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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唐玉霞专栏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
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
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
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世情小说世情

世情风雅颂

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书心书影

最近看唐浩明的《曾国藩》。从《红楼梦》到
《曾国藩》，对于阅读心理是一次考验。虽然《红楼
梦》也被誉为现实主义作品，残酷的现实不过时不
时鬼魅一样冒个嘴脸，大观园的偎红倚翠、荣国府
的纸醉金迷将残酷柔化了。即使最后“寒冬噎酸
虀，雪夜围破毡”，还是有咸菜可以下饭，有破毡可
以御寒，不是刀剑齐发血肉横飞的面对面。于曹
雪芹而言，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无论如何是要
美图秀秀。这个在西山喝着薄粥回忆从前的知识
分子，疼痛到了他这里，更多是心理的。这和看
《曾国藩》的感觉截然不同。真的一是杨柳岸、晓
风残月、琵琶声歇，一是天公不语、血雨腥风、生灵
涂炭。

历史走到晚清，已经油尽灯昏。曾国藩、李鸿
章、张之洞一干人支撑起残山剩水。一度，关于这
几位的解读文字特别多，褒贬也不一。和解读《红
楼梦》不同，从雍正王朝时代曹家失势，到咸丰年
间，中间隔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拢共也就120
年不到，之后却是急转直下的雪崩，时势翻局如翻
书。几十年宦海起伏，几十年硝烟滚滚，几十年毁
誉重重，曾国藩一路闪转腾挪，一路建功立业，也
一路矢志不改：“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挽既倒之
狂澜，托将倾之大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自孔

子始儒家思想里一根铮铮傲骨。曾国藩从耕读缙
绅之家科举而开始暮登天子堂，倥偬之中，留下一
部日记、一部家书被尊为圭臬，开创湘乡文派，创
办赫赫声名的湘军，并振臂而呼，倡导洋务运动。
种种努力，让摇摇欲坠的清朝又苟延残喘数十年。

唐浩明以故事与史实齐头并进的笔法，一边
是晚清官场，一边是曾国藩心路起伏。相比二月
河，唐浩明的高明在于，故事也罢演绎也罢，都有
时人记录为佐证，此言不虚。湘人刘绪义也有一
本解读曾国藩的书《历史给谁来酿酒——刘绪义
品读曾国藩》，摘取曾的一生重要事件以及交往的
主要人物敷衍成书，不是小说，不是历史，也不是
历史小说，而是一家之言的解读。说实话，读了唐
浩明的曾国藩，读刘绪义的，觉得刘老师实在有点
儿投机取巧。若干年前我买过刘老师写魏晋南北
朝人物的，看来走的都是这个路数。

可以圈点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历史给谁来酿
酒》，易中天说“历史是可以用来酿酒的”。与胡适
所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相比，我更赞同
这个比喻。小姑娘不管怎么打扮，多少还是有可
爱的地方。酒就不一样了，好酒劣酒假酒不一而
足。当然也有酿造失败，有一个促狭对联说：酿酒
缸缸好造醋坛坛酸。断的好，是酿酒缸缸好，造醋

坛坛酸。断的不好就是，酿酒缸缸好造醋、坛坛
酸。这也是看历史的莫衷一是、妙趣横生之处。
是历史的不得已处，也是写历史的人猖狂处。元
末唐温如有一首诗《题龙阳县青草湖》：西风吹老
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
清梦压星河。据说唐温如此人无迹可查，仅此一
诗作证。八百里洞庭之上，当年的湘军头子曾国
藩舟船络绎，不知道可有一夕如唐温如，缝补着晚
清的山残水破，不禁酒入愁肠，于醉眼蒙眬之际，
看水与天，船与星，梦与醒，俱不真切，俱是似梦似
醒，也俱是酒醉心明。

只是曾国藩不好酒，据说他的业余爱好一是
下围棋，一是抽水烟。一直想把这爱好戒掉，后来
终于把水烟戒掉了，围棋一直在下。

后人形容曾国藩的努力与晚清局面是小马拉
大车，终有拉不动的一天，以圣人的高度自我期许
的曾国藩形容自己“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老大徒
伤，不胜惶恐惭赧”。名儒、名将、名相、贤兄、良
师、益友、霸道领袖、血性男儿、中兴功臣、理学宗
师，在世人眼中实现三不朽的人“手执笔而笔如
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恨恨以终。

满船清梦、一枕星河，犹如南柯。人生真是局
促得紧。

满船清梦 一枕星河
唐玉霞

老赵跟着儿子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澡堂门
口，儿子转身走时说：“爸，你就在这洗澡吧，洗好
了自己来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在夜晚凄冷
的路灯下东躲西藏，却不经意间溜进了老赵的眼
睛，老赵的眼睛湿润了。路上行人匆匆，似乎跟
老赵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老赵早年在殡仪馆工作，老伴走得早，就靠
他一人微薄的工资把独生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大
学毕业后当了教师，后娶妻生子。老赵退休后，
儿子一家对他早年的工作有所忌讳，不愿同他住
在一起，他就独守农村旧屋，侍弄那几分菜地。
有时想孙子了就来县城看看，平时都是在幼儿园
门口张望几个小时就回去了。今天是儿子第一
次打电话叫他来县城过年，他很是高兴，但儿媳
妇回家说要他先去洗个澡。

澡堂里热气腾腾，人不是很多，只有一个搓
背工。一个老者搓好后，老赵就躺了下来。不一
会儿，老赵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在随着搓背工的手
掌而游走，一股暖流悄悄地在全身漫延。

老赵擦干身体回到大厅，那老者还在休息。
“这小伙子搓背技术不错啊，都快把我筋骨

搓散了。”老赵笑着说。
“你说小宝啊，他是我儿子。”原来是他儿子，

难怪……老赵有点心酸。
老者顿了顿又说：“去年他们学校老师来慰

问敬老院，我只是个孤寡老头子，小宝却非要认
我为干爸，小宝也是个孤儿，是乡亲们养了他。”

“他是老师？老师还出来搓背？”老赵不解。
“腊月二十八了，搓背工都放假回家了，小宝

是八中的老师，也时常过来临时当当搓背工，他
那活还是我在敬老院教的呢。”老者开心地说。

八中的老师，跟儿子还是同事呢。老赵觉得
心更酸了。

“那他出来搓背是缺钱吧？”
“应该不缺这点钱吧，每次来看我还给我买

好多东西，也许是不想浪费我那点技术活吧。”老
者笑了，露出了满嘴的牙床。

小宝走了出来，对老赵说：“大爷你来的巧，
明天澡堂就要关门了。”

“明天二十九，洗澡的人不是更多吗？怎么
就关了？”老赵疑惑地问。

“这次疫情来势汹汹，公众场合人员混杂，所
以老板说不营业了。”小宝一脸忧心忡忡，边说边
帮老者穿好衣服，然后走向卖票窗口。老赵也跟
在后面。

“王叔，我送老爸回敬老院了。”小宝跟那卖
票老头说。

“嗯，回去慢点，账我帮你记好了，明天帮你
打过去。”王叔说。

小宝搀扶着老者走了出去。
老赵问王叔：“这搓背的钱还打款啊？”
王叔笑了：“我这原本是不缺搓背工的，但这

孩子非要来我这当临时工，我又不发工资给他，
他搓背的钱啊我就收点成本费，剩下的我都给他
记上，到时打到他指定的银行账户上，以前是打
到那叫什么的希望工程，不过，明天是打到什么
红十字账户上。”

老赵好像明白了什么，从他破旧的羽绒服内
袋里掏出一块鼓鼓的手帕，打开手帕从中拿出一
沓钱：“老板，我这钱就买这小伙子搓背年票吧，
等疫情结束了，我再来搓背。”

不知何时，
毛 毛 细 雨 停
了。柔和的灯
光拉长了老赵
的双腿，但老赵
觉得今晚走起
路来特别地轻
松，尽管也许不
会再来这里搓
背了。

搓 背
何圣林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孑民，清末浙江省绍兴
府山阴县人，近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蔡元
培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并身
体力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其人在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中所提出的

“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主张至今仍散发着耀眼
的时代光芒。所谓“五育”指的是军国民教
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
育和美感教育。其中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为

“五育并举”全面教育思想的核心，并且是军国
民教育以及实利主义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蔡元
培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精神指向，对今天中
国教育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鉴于蔡元培德育思想的重要性，其相关研究
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且产出了一批代表性
的学术成果。就目前而言，对于蔡元培德育思想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蔡元培
德育思想的内容，如张永新《蔡元培的德育思
想》、刘京军《蔡元培德育思想之管窥》；其二，蔡
元培的德育思想之于今天的意义，如叶扶荣《蔡
元培德育思想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于海霞
《论蔡元培德育思想对当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
启示》等；其三，蔡元培德育思想与其他人的思想
比较研究，如王梅《蔡元培与陶行知德育思想之
比较研究》、赵燕《王国维与蔡元培完全人格教育
思想之比较及启示》等等。

综观现有研究情况，有关蔡元培德育思想的
成果虽然不少，但系统阐述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
性的专著暂付阙如，陈二祥教授的这部新著《蔡
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实是填补了这一
空白。该书以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为贯
穿全书的逻辑主线，为读者全面把握蔡元培德育
思想的现代性提供了契机。通览全书，笔者认为
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突出的特点。

其一、与时代互动，紧扣时代脉搏。
鉴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的教

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素质教育特别是德育的实
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是将德育放在了教育
的重中之重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
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无论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还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最终目标，都将“德”摆在了突
出的位置上。而这一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恰
与蔡元培所提出的“五育并举”思想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如上所述，“军国民教育”即军事体育，
亦即“体”；“实利主义教育”则是将教育与生活、
学校、社会联系在一起，提升了教育的实践能力，
再加上理想信念教育——“世界观教育”，“智”的
内容大体形成；“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美感

教育”亦即“美”育。在“五育并举”思想中，蔡元
培也同样认为德育为重中之重，“五者以公民道
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
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1］该著着力阐释蔡元培德育思想的现代性功
用，并且解析了蔡氏德育思想现代性的精神意蕴
以及对实践精神的关怀，与时代发展要求切近，
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这既是蔡元培国民道德教
育现代性内涵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该著的
最大特色所在。

其二、全书结构谨严，体系完整。
该书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便是运用了“总—

分—总”的模式。本书内容共有七部分，其中绪
论为概述性内容，对本书作了全方位的简要概
括；之后的五个部分，“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的
形成”介绍了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形成的社会
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蔡元培对中国传统教化
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则讲述了蔡元培在多个方面
继承了中国传统教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
进行了超越性的发挥；“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
问题体现”将蔡元培德育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概
括为五个方面，并详细分析每一方面是如何因社
会转型之需要而体现现代性的；“蔡元培德育思
想现代性的实践”则从三个方面概述了蔡元培德
育思想践行现代性的实践；“蔡元培德育思想现
代性的时代意义”则对蔡元培德育思想进行了评
价，并且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当代要求；第七部
分结语则对全书进行总结，指出蔡元培的德育思
想，其“光亮穿透历史时空一直照进今天的现实，
给予今人以深刻的启迪”。

除了整体架构外，该书在各个主要部分的内
容叙述上也基本上采用了“总—分—总”的模
式。这样一来，全书内容层层相扣，高屋建瓴，由
大及小，具体而微，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谨严
的框架体系，使读者在领略蔡元培德育思想之时
能够深入浅出，为读者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蔡元培
德育思想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逻辑便利。

除此之外，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该著的创新
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突破以往的研究窠臼，从一个崭新的
角度研究蔡元培德育思想。如上所述，目前的学
术界在蔡元培德育思想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
十分丰富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蔡元培
德育思想的阐述、解释以及其德育思想对于当今
社会有何启发这两方面。而本书则是在蔡元培
德育思想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完整的领域，如
作者所说，“本研究致力于将蔡元培德育思想研
究的视野拓展至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
尤其注重从现代性对人的素质要求、对德育的要
求与蔡元培德育思想对这些要求的回应角度，挖
掘蔡元培德育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以期对研究

对象有新的发现。”［2］
第二，首次以论著的形式来展现蔡元培德育

思想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述，目前的学术界在蔡
元培德育思想研究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是这些成果多是以论文的方式呈现，较为
零散、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蔡元培德育思想
研究作为一个问题在德育思想史研究中尚未形
成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而陈二祥教授这部《蔡
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则向读者展现了
一个完整的蔡元培德育思想研究面貌，并且以论
著的形式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是对蔡元培德育思
想研究的全面拓展和深化。

当然，除上述特色与创新点之外，该著也存
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该著以“蔡元培
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为题，且书中也花了
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蔡氏德育思想的“现代性”问
题，但是作者却没有对“现代性”给予一个较为明
确的定义，以致阅读过程中“现代性”概念趋于模
糊化，这是不尽如人意的。不过，白璧微瑕，瑕不
掩瑜。作为第一部对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
题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该著在思想性阐释和文
献挖掘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值得相关领域研究
者的借鉴和探讨。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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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现代性精神指向
——简评《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

吴宏政

老李曾是我在小镇初中教书时
的同事，几年前，他被调到离镇几十
公里的一个小学教学点，教学点只有
他一个正规老师，另一个工勤人员是
他老婆。我为老李愤愤不平，这不是
欺负老实人么？老李却咧开大嘴，笑
笑不语。

周末，百无聊赖，看到老李微信
朋友圈发的乡下那些草木萌动的照
片，心里一动，我说，你等着，我过来
慰问你这个好人模范。

一路春色正浓，几十里的山路也
就晃晃悠悠过了。远远看到村头一
树白花，树底下一个高个子和三四个
小矮人正在引吭高歌，苍老的歌声里
混杂着清脆的童音，他们在使劲唱
着：“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悄悄走过去，这是一棵虬枝盘
旋的老梨树，满树梨花璀璨如雪，摄
人心魄。老李背对着我，背有些佝
偻，阳光透过梨花洒在他花白的头发
上，斑斑驳驳。几个涨红了脸的孩子
脸朝着我，嘴里还在唱着，眼睛却齐
溜溜盯着我。老李转过身，咧嘴一
笑，手一挥，散了。

院子里，一间苍苔覆地的平房即
是教室，在这间教室里，他要同时上
一到三年级的课。“一年级今年只一
个娃，二年级两个，三年级四个。”老
李乐呵呵地，如数家珍。

老李娇小的妻子正在厨房里忙
碌着，她看见我，掀开热气腾腾的蒸
笼，笑眯眯地说：“朱老师，难得你来
看我家老李，我蒸了毛香粑，包着你
最喜欢的腊肉馅。”我赶忙不顾烫手，
拿起一个就吃。

老李摆摆手：“你忙你的，我带朱
老师到后山转转。”院子里刚才几个
唱歌的孩子跟在我们后面挤眉弄
眼。老李故意虎着脸说：“你们也跟
我来吧。”我奇怪道：“你周末怎把孩
子也留到学校。”老李扯过一个大眼
睛的男孩，拿出纸巾帮他擦掉鼻涕，
说：“这是学校最小的孩子，他爸妈今
年出去打工了，家里只有一个老奶
奶，眼睛不太好。周末只要我不回
家，他几个就在我这里。”

春天的山上，草木葱绿，山花怒
放。荠菜开着细碎的白花，脚下的
紫花地丁在草地里格外显眼。茶叶
地里，一簇簇野蒜遍地都是。我像
孩子一样雀跃着，老李笑笑，弯下
腰，一边拔野菜，一边和孩子们讲
这些野菜的功效。他像个老人一样
絮絮叨叨：“这叫紫花地丁，是味中
药，可以清热解毒，我们挖回去栽
在院子里也很美。”他又扯起一把荠
菜花，孩子们叽叽喳喳：“老师，这
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荠菜花
煮鸡蛋，营养可丰富了。”老李抖抖
荠菜根上的土，不急不慢地说。“老
师，老师，那野蒜呢……”我望着
老李和孩子们其乐融融的一幕，我
的心豁然开朗，老李不需要我的慰
问，他比我富足多了。

中餐就在大梨树下吃的，和孩子
们团团围坐着。桌上摆放着绿茵茵
的毛香粑，香喷喷的野蒜炒腊肉，荠
菜花煮的鸡蛋。一阵风吹过，晶莹的
梨花飞舞，我说这是梨花宴呀。望着
这棵梨树苍老黝黑的树干，竟能开出
如此娇嫩美丽的花朵，这让我落寞又
无限欣喜。

梨树下的歌声
朱王芳

永远澄澈，对天空不发一语
在伟人的目光下雕琢
承接世人朝起暮落的愿望
还有，还有一百年前
从韶山冲出走的白衫少年
站在橘子洲头为世人抱薪
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呐喊
从古老雄狮的瞳孔中取火
在双翼间铺一条路，通往独立与自由
渔船如期归来，满载繁星
你的双眸有涟漪泛起
那是打捞浣洗的动作，解封你我尘封
的秘密
今天，我要以木兰花的名义
在岳麓山召唤晨曦，清泉，枫叶，
爱情与理想
向着天空红旗飘扬的方向
唱一支关于湘江两岸游子
嘹亮高亢的歌
至于那些诉不完的情思，我绝口不提

游子之歌
刘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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