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如何何发发自自内内心心
爱爱上上““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家长的焦虑是弥漫性的。不过黄晓丹说，焦虑也是可
以理解的，你看，淡泊放达如陶渊明，面对孩子也很烦恼。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
诗，什么“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什么“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总之一句
话，孩子们都是“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

这首《责子》诗被放在《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以下简称
《陶渊明也烦恼》）卷首。黄晓丹说这是为了让焦虑的家长们读这本书时“先松一
口气”。不过，陶诗虽然也有焦虑，但字里行间，依然满是对孩子的爱怜和自我的
旷达。一首诗无法真正让焦虑的家长放松，黄晓丹尝试用一本书来做这件事，她
想告诉家长什么才是真正高雅、有趣又有用的传统文化，怎样才能让孩子发自内
心地爱上传统文化。

注重情感和审美的体验，而不是中心思想的总结

黄晓丹是中国古典文学
博士，现为江南大学人文学
院副教授。她读博士时的导
师是著名的叶嘉莹先生。叶
嘉莹有一段著名的话：“学习
古典诗词，还不仅是学习一
种学问、知识而已，重要的是
使年轻人的心灵复活起来，
让他们以生动活泼的心灵，
来欣赏、体会中国古代诗歌
中的一些伟大、美好的生
命。”黄晓丹深得叶嘉莹“真
传”，在她的《诗人十四个》一
书中，即以对诗词的自我生
命体验，以现代心理学的视
角解读古代诗人，让诗词的
幽微之美共情现代心灵。

而在《陶渊明也烦恼》
中，黄晓丹再次强调了对诗
词的这种心灵体验的重要
性，她甚至认为，经由心灵体

验的诗词歌赋，是儿童成长
的“秘密花园”，会对孩子的
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形成这个秘密花园的关
键，是注重对诗词的体验而
非总结，书中黄晓丹以王维
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
例如此分析——— 在学校里老
师讲诗时就说：“这首诗表达
了王维对于故乡亲友的思
念。”可是这句话只是一个中
心思想，它是抽象的，而王维
的思念本身是具体的，“所以
我们怎样才算拥有更好的情
感能力呢？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能够具
体地感受到这种情感，而不
仅仅是抽象地归纳。当我们
感受到某种情感时，我们的
心会一动，皮肤会麻酥酥的，
鼻子会一酸，眼睛会湿漉漉

的。读诗本身会有这一系列
感觉，但读中心思想却不会。
我们之所以说诗歌具有情感
功能，就是因为优秀的诗歌
能够创造出一个情境，让我
们回到情感发生的彼时彼
地，让我们重新鲜活地感受
到。如果不去体验诗歌，只
是抽象地总结中心思想，事
实上是对诗歌情感功能的破
坏。”

在情感功能之外，诗歌
当然还有审美功能，黄晓丹
表示，为什么诗歌对于现代
人，尤其对于孩子，依然可以
构成一个成长的后花园？这
还是建立在诗歌的审美功能
和情感功能上，“如果我们不
把诗词歌赋当作必须学习的
负担、当成炫耀自己有文化
的符号，而是把它视为一种

资源，把古人视为一些知己；
当我们自己的情感不被他人
理解，或者也说不清时，就到
这些诗词歌赋里去找一找共
鸣，让诗歌细腻的情感来体
贴它，用诗歌静美的形式来
转化它，我们也许就能够比
较顺利地成长。……有很多
次，我都回忆起小时候一个
人躺在床上读《唐宋名家词
选》的场景：窗外是满天的晚
霞，我读一会儿就有一群鸟
从晚霞中飞过，读一会儿又
有一群鸟从晚霞中飞过。自
然、诗歌和我三者就构成了
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所有
的烦恼、忽略或不理解都被
抛到了脑后。真幸运能有这
样一个秘密花园，能够消化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种
种压力。”

在大学里，黄晓丹既教
中文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
课，也教小学教育系的儿童
文学课，所以深谙儿童心理。
因此《陶渊明也有烦恼》有一
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结合作
者自己从小阅读“传统文化”
的体验，从儿童的心理出发，
细细阐释如何让孩子爱上

“传统文化”。
与《诗人十四个》不同，

在《陶渊明也烦恼》中，黄晓
丹的言说对象扩大到了更为
广泛的“传统文化”——— 书中
依然谈诗词，比如《诗经》、陶
渊明、《唐诗三百首》，但更多
的是《论语》《庄子》《唐宋传
奇集》，是《陶庵梦忆》《随园
食单》、四大名著，是如何学
习传统文化的“方法论”。

在黄晓丹看来，在“如何
让孩子爱上传统文化”这个
问题上，什么也比不上孩子
发自内心的喜欢更有效。她
以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说自
己小时候有一本蔡志忠的庄
子漫画，名字叫作《自然的箫
声》，“书里面讲了七八十个
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种神
奇的魅力，它既简单，又丰
富，所以我就读了很多遍。”

这本书黄晓丹一直留
着，它的第一个故事名叫《寒

蝉与灵龟》，漫画上的文字说
明是这样写的：“世人都说彭
祖活了八百岁，是人间最长
寿的了。有一种小虫叫作朝
菌，朝生而暮死，它根本不知
道什么叫一个月；另外有一
种虫叫寒蝉，春生而夏死，它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四季。可
是楚国南方的海上有一只巨
大的灵龟，五百年，对它只是
一个春季，又五百年，对它只
是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
种椿树，八千年对于它只是
一个春季，八千年只是一个
秋季。”

黄晓丹觉得，这个故事
就非常吸引小朋友。好像大
部分小朋友在七八岁的时
候，就开始产生一种对数学
的兴趣，总是喜欢比谁说的
数字大。“如果你去搜索引擎
查，它会告诉你庄子名周，是
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道家
学派的代表人物；还会说他
崇尚自由，不愿意出来做官。
可是这些叙述都是冷冰冰
的，如果你去看《庄子》这部
书，看到庄子在里面是怎么
得意扬扬地写自己的，你就
会觉得并不陌生。我们的生
活中也有这样的人，他比较
能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也
比较看得清这个世界的本

质，所以他不太和其他人一
样沉迷于名望利益和对权力
的争夺，甚至对于生死也看
得很透。他自己过得比较愉
快，有时候还要跳出来善意
地调侃你一下。我们愿意和
这样的人一起玩，因为他会
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轻松起
来。古代那些热爱庄子的人
也都会比较可爱，比如陶渊
明或者苏轼。庄子的所有学
说几乎都是在开玩笑和编故
事中完成的。而且庄子面对
他人总有一种沾沾自喜和自
以为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儒
家不太喜欢，可是处于狗都
嫌年纪的小朋友却很喜欢。”

古书中有趣的故事很
多，比如《镜花缘》中写到，有
一种自带智能、有很好的判
断力的“朱草”，有个人吃了
朱草之后放了一个屁，“放完
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失忆了，
以前写的那些应试文章都忘
掉了，只剩下十分之一。为
什么？因为朱草觉得他这些
文章写得太烂，就把这些烂
文章变成屁放出去了，只留
下那些朱草认为比较高级的
文章。”

有趣的故事当然不止这
些，在《陶渊明也烦恼》中，黄
晓丹从《唐宋传奇集》《太平

广记》《陶庵梦忆》《西湖梦
寻》《随园食单》等等书中找
到了太多有趣而让人脑洞大
开的故事，她觉得用这些故
事来吸引孩子，效果一定比
现在流行于所谓国学教育的
那些一本正经的启蒙读物要
好得多。因为后者很可能会
抹杀孩子对文言文、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

先读开脑洞的有趣故事，而不是一本正经的启蒙读物

黄晓丹觉得，家长之所以焦
虑，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己也并不
明白“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不
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在《陶渊明也烦恼》的“后记”中，
黄晓丹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遇到很多小朋友家长问我关于
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有些问题
几乎每周都要被问，比如说孩子
几岁应该看四大名著、孩子不爱
看《红楼梦》只爱看《哈利·波特》
怎么办等等。所以我就把这些常
见的问题搜集起来，写了这本书，
希望对爸爸妈妈们有用。”

对自己的书，黄晓丹有明确
的“宗旨”：第一，讲正宗、高雅的

“传统文化”。有些虽然“传统”，
但主要在当时的社会下层流行，
这就不讲，比如《三字经》；有些虽
然“高雅”，但从来不是主流，这也
不讲。第二，讲有趣、有用的“传
统文化”。人确实可以学习一些
无趣而重要的东西，但在入门的
时候，趣味性还是很重要的。而
且这个课是开给家长的，家长又
不需要背一堆理论去考试，所以
我就把它设计成看完就可以去照
着做、解决实际问题、指导教育决
策的课。第三，讲适合儿童接受
心理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
学习是终生的事，一股脑儿把古
人五岁学的、十五岁学的、五十岁
学的打包塞到孩子脑子里，他也
吸收不了，反而会对“传统文化”
产生枯燥无味的印象。还不如给
他打好基础，让他在传统文化方
面，也能轻松做一个终身学习者。

在这样的宗旨之下，“学什
么”和“怎么学”是黄晓丹讲课、写
书时围绕的中心。她特别在书中
强调要对传统文化有分辨能力。
即便对《唐诗三百首》和四大名
著，黄晓丹也觉得不一定非要背
非要读，而是要从孩子的兴趣出
发。另外比如对于很多国学教育
机构都在让孩子背的《弟子规》，
她认为，《弟子规》只是对《论语·
学而》第六条“弟子人则孝，出则
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二十五个字的发
挥，“《论语》总共一万一千七百零
五个字，《弟子规》等于讲了《论
语》的四百六十八分之一，还讲得
不太好。如果它都值得花半年去
学，那要二百三十四年才能学完
《论语》，更不要说其他中国经典。
所以在它上面多花时间是不值得
的。”

另外，家长们还常常有一个
误解，以为《弟子规》是古代小朋
友的必读书，是蒙学读物，但黄晓
丹说，事实并非如此，“《弟子规》
是到清中期才被写出来的，它的
作者是一个终生没有中举的老秀
才。而且这本书的出版，是到了
鸦片战争之后。”所以，黄晓丹对
《弟子规》的看法是：“第一，如果
你真的要找一个传统文化的文本
给孩子读，比《弟子规》好得多的
有的是，尽量不要选择《弟子规》；
第二，如果你所在的这个环境已
经让孩子学《弟子规》了，那你自
己心里要知道，它不是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经典，不需要对它特别
虔诚，可以批判性地看它。”

据《济南时报》《中国教师报》

挑选那些真正有营养的
“传统文化”，
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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