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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一生最终能走多远，最终能取得怎样的成就，恐怕谁也说不准。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掌控的是，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始终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
按照词典上的解释，博学，不仅指学问的广博，也指学问的精深。
　　我以为博学是具有生命价值的。
“非学无以广才”(诸葛亮《诫子书》)，非学也无以明智。
博学能够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开掘我们生命的深度，提升我们生命的高度，使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
、纯净和厚重。
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是一种姿态，一种开放的姿态，一种学习者的姿态，一种诚实、谦逊和求实的
姿态。
如何让生命充满内在意义，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无疑是可行的途径。
能够有这样一种生命状态的人是有福的人，因此，能够以学问为职志的人最该惜福。
　　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可以使我们有一种美好的心智状态，有一种宁静的心绪，过一种真正的内
心的生活。
古人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诸葛亮《诫子书》)这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看来的确是至理名言。
唯有沉静，沉潜，我们才能褪去世俗涂抹的炫目的色彩，回归本真的自我。
喧嚣和浮华，是难以沉淀出人生的智慧的。
　　一个人要能气定心闲、无怨无悔且有成就感地走在这条路上，首先是要有向学之心，视学问为一
种安身立命的过程，一种生命的当有的状态。
古人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之说，这在今天当然也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但此等志向却仍弥足珍贵
。
　　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只为了积蓄学识，涵养才隋。
当然这还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是生命的成长，是成人，是立于天地之间。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学问就是一张网，一张用以捕捉“世界”的网。
你能捕捉到什么，取决于你编织的网线是否足够结实，网眼是否足够缜密，以及你挥洒这张网的能力
，当然，还取决于你以何种姿态站立在怎样一片水域旁。
　　其次就是学问要讲究方法，具有方法论意识，有一种思想者的姿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固然必要，但学问不能仅仅从读书中来。
西方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意识和思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学问，更多的只是识记加感悟。
尽管乾嘉以后也发展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但对知识论本身并无深究。
比如，历代读书人都喜欢游弋山水，喜欢写山水诗，画山水画。
但是，如此喜爱山水，仅仅止于观赏，充其量是“外师造化，心得中源”，面对满目的松师石友，竞
从不曾发生知识的兴趣。
这一点，就连大理学家朱熹也不例外。
朱熹在游览名山时，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的化石，他感叹到：“真是沧海桑田！
”这本来是地质学上的重大发现，可他不但没有对自然界奥秘发现的惊喜，反而是马上想到应该专注
于“修齐治平”之学，心不可有旁骛。
中国传统读书人即使天天混迹在自然界中，对自然的运行，也毫无体察，更无纯粹理性的审思。
没有一个人想到事实的考索，去做实证的研究，没有一个人试图去建立新的知识体系。
两千多年间，读书人做的事还是那么几件事，想的问题还是那么几个问题。
“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也是近代科学没有能够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要努力弥补这种缺陷。
因此，教育中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在学生心中培植起对学问的兴趣、虔诚和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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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人成为行走在这条幽径上的人，这是教育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每一个人都有垂垂老矣的那一天，也都有江郎才尽的那一天。
一个人才情的孕育、积蓄、喷发和枯竭的规律谁也逃脱不了，只是人文学者倘若学识积累很丰富，枯
竭的时日会来得慢一点、晚一点。
　　我最欣赏、最期盼、最得意的生命存在的状态就是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通往博学的路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
好在“人生代代无穷尽”，倘若我们愿意成为这条路上的一座桥，一座通往永远那么远的桥，那么我
们就融入了历史，我们就赢得了永恒。
走在通往博学的路上，让生命植根于仁爱、热情、希望与责任之中，植根于创造与追求永恒之中。
我实在想不出，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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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这本小册子能为那些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多少具有些参考价值的话，那
便是我最大的收获了。
人类文化发展的势态向我们昭示：在未来的岁月里，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日益突出，教育学的
学术地位亦必将空前提高。
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21世纪的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自觉探究一代新人的形成和
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
在一个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建构出一个观照教育的本质与职能及其发展规律的新的视野，将有助于
拓展教育的学术研究，更新教育观念。
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地平线上升腾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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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川(原名：肖贵祥)，1963年1月3日出生，湖南望城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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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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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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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的情趣与艺术》四卷本的教育随笔总算有了一个基本的骨架，尽管以后增删替换、润色打
磨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我自1980年从事教育学的学习与研究以来，已有二十多年，这四卷本的随笔集要算我所做工作的一点
总结。
这二十多年，主要就算是学习、积累教育学领域古今中外思想的成果，以及对此的通俗化与普及，虽
然这其中也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一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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