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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千多年来，解读《论语》的人有许多，近来更是争谈《论语》，连“李鬼”们都争着要挤上讲台。
但在这片喧嚣中，站在教师的立场来解读《论语》的依然不多，尤其是带着教师的喜怒哀乐走进《论
语》的，更是微乎其微，让人觉得，与种种已被挖掘出来的“微言大义”相比，似乎教师的喜怒哀乐
不在《论语》之中。
但事实上，没有哪本经典著作像《论语》那样，生动细腻地刻画了教师的喜怒哀乐，其中许多教学场
景，不是让人开怀大笑，就是让人豁然开朗。
甚至让人觉得，一名不辱使命的教师所可能拥有的一切生命体验与心灵秘密都被《论语》点透了。
当然，《论语》更有能让教师潸然泪下的情况，但这份感动的形成绝不是因为觉得孔子的遭遇可怜，
而是因为看见孔子即使在孤苦无助的处境中，也仍然能以上苍一般伟岸的师者尊严，来诠释他对教学
及学生的忘我大爱，所以潸然泪下其实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心灵从孔子那里得到了无限的感动。
而常常筋疲力尽的教师也确实需要被感动。
至于教师精神上的大困惑，尤其是从教一生，究竟能经历多少值得珍惜的事情，教师如何对待所经历
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教师来说究竟有何意义，《论语》同样能给我们带来正确的回答。
因此，当教师的，如果能收获半点孔子的从教感受，即可算没有白当一回教师。
这正是我们“向孔子学当老师”的根本意义所在。
对教师的心灵、精神及知性生活来说，看似平淡无奇的《论语》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猜想，这与
《论语》的作者有关。
与《论语》是古典时代书写教师生活的最佳作品相对应，《围城》堪称描述教师生活的现代经典，然
而作者钱钟书先生却丝毫看不起其所刻画的“方鸿渐”们——-连上课点个名，都捉襟见肘。
讲课时，更只能寄希望于用“笑话”来迎合学生（其实是误人子弟）。
与此不同，《论语》写的是孔子，但作者却是学生，而且是好几代孔门弟子断断续续写了七八十年（
甚至有人认为写了两百多年）。
孔子何德何能，竟能让那么多学生情不自禁地要去回忆他的一言一行？
与博学的钱钟书先生相比，孔子或许并无多少学问优势，且没有工作单位。
但即使如此，孔子仍可以让自己的学生感念终生，尤其是子贡一类的学生，竟还在老师的墓地结庐守
孝陪伴老师，时间长达6年，连做官、生意都毅然割舍。
学生就是以这些人间的极致情感创作了《论语》。
所谓将心比心，老师孔子之所以能赢得学生如此厚爱，自然是因为他曾在学生身上倾注了更大的爱。
这种大爱究竟由哪些人性力量构成？
又曾化出多少可信、可爱的教学行为与师生交往？
便成了“向孔子学当老师”时最为要紧的问题。
在此之前，只需再说一点，身为后辈，我在过去也曾因为无知而对孔子以及朱熹等“孔子式的教师”
有过诸多“恣意妄言”。
说什么更喜欢柏拉图不喜欢孔子，朱熹不如康德。
现在看来，皆是极为空洞、无甚心得之语。
事实上，对于这些中外先哲，我连一位都未用心研读过；对于自己，亦没有深入的体认，却发了许多
“叶公好龙”式的言论，实在惭愧。
还好，诸如此类的言论丝毫不能遮蔽孔子的精神光芒，因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孔子式的教师”在
以自己的一生行为向世人展示孔子的精神光芒与人文力量。
我这个曾经年少轻狂的后辈也因此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而对教师孔子作一番“了解之同情”。
比如，钱穆先生最杰出的弟子余英时先生的《论语》解读路径就非常好，他认为，《论语》应该“冷
读”。
“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像“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吴宓先生”那样，做一个
“认真读《论语》的人”。
孔子曾言，“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意思大概是说，即使精疲力竭，驿动的心灵也要通过读书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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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宁。
而实际上，孔子还有其他的办法来排解心灵上的空虚或忧伤，比如听喜欢的音乐，抚上等的琴瑟等，
但他仍要说“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仿佛只有读自己欣赏的书，才可以给他带来更大的快乐。
毫无疑问，虽然时过境迁，但孔子的精神生命亦是我们的精神生命，因为哪怕我们忙碌到没有余力，
仍然要面对心灵的种种驿动——-其中自然少不了几番失意与惆怅，并因此渴望有朝一日，也来一次“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然后，我就可以从孔子那里知道，当老师究竟意味着什么，乃至于由此开垦出一块属于自己的《论语
》园地，并在其中长久体验孔子式的教学之恋及当中蕴含的人间极致情感。
我甚至会觉得，世间最美的亲情、友情与爱情所包含的种种美好人性，孔子通过教学都体验到了。
在这本小书里，我正要证明这一点，同时也为中国教师拥有如此一位可信、可爱的先辈感到无上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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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跟孔子学当老师
的温暖旅程，时而捧腹大笑，时而黯然神伤，时而如沐春风，但终会归于孔子式的教学之恋本有的恬
静、感动与美好。
似乎此前的捧腹大笑、黯然神伤与如沐春风，都是通往恬静、感动与美好的必经之路。
就像一个人无论爱什么，亦只有在尝尽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之后，才可以说自己真的爱过。
    这些中国教育大地上的美妙风景，这些深深卷入了我们的教育生活的美好语词，蕴涵着一份宗教般
虔诚、炽烈、隽永的“教学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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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勇，一九七三年生，江西南昌人，青年学者，现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致力于中
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学术教育史、中国名校与名师等领域的研究，文章散见《读书》、《北京大学教
育评论》、《教育研究》等，著有《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大师的教书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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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著名的《孔子改制考》中，一心成就伟业的康有为先生曾视孔子为伟大的民间政治改革家，
并将自己的“维新”理想托付于他。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想起孔子时，倾向于认为孔子是中国优良史学的鼻祖。
钱穆也是国学大师，钱先生想起孔子时，则常常觉得孔子不仅是中国散文、小品文的创始人，而且是
一位心灵大师，总能使自己颠沛流离的日常生活充满道德气象与艺术情趣。
欣赏前辈大师的孔子画像之余，我总喜欢认为孔子是“教学之王”，并因此在思考孔子的时候，特意
下载了《K歌之王》。
这样做虽然可能会被一些方家视为“胡闹”，但以《K歌之王》的歌词作为“理解前提”，却丝毫不
会冒犯孔子——不仅不会，反而可以切实地走进“孔子的教学之恋”。
我甚至想，歌者正是苦苦爱恋教学的孔子，他对着自己的学生唱，在生命临近终结的时候。
只不过，歌名换成了“教学之王”。
今天有许多教师都能体会孔子的“苦熬”，因为他们有程度不一的“苦熬”经历。
别人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单讲万常迪、黄来旺、刘睿等我熟悉的朋友，就具备理解孔子的“苦熬”
经验。
十几年前，有心教书却不安分的我，曾有缘与他们同在一处工作，他们因此一度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
中，给我友情与温暖。
但即使是我，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消除他们的沉默，更不要说从未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人。
也许他们注定沉默一生，任何报纸、期刊都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虽然他们的“苦熬”及其当中蕴涵
的人性力量其实值得报纸、期刊去作点描绘。
和许多寂寞栖身乡野的年轻教师一样，他们也曾试图通过考研究生走出来，无奈数次努力，皆未能如
愿。
后来，他们接受了命运。
尤其当我想到，我与他们已经八年没有联系了，便更觉得，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命运：默默地扎根乡村
中学，教书，生活，直到上级规定的退休年龄，也没有离开那个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平凡、一样寂寞的
地方。
此刻我想起他们，不是为了鼓励他们像孔子那样，去尽情体会一番教学之恋，因为我担心，他们的工
作条件还到不了这一步。
我想起他们，是想和他们说：我们拥有孔子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很有价
值，至少它们可以支撑我们从容地度过自己的教学生涯。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孔子学当老师>>

后记

跟孔子学当老师的温暖旅程终于暂告结束了。
回想过去数月为酝酿及写作本书心甘情愿地被孔子带着走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
在此之前，我早已从余华那里知道了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让人“百感交集”的生活，这次的写作算是让
我对写作的“精神训练”功能有了切身的体验。
即使我已经停止了写作，但只要读起自己写的那些文字，还是会“百感交集”。
这是一段旅程，让我时而捧腹大笑，时而黯然神伤，时而如沐春风，但终会归于孔子式的教学之恋本
有的恬静、感动与美好。
似乎此前的捧腹大笑、黯然神伤与如沐春风，都是通往恬静、感动与美好的必经之路。
就像一个人无论爱什么，亦只有在尝尽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之后，才可以说自己真的爱过。
旅程暂告结束了。
平静之余，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初来上海求学那会儿，《论语》正是业师丁钢教授让我研读的第一
本中国典籍。
可惜弟子不才，我并没有按业师交代的中国古典文化史“训诂”套路仔细研读《论语》，不过是偶尔
翻翻，所以始终未能拿出一篇作业。
工作后，随着我对钱穆、梁漱溟、陈寅恪、章太炎、朱熹等本土学术大师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我渐
渐喜欢上了孔子及《论语》。
尤其是开篇那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更让我猛然回头，看到了那条贯穿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为学之道”。
我所遇见的那些本土大师的学术及教育生涯不都可以印证夫子的感叹吗？
和庄子理解孔子时常常将自己的思想赋予孔子一样。
我在理解孔子的过程中。
也难免会因为过于推崇孔子而浮想联翩，但我远不如庄子潇洒，虽然虔诚对待，却仍要承认，自己无
论怎么努力，都不能逼近“真实的孔子”。
因此我只能坦言，书中所叙有许多都是我对于孔子的美好想象。
希望那些欲还原“真实的孔子”的教师不要把我说的东西当“真”，而应多读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
年》、《孔子传》，以及刘宝楠先生《论语证义》、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一级的经典考据著作。
至于那些喜欢美好的中国传统人文情感的教师，若相信钱钟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大意为“其事未必
然，其理未必不然”。
则可以放心阅读我这本兴许连丁点“考据”学问都谈不上的小书。
2008年3月31日写于菁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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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孔子是中国人的万世师表，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已经成为中国教师精神的象征。
周勇先生的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了作为教师的孔子的世界，领略了“大教教心”等深藏在《论语》里
的道理。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一直为教育学界未能将孔子“引见”给今天的教师而
遗憾，读罢此书，心愿已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郑金洲我曾给一位青年教师题过四个字：无“孔”不入——不深入研究和学习
孔子，就不算入教育之门。
——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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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跟孔子学当老师》讲述了回到中国传统教育的源头，追寻令人迷醉的“教学之恋”，钟启泉、钱理
群、朱永新、李镇西、卢志文、张思明、肖川等24位专家联袂推荐。
跟孔子学当老师，每一位教师都有这样的自我期许。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跟孔子学当老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