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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乡下冬天的夜晚，我和姥爷
早早地钻进暖呼呼的被窝。这时母亲忙
完一天的活计挑亮煤油灯，姥爷便说：

“念一段吧。”那时农村没有电，更没有
收音机和电视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我和姥爷竟然都迷上了每晚听母亲
念小说。也就是在那时，我懵懵懂懂地
知道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晓冬、金
环、银环等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从那
时起就刻进了我少年的脑海里。

再次接触作家李英儒的《野火春
风斗古城》，是多年以后的高中时代，
通过阅读，我更系统更全面地认识了
那些英雄。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3
年初冬，冀中平原上的古城保定被日寇
和敌伪占领了。游击队政委杨晓冬打
入城内，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在地下交
通员金环、银环以及烈士之后韩燕来、
韩小燕兄妹等人的有力配合下，出色地
完成了分化瓦解敌人、促成伪团长关敬
陶起义等任务。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几位地下工作者
的英雄形象，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显示出
独特的风貌。杨晓冬是小说的主人公，
是保定地下工作的领导者。他正确分
析敌情，奇袭敌伪司令部，使全城敌伪
官兵心惊肉跳；他是一位富有斗争经验
的领导者，智勇双全、坚定果敢；他对人
民充满着无限的爱，对敌人有满腔的
恨，对革命的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心，对
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被捕后，敌人软硬
兼施，他始终正气凛然，宁死不屈。他
把对母亲和银环拳拳柔情深藏于心，个
人感情让位于革命事业，充分表现了一
个革命者的崇高品德。

金环是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新婚几
个月就劝丈夫参军。丈夫牺牲后，她带
着女儿离乡，到省城当了交通员。她对
工作认真负责，为人真诚火热，斗争中
坚强勇敢。这一切在她被捕后表现得尤
为集中而突出，牺牲前，她留下遗书：

“他们（敌人）能够敲碎我的牙齿，能割
掉我的舌头，甚至剖腹挖出我的心肝。
但是他们只有一条不能，不能从我嘴里
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话。”“敌人也想让我
活下去，还答应让我在物质生活上活好
一点，只要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东西。我想活，我知道‘死’并不是个愉
快的名词，它的含义里有痛苦。但是我
不能避开它而丢掉我最宝贵的东西，这
些东西不用说作为一个党员，就是作为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不能失去的。”
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话语，是一个真正
共产党员的自白，是一个无限忠诚于革
命事业的伟大战士的誓言，这正是她冒
着生命危险多次掩护同志，在危险中拔
簪刺杀多田的原因和动力。

这部小说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情节曲
折生动，故事波澜起伏，富于传奇色
彩。小说一开始写杨晓冬受命深入虎
穴，金环和梁队长护送同志入城，就把
读者带进惊心动魄，悬念横生的故事
中，接着描写晓冬、银环接近敌伪上层
人物，会见伪省长，除夕之夜的“宴乐
园”，奇袭敌伪司令部，中途暴动等等事
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
扣，前后照映，表现出作者驾驭长篇小
说的能力，这也是作者向古典小说学习
的结果。

再次回望《野火春风斗古城》所描
述的那段历史，我仍然热血沸腾。特别
是作为古城保定的一名市民，每当我走
过当年杨晓冬、金环、银环们曾经战斗
过的古城保定西大街时，眼前总是闪现
那些英雄的形象。再次捧读《野火春风
斗古城》这本书，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
革命历史课，受益匪浅。叶圣陶先生曾
经说：“我一口气读完这部《野火春风斗
古城》，觉得‘内容说明’的末了一句

‘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并非
过誉。”

革命者的
生动写照

□ 杨 方

2019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
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奖章。这是
共和国首次颁发“人民教育家”这一荣誉
称号，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
获此殊荣。

“教书”是为了什么？于漪在《教育

魅力》一书中说，“育人”是大目标，“教
书”要为“育人”服务。任何学科教学都
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
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学生的
发展。针对教育功利化倾向，于漪说，古
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
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不能
忘记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
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
精神力量的全部。学生求学读书是为明
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教出
来的学生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
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
历史赋予的使命。

《教育魅力》这本书前四章谈论教师
教育魅力，放眼古今中外，涉及众多历史
名人、文化大家和坚守教育一线的优秀

教师。结合了图表数据、报告文献等资
料分析了教育魅力现状。同时，作者还
回望历史，总结每个时代独特的教育魅
力，探寻教育魅力的来源和代际传承。
本书后四章主要讲述的是现代教师教育
魅力的基本构成、功能价值、彰显方式、
修养锻炼。《教育魅力》为教育工作者打
开了新思路，拓展了视野，指引了方向，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育魅力的思索。

对于因材施教，于漪有一个观点：知
心才能教心。学生处在变化发展中，要
不断研究学生成长中的三个世界：生活
世界、知识世界、心灵世界。三个世界要
和谐发展。不仅要把握学生年龄段的特
点，更要把握时代、社会、家庭因素在他
们身上的影响。教育要努力发现每个学
生心中那根“独特的琴弦”，在沟通理解
上多下功夫。

■《顾明远文集》
顾明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鲜活的教育百科全书”，共12
卷，700余万字，全面反映了顾明远在教育理
论领域的耕耘和对教育实践的感悟，既有纵
横捭阖的鸿篇巨论，亦有信手拈来的娓娓而
谈，体现了他对教育的洞见、透视，对教育历
史的总结、教育现实的分析以及对教育未来
的展望。

■《朱永新教育演讲录：创新教育才能
创造未来》
朱永新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朱永新演
讲文稿的荟萃，精选、收录了朱永新富有代
表性的演讲68篇，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关于
教育教学改革的系列思想主张，既是其教育
教学经验、智慧和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晶，
也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库藏中的宝贵财富。

■《儿童立场》
成尚荣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成尚荣多年来致力于儿童教育研究。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儿童本身与教师视角，
阐释了作者的儿童立场，即儿童研究是教育
研究的母题，是教育的基本立场。

从这本书中，不管是儿童研究的专家、
父母还是普通的一线教师都可以找到研究
和日常教学的连接口，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
注入新的积极元素。

■《妈妈是永远的老师》
蔡颖卿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这是一本从实际探讨现代教养问题的
书。作者通过母亲、保姆、教师三种身份实
践，把所思所想、实验、执行出来的教养方
法告诉所有父母：教养不是看人家的故事，
而是自己必须身兼“教示善道”“安其居处”

“知其嗜欲”的日常工作。

延伸阅读

书书 话话

□ 张光茫

蔡元培先生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
家、政治家。其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
物。他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影
响深远。

100多年前的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
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人格，重视人格。梁启
超于1903年著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孙
中山于1923年演讲《改良人格来救国》；蔡
元培于 1918年谈到教育时郑重提出《尤当
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教育的本质和
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则，就是教育的堕落，继
之以人的堕落。蔡元培在《中国人的修养》
一书中提出：“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
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
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
较著矣。”

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蔡元培从修
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良心、理想、
道德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如何处理与自
己、与家庭、与社会、与国家、与工作、与
未来的关系，文字娓娓道来，道理明了深
刻。如在“修己”的篇章中，蔡元培告诉
青年人如何进行体育运动，保持健康体
魄；如何培养良好习惯；如何养成勤勉、
自制、勇敢的个性；如何修德修学；如何
从师交友等，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叙
述，一个师长对学生的谈心，没有丝毫的

“说教”色彩。
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蔡元培梳

理自秦汉以来的伦理思想脉络，尤其关注
人的道德存在。他曾亲撰《华工学校讲
义》——德育三十篇，其中前两篇即《合群》
与《舍己为群》。

蔡元培：教育本质在人格

陶行知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他重
视农村教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
园，并大力推动平民教育的普及；他一生以
身立教，30 年如一日矢志不移。他说，教
育是立国之本。他就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领
路人——陶行知。

1919 年 2 月 24 日，应蒋梦麟之约，陶
行知写了《教学合一》一文，批判教学分
离、重教太过的流弊。提出，“先生的责
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不
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
络，并须和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
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因此要“教学
合一”。在《陶行知教育名篇》一书中，他
说：“先生拿做来教，方是真教；学生拿做

来学，方是实学。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
教的中心。”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陶行知告诉我们：“真”比一切都重
要。教师面对的学生，是未来走向社会的
活生生的人，他们年纪尚幼，具有较强的
可塑性和模仿性。老师是他们的榜样，老
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所以，教师必须始终
贯彻一个“真”字，要真心诚意地教学生做
真人。

教育是什么？陶行知认为，教育是教
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
是坏教育。“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
育”教人变“死”。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
理论上进行探索，还以“甘当骆驼”的精神
努力践行平民教育，其精神为世人所敬。

叶圣陶先生是著名作家，又是教育
家。他既做过中小学教师，也当过大学
教师，对教育充满挚爱。

叶圣陶教育思想核心在于重视良好
习惯的养成，重视身教，主张“教是为了不
教”。他说，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惯可以决定一个人
一生的命运。幼儿时期是人生的起步阶
段，同时也是各种行为习惯的养成阶段。
家长应该重视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和熏
陶，比如，生活习惯、阅读习惯、劳动习惯
等等。对于孩子的坏习惯，家长一定不要
纵容。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人的日
常活动，90％都在不断重复原来的动作，
习惯动作是潜意识，无需大脑思考，无需
用意志去控制。不良习惯，对于人的一生

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估计的。
身处大城市的叶圣陶，始终保持着

一种东方式的乡居生活，每天早晨六点
起床，晚上九时许休息，从不熬夜。对后
代，他更是看重技能和品质的培养，并非
单纯以分数而论。在叶圣陶的心中，学
习成绩仅仅占教育中很小的一部分。他
在教育子女成长的过程中，不教中有教，
善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启发、培养孩子
的兴趣和自觉性，让孩子自觉成才，而不
是强制、苛求。

在《我怎样当老师》一书中，叶圣陶
说：“从事教育工作必得严肃认真。我说
的严肃认真不是板起脸来说教。最要紧
的是深切地理解少年儿童，承认他们像
植物一样，是有生命的，是自己能够发展

的，自己能够成长的。只要凭种种有效
的方法促使他们很好地发展成长，那就
是严肃认真。”

叶圣陶认为，学校教育常常偏重读
书而忘了人生。“根本地说起来，处理生
活的知识当然该从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上去取得，处理生活的能力当然该从一
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上去历练。”所以，无
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要把培养
孩子良好的习惯作为首要任务来抓，良
好的习惯会让孩子终身受益。而培养孩
子的好习惯都要从细微处抓起，从一点一
滴抓起。教师和家长对孩子良好习惯的
培养，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要一个一
个地提醒、引导，抓反复，抓落实，持之以
恒，直到抓出实效为止。

叶圣陶叶圣陶：：重视良好习惯养成重视良好习惯养成

先读为快

■通常说教育工作分“言教”和“身教”,
以“身教”为贵，这是不错的。不过仔细想想，
要是自己不明白某些道理，不擅长某些方法，
怎么能说给学生听？这是一层。要是光能说
明某些道理和方法，而在平日的实践中并不
按照自己所说的道理和方法行事，那给学生
的不良影响是不必细说的。所以凡是自己的
实践必须跟说给学生听的一致，这是又一
层。从以上说的两层看来，“言教”并非独立
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或以言教，
或不言而教，实际上都是“身教”。“身教”就是

“为人师表”，就是一言一动都足以为受教者
的模范。

——摘自《叶圣陶教育名篇》

■儿童用书既是以指导儿童做工为主要
目的，那么，一本书之好坏，可以拿下列三种
标准判断它：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
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
干ー个动作的力量；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
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
的力量；我们要看这本书有没有引导人产生
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
的新价值的力量。

——摘自《陶行知教育名篇》

■激励“优生”超越自我的要点有二：一
是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在各个方面实践，以发
现并发展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潜质；二是
鼓励他们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战胜自
我。甚至教育者可以有意识设置一些难题去

“折磨”他们，让他们在一次次自己与自己“过
不去”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与辉煌正
是从战胜自我到超越自我”。

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比方
说，这个星期，你多次主动打扫教室，同学们
就因你的存在感到了班集体的温暖；又比方
说，你主动帮同学修理坏了的椅子，那位同学
就因班上有了你而感到了幸福！老师希望你
永远做一个能让别人感到幸福的人！

——摘自《教育的魅力》

教育可以更美好教育可以更美好

““双减双减””是近期大众关注的热点是近期大众关注的热点。。毕竟毕竟，，教育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教育与每个家庭息息相关。。
教育让我们同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一起教育让我们同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一起，，同知识在一起同知识在一起，，同文明在一起同文明在一起。。教育让我们精神得以丰盈教育让我们精神得以丰盈——教育是美好的教育是美好的！！
那么什么是好的教育那么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是关于教育的根本之问这是关于教育的根本之问、、经典之问经典之问，，也是当下的热点之问也是当下的热点之问。。
蔡元培蔡元培、、陶行知陶行知、、叶圣陶叶圣陶、、于漪……这些杰出的教育家的作品于漪……这些杰出的教育家的作品，，不仅是教师的必读书目不仅是教师的必读书目，，也应该是家长们的育儿参考也应该是家长们的育儿参考。。他他

们的思想和文字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们的思想和文字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答疑解惑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答疑解惑。。
正正值秋季开学之际值秋季开学之际，，认真读一读这些教育家们对于教育的见解认真读一读这些教育家们对于教育的见解，，相信家长们会不再焦虑相信家长们会不再焦虑，，会有一个更开阔的格局会有一个更开阔的格局、、

更长远的视野更长远的视野，，去看待孩子的成长去看待孩子的成长，，去思考如何努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去思考如何努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做孩子的用心陪伴者做孩子的用心陪伴者、、榜样示范者榜样示范者、、梦想激梦想激
励者励者、、精神引领者精神引领者。。

——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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