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有傻瓜，救得中华”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
义者。少年时，陶行知就在崇一学堂的
墙壁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
国做出一些贡献”。

1923年，他致信妹妹陶文渼：“我们
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
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
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
后代。”

他不仅这么说，也以实际行动这
么做。

1936年 7月，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
节身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访欧美亚
非 28个国家。其间，他广泛宣传中国
的抗战救亡运动，呼吁世界各国支持中
国的抗战。

1937年 7月 30日晚，在美国洛杉矶
医疗局举行的西班牙人民之友欢迎白
求恩大夫的晚宴上，陶行知与白求恩相
识，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抗战情况；同年
10月 22日，他偕美国反战反法西斯联
盟的艾·亨得利再次会晤白求恩；10月
25日，陶行知先生又三度访问白求恩，

从而促使这位加拿大的优秀外科大夫
毅然下定决心，放弃优渥待遇，来到缺
医少药的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
战争。

1937年，在美国期间，陶行知得知
休斯敦的大量废铁将运往日本制造枪
炮，遂发起并组织中华经济研究会，研
究美国对日本的废铁运输以及各国应
当如何更好地援助中国抗战。

1937年 12月 4日，陶行知访问美
国教育家杜威，商请撰写《杜威宣言》，
号召各国人民共同抵制日货，支持中
国抗战。12月 6日，陶行知代拟谴责日
本侵略的《杜威宣言》电稿，经杜威同
意，分别发给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文
学家罗曼·罗兰、哲学家罗素和印度民
族运动领袖甘地，征求他们联名发表。
12月 13日，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和罗
曼·罗兰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
中国的态度》（亦称《杜威宣言》），全文
如下：

鉴于东方文化的横遭摧残，我们
为了维持人道、和平和民主，提议各国

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
出卖及运送军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
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
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中国进行救
济，增强自卫，直至日本撤退它在华的
一切武力及放弃它的征服的政策而
后已。

1938年，陶行知先生还在《战时教
育》发表《美国的铁山》，他写道：“1937
年，美国输入日本废铁一项值美金四千
四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四十六元。这
些铁山，一船一船地搬去日本，一月一
月地搬，一年一年地搬，结果是美国富
翁黄金满堂，中国同胞血花遍地。”

1938年 5月 4日，在美国洛杉矶
5000人集会上，陶行知发表演讲。他
用数据揭露美国军火商运送军用物资
帮助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的事
实。他流着泪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
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在这场浩劫中，无数同胞被杀，大多是
市民、妇女和儿童，连婴儿也不能幸
免！在射向这些无辜百姓的枪弹中，

有你们美国的钢铁炸药；在无数房屋
被点燃，生命被焚毁时，有你们美国的
汽油！”

会场上，美国国会议员斯考特站起
来对大众说：“请大家记住，日本在中国
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
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
凶的，请站起来。”全场 5000人一致起
立，反对向日本运输军用物资。

1936年，陶行知先生在伦敦题诗，
寄托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和期望：“我是
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
了，将来肯定了不得。”

1937年 1月 22日，在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陶行知先生写下这样的诗句，用
以自勉勉人：“傻瓜种瓜，种出傻瓜。惟
有傻瓜，救得中华。”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像一根蜡烛，从
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他把自己的
全部都奉献给了他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
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

为以陶 师

■何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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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语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钱理群、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绍振、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富仁
等 3位当代知名语文教学专家联袂编
著的力作。该书遴选了中学语文经典
篇目、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包括散
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式。书
中，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针对同一
文本分别进行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切
入，运用不同的方法，展现不同于惯常
的定论，为广大教师提供文本解读的
范例。

开出文本解读“药方”

语文课堂教学一大常见问题就是
“教者殚精竭虑，学者费神无补”。对
此，孙绍振教授在本书《读者主体和文
本主体的深度同化与调节》一文中开
出矫治“药方”。

看出了文本也看出了自己。如果
说阅读中入乎其内是读者看见了文
本，那么，出乎其外是读者看见了自
己。大抵所有的阅读都会经历这样的
阶段，且它们又是水乳交融、并不分割
的。只不过，看见文本是阅读过程或
者课堂文本教学过程的核心，而看见
自己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所在。孙绍
振指出，课堂形式的多样化必须基于

教师引导学生联系作者、尊重文本，从
而丰富阅读经验，做到“读者主体与文
本主体以及作者主体之间的从表层到
深层的同化与调节”。

关注阅读的三个主体和文本结构
的三个层次。本书对阅读过程中的三
个主体，即阅读主体、作者主体、文本
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了言简意赅的说
明。阅读是阅读主体、作者主体、文本
主体从表层到深层的同化与调节，任
何经典文本的阅读与教学，都要经历
表层的、显性的连续搏斗，才有可能向
隐性的深层不断掘进。

经典文本的结构至少有三个层
次。第一层是显性的，是按时空顺序
将外在表层的感知连贯的过程。在这
一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真正
走进文本，领悟要旨。文本的第二个
层次是隐性的，是作者潜在的“意脉”
流动的过程。这是学生与教师都可能
视而不见的地方。文本的第三个层次
则是文本形式的规范性、开放性，以及
文本的流派与风格。通过了解作家所
属的流派，进而把握其作品的风格。

读出文本结构深层的文化密码。
以传统名篇《木兰诗》为例，孙绍振指
出，作者的意图并非突出木兰作为战
斗英雄的高大形象，文本的侧重点在
于木兰看重的并非军功和仕途，而是
亲情和幸福安宁的生活。诗歌结尾

“安能辨我是雄雌”一句，是文本画龙
点睛之笔，隐含着女性对于男性粗心
大意的调侃和女性心灵精致的自得。
这些都是以往解读中易被忽视的。由
此可知，要真正读懂文本，就要通过文
本传递的信息，用文本中隐含的、深邃
的信息推动阅读主体内心图式的开
放。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把“看热闹”
当成“看门道”。

破译语文教学“密码”

除了提供文本解读的“药方”，《解
读语文》还为语文教学的课堂实践提
供了具体指导。如果你对哪一类文体

的教学有困惑，又或者想要拥有教学
的新思维、新手段、新视域，翻开《解读
语文》，都能找到相应的“密码”解析，
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回归整体结构，准确理解作者意
图。钱理群先生对鲁迅先生经典小说
《社戏》的讲解别开生面。钱先生指
出，课本节选的是小说的部分内容，如
果要准确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就有
必要认真阅读全篇，将选文回归到小
说的整体结构中去。

第一回看戏，是在剧场里，主人公
仿佛为梦魇所驱，“毛骨悚然地走出
了”；第二回看戏，他就只有“逃走”一
法。可见，小说的前半部分表现的是
紧张压抑。而节选的部分，是从“剧
场”向“自然”的生命空间的转移，轻松
舒展，沉静柔和。这也正是鲁迅所向
往的生活境界与生命形态，当然也是
他和伙伴们的共同期待和憧憬。这就
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回应教学争议，兼答散文何以动
人。散文具有“形散神聚”“感情丰沛”
等特质，有的文章在教学中会出现一
定争议。如朱自清的《背影》，有的学
生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写人
的正面而独写背影？父亲去买橘子，
是否违反了交通法规？

孙绍振针对第一个问题给予这样
的解答：这是写作技法的表现。一篇
文章，要做到不写什么，弱化什么，省
略什么，割舍什么，强调什么，每个方
面都应该恰到好处。本文就是这样，
写父亲的背影，就凸显了父亲特有的
个性，这是时代烙印，也是艺术品的生
命。对第二个问题，孙绍振指出，父亲
执意自己去，越是不顾交通规则，越不
考虑自己的安全，就越能显示出对儿
子的深厚父爱。这就是散文以情动人
的具体表现。

纵观《解读语文》全书，从教学思
想到教学实践都能给予语文教师丰富
的养料和借鉴，值得每个语文教师学
习研读。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下车，
进校。一抬头，深空之上，相同的位
置，相同的高度，蒸馍似的胖月亮，今
晨与昨日并无二致，变幻的似乎只有
背景。

瞬息万变的云，一会儿冰峰，一会
儿棉山，一会儿雪浪，一会儿鳞片。此
刻，那月陷在云里，仿佛女子揽镜自
照，凝神谛思，不知何故，纤手一扔，团
扇似的妆镜陷进床上的雪浪，洁白的
絮被啃去一小块明亮，留下一大半明
晃晃莹润着。

起床的铃声已经拉响，欢快激越
的音乐在校园里回荡。将明未明时
刻，灯光月影里，住在校外的学生寥寥
穿过校门，穿过空旷的操场，走向教
室。有的捧本书，有的攥个苹果，有的
握盒牛奶。大家低头匆匆，很少有人
抬头张望。披星戴月的中学时代，大
概是一生中最为清苦单纯而充实的日
子吧。几分钟时间，铃声停止，哨声响
起，各个路口的喇叭响起，学生一波波
涌出宿舍，踢踢踏踏，奔向教学楼。灯
光朗朗，书声琅琅，月亮静静挂在天幕
上。看见他们，就像望见少年时的
自己。

早自习后，学生到足球场集合，
整个教学区空荡荡。太阳已经爬上
来，月亮淡成一个微笑的表情包。新
鲜的阳光透过树枝，从树缝里漏下
来，鸟们在浓荫里集会，唧唧喈喈，歌
声空灵。不由得站住，任树影婆娑，
鸣禽婉转。

喳喳！喳喳喳！优美的吟唱突
然变成尖厉的嘶吼，像极了街头巷尾
激烈的争吵。不由一惊，举目一望，
但见削掉树冠的荷花玉兰上，两鸟抱
成一团，撕扯着滚下来，砸在人行道
上还啄着彼此的毛羽不放。随即，鸟
声沸腾，五六只鸟从高高的枯枝上射
下来，振翅，跳跃，扑腾，毛羽炸起，简
直是怒发冲冠，围着两只鸟儿狂叫，
叫声短促激越。紧接着，又有几只鸟
冲下来，喳喳喳！喳喳喳！只一瞬，
呼的一声，群鸟又飞回高高的枝头，
默然静止，宛如水墨画上随意点染的
闲笔。

我不禁讶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鸟儿打架。我一直以为，鸟鸣声声，永
远单纯明亮，纯洁欢乐。原来鸟也有
喜怒哀乐，鸟也要仗义执言。其实，是
人类没有耐性停下来，看看鸟们的生
活，听听它们的讲述。

鸟是如此，人亦如此。没有谁能
看清谁生活的全部。每个故事的背后
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每个人的
内心都有别人听不见的一声叹息。千
帆过尽后，平静下来，与另一个自己遥
遥相望。此时执念淡成月痕，宽容慢
慢探出头来，生活便有了不一样的
意境。

有些事，曾经刻骨铭心、撕心裂
肺，最后也会全然忘却、云淡风轻。倒
是一些不经意的瞬间，几处无足轻重
的鸡毛蒜皮，若经年陈茶，沸水一冲，
浮浮沉沉，氤氲起若有若无的气息。

比如现在，树影，日光，染翠的新
叶，掐架的鸟儿，一直留在脑中，以至
于吃午饭时，我蓦然间想起来，还是情
不自禁地笑了。

当时明月在
■王优

火心灵 花

照亮别人的路
■王芝

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我们一家人搬进了一
处老旧小区。从车库上楼，有七八级台阶，台阶
尽头是一段小路，连接电梯厅。小区初建时许
是疏忽了，台阶和小路均未设灯。入冬之后，天
黑得早，每每走这几步路，我都如履薄冰。

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原本漆黑一片的
台阶，竟被一楼住户窗口透出的灯光照亮了。
我很是惊喜，踩着楼梯往回走的脚步，都变得
坚实。我估摸着，这间房按户型看应该是杂物
间，许是业主刚巧在收拾东西。

未曾想，之后夜归的每一天，这盏灯都是
亮着的。我心中疑惑，直到一位略相熟的邻居
告诉我：这是孙阿姨家，她眼睛不好，不常出
门。孙阿姨听说楼道黑，不好走，所以每到天
黑就会把这盏灯点上，方便大家上下台阶。

点亮一盏灯，原本是个简单的举动，却让
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温情，为世界增添了一份
美好。我心中泛起暖意，眼前蓦然浮现出照亮
我的另一盏灯。

16年前的大年二十九下午，父亲开车带着
我从省城回老家过年。一路上，天阴沉沉的，雪
花纷纷扬扬又夹着雨，父亲开得很慢。途经一
处，全是乡道，弯道多，路面窄。车子东一摇，西
一晃，父亲极力控制，车子还是一阵飘移，右车
前轮陷入田埂旁的狭窄小渠，动弹不得。

此时天已全黑，四周寂静无人，离家还有四
五十公里的路程。父亲拨通了救援电话，却被
告知，天气恶劣事故多发，救援队伍暂时赶不过
来。我和父亲茫然地站在车边，如同身处冰窖。

突然，蒙蒙夜色中闪现出一道亮光，照得
我和父亲心里豁然一亮。透过光束，我们看
到，一行人正艰难又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走。

原来是在附近做活的村民，夜归路上听到
动静，过来了解情况。他们围着车仔细讨论了
一番，便利落地躬下身去，双手用力托住底盘。
领头的那人大声喊着口号，其他人紧跟着节
奏，用力往上抬，将沦陷的车轮一点一点地挪
出小渠。在光晕下，我看见了他们紧紧咬住的
牙关和额头暴起的青筋。

我和父亲本以为山穷水尽，此时却是柳暗
花明。我激动得热泪直流，父亲双唇颤动着，
想说什么，却又没发出声音。父亲把钱包里所
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塞到村民手中，他们却笑
着摆了摆手。村民们额上渗着密密的汗珠，笑
起来，黝黑的皮肤里泛着红，像新翻开的泥土，
质朴、鲜活。

我和父亲郑重地道过谢，然后开车离去。
后视镜里，那束光离我们越来越远，渐渐模糊，
但它好像一直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

善良可以照亮别人，愿我们都是那个点灯
的人。

文本解读有良方

■程立海

见习编辑:汤文清 E-mail:jybfktg@163.com

随闲庭 笔

冬韭知鲜味
■王海侠

冬至那天，女儿提出要吃韭菜鸡蛋饺子。
我口里答应，心里却是抗拒的。一则，我平素
不大喜欢韭菜；二则，古人有言“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早春的韭菜才好吃，冬天的韭菜，不
吃也罢。

晃悠悠来到超市，看到今天的韭菜非常新
鲜，根部还沾着露水和泥土，颜色也青碧诱人，
便买了两把，回家包了韭菜鸡蛋饺子。饺子上
桌，孩子爸爸吃了一口，连连称赞说好吃。

我尝了一个，果然鲜香满口。这回饺子好
吃，关键在韭菜，新鲜的韭菜是灵魂。食物之
味，美得各不相同，但极简单又极适口的美味，
只是一个字——鲜。

食有五味，鲜从五味出，却又不限于五味。
何为鲜？当是味之清新又醇厚、丰富又简约，口
感惊艳又不哗众。从字义来看，“鲜”是指鱼、羊
之复合美味。南方人喜食鱼，北方人喜食羊。
鱼羊合体，融南北大地美味于一身，味之绝佳自
不待言。其实，在我看来，相比肉荤，来自植物
界的素食更符合原料天然的鲜之本原，时令鲜
蔬是大自然对于美食爱好者的别样恩典。

“鲜”是什么样的味道？难以明确描述，大
概是入口瞬间，只觉如饮经冬破冰的山溪灵
泉，如沐携花草香气而来的原野清风，唇齿为
之一清，就像古人诗中所说“韭香一洗俗饕
尘”。韭菜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鲜韭更是如此，
能将口腔里的浊气涤荡而空，连带五脏六腑也
如同被洗过一般，那感觉，真是爽利又舒坦。

唐代诗人李群玉写一位渔者的生活：“倚
棹汀洲沙日晚，江鲜野菜桃花饭。长歌一曲烟
霭深，归去沧江绿波远。”打鱼人于风浪中讨生
活，着实不易，却也有旁人难以企及的自在乐
趣。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气，自由来去，踏歌行
船，在如画般的白沙绿波间劳作，这样的生活
画面很有审美意味。

重要的是，渔人所食为“江鲜野菜桃花
饭”，这是皇宫御膳也不一定拥有的纯天然绿
色美味，极珍贵的，就在于一个“鲜”字。食材
随取随做，从取材之地到餐桌的距离无限缩
短，从水中、枝头到舌尖的时间也无限缩短，这
正是鲜的要义所在。

随手从江中打捞几只鲜鱼鲜虾，岸边田间
揪几把还沾着新泥露珠的野菜，转头看见一树
桃花开得正艳，粉红的花瓣透着温柔与浪漫，
摘几朵花洗净，蒸饭时丢进去，寻常饭食顿时
鲜亮起来，这才明明白白抱持了春天。

杂风物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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