引导学
生将《论语》思想融入自身生命体验；北京教育学院
教授吕俐敏建议，教师要保持理性认知，避免技术依
赖，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

北京教育学院院长张永凯提出，教师要深研经
典，做文化根脉的守护者；拥抱技术，做教育创新的探
索者；辐射带动，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针对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方麟认为，应从课程目标的精
准定位、课程内容的系统整合、教学方法的创新运
用等方面入手，构建具有时代性、系统性和可操作
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尤其要注重
课程的文化内涵与教育价值，让学生在学习中真正
领悟传统文化精髓。

此次大会由北京教育学院联合中共北京市大兴
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共同
主办。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外语教育学院院长邸磊表
示，未来，“子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讲坛将进一步
深化“科技与人文”融合主题，强化“大思政”育人导向，
关注非遗传承与现代生活，推动区域协同与资源共享，
构建均衡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

“子曰”新声：当AI叩响千年文明之门
——中小学校共探人工智能时代的传统文化教育

第281期

⦾文化聚焦

⦾走进博物馆

“中国皇后”（菱锰矿） 王珺 摄

②②

①①

③③

① 体验皮影戏的孩子们。
② 中学生在学习古筝。
③ 教师在指导学生制作扎染。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