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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笔建

继《教育是柔软的》之后，吴志翔先生

新作《教师最当有情怀——育人的柔性智

慧》又与读者见面了。作品分为四部分：成

全篇——软的教育；守望篇——曲线的美

学；境遇篇——穿越湍流区；美文篇——生

命在生长。文章没有华丽词藻，但尽显理

性思辨之美。没有浓妆艳抹，却有轻施粉

黛之淡雅。有微风垂柳之轻柔，直挠内心

最柔弱的部位。我喜欢吴志翔先生的作

品，原因很简单。他的教育观能够引起我

的共鸣，文字很美，耐人品赏，回味无穷。

能够把教育理论写成美文者，离不开他的

美学博士之背景！

作为一名教育媒体主编，吴志翔先生

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认识教育，他认为：教育

破除功利的桎梏，释放无限的创造力，让教

育散发出生命的气息，把教育即生长当成

一个真正的课题。力求在可行与可能的缝

隙中寻觅更为合理、更为科学、更具包容性

的育人模式……

在他眼里，美好的教育有三个境界：

“吹面不寒杨柳风”——施以适度的压力，

“千万春风好抬举”——给予精准的赏识，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让生命自

身成为目的。

教育是门遗憾的艺术，课堂教学如此，

教育学生亦是如此。毫无疑义，没有批评

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面对教育事故

频出的今天，时常有人感慨“为何我们种下

了钻天杨，却长出了歪脖子树？”其实在我

们字斟句酌批评内容之时，往往会忽视表

达的形式。正如文中所说：一挥手、一瞪

眼、一皱眉，其破坏性，要远远大于说的内

容。不要让“寒冷”的态度背叛了你想要传

递给孩子的正面信息！

真正好的教育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当我们横刀立马，金刚怒目，声嘶力

竭之时，再多“都是为了你好”的理由，也无

济于事了，师道尊严也就轰然倒塌，留下遍

地鸡毛。和风细雨是一种柔美，“良言一句

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教育之柔美，即

体现为多一些暖心嘉语，多一些迂回包抄，

用真心才能换取学生的真情。

赏识是艺术，随口而出的“你真棒”“不

错”,很廉价，学生未必会买帐。精准点评，

方法因人而异，才能击中学生心中最柔软

的部位，引起他们的共鸣。正如文中写道：

每一缕抬举的春风，都要让被吹拂者感觉

自己是独特的，是真正被重视的，是啜饮到

“那一滴神奇的蜜”的幸运者，从而形成具

有长久“续航”能力的自我激励。

吴志翔先生用这样诗化的语言，巧妙

点化问题症结，难道不觉得赏心悦目，更容

易让人所接受吗？

“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生命成长，柔

软教育不是迁就，而是有更多的耐心，更多

的智慧，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要用以柔克刚、水滴石穿的智

慧，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接纳、包容、

浸润、融化、滋养”，让学生在适宜的环境

里，静等花开，茁壮成长。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柔软”

的教育与“坚硬”的现实壁垒碰撞，无异于

以卵击石。“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鸡

蛋之间做个选择，我会永远选择站在鸡蛋

的一边”（村上春树），这就是对生命的敬

畏，生命至上！牵着蜗牛散步的缓慢节奏，

的确与要求立竿见影的现实格格不入。但

慢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周围的风景很

美，只是平时匆匆而过，没有注意到而已！

如有可能，我们不妨说：孩子你慢慢来！

如何做一个有情怀的教师？简而言之

就是：摒弃功利桎梏，摒弃育分不育人的陋

见，抱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

态。心无杂念，淡泊明志，才能做到“除了

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吴志翔先生看来，教育更追求看不见

的成功。教育是追求生命的成全，其实就

是追求一种看不见的成功，而评价一个人

的成功，绝非短时间能够得到实现。“我们

不以一日得失来评判，百年大计，不以毫厘

之进退来看待万里征程。”教育工作者更应

该学会“做铺垫、打基础、利长远”，追求一

个人的终身发展、人格完善、自我实现。

纵观教育现状，揠苗助长、急功近利

等怪象大行其道。都说教育不要输在起

跑线上，于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教育的内卷愈发严重。对

一个孩子而言，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参加各

种学习班、兴趣班，乱象丛生到让人怀疑人

生，始信存在就是“合理”的。“看得见的分

数，看不见的是悄然生长的能力；看得见的

是证书，看不见的是内心涌动着的探究和

兴趣和激情……”如果不能走出功利的怪

圈，这些所谓的教育情怀，充其量是肤浅

的、短见的。

情怀需要远大的理想作为支撑，需要

一种责任担当，需要一种“草木本心、何求

人折”的气度，需要一种不迁怒、不诿过的

胸怀。在专业上需要成为每一个孩子的

“心灵捕手”，用赏花的心情去面对孩子，真

真切切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倾听学生的

声音。从“给我手”变成“给你手”，角色的

转化，也就意味着主体的变换，让孩子主动

去牵住你的手，而不是你生拉硬拽学生的

手。只有经过不断反思，不断成长，才能成

全学生，也成就自己，这就是教学相长的真

谛。由一位初出茅庐的会“说”，成长为一

位“会”说的老师。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

最初的“低头找幸福”，成长到“回头找幸

福”，再到“抬头找幸福”的境界，即情怀的

提升。

童年的野蛮生长，青少年的自卑、迷

茫、彷徨、拼搏，及至中年的圆融、通达，作

者的成长轨迹，诉诸于笔端，恰好契合教育

即生长之理念。因此，对部分家长不肯放

手、圈养孩子、竭尽全力进行“催熟”的做

法，作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孩子的成长需

要过程，只有让他们自己体验、尝试之后，

才能慢慢成长。“睡觉睡到自然醒”，对学生

而言，真的是一种奢求！正如文中写道：他

们有自己的旅行，我们所做的，只能轻轻地

提醒。如果可能，就让他们自然醒吧！

生活丰富多彩，风景千姿百态，教育充

其量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不能本末倒

置。“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郊游是件

美好的事情，何必非要跟作文挂钩；品尝美

味佳肴，是享受生活的过程，何必非要与知

识要点联系呢？作者呼吁“不要让教育变

成生活，要让生活变成教育”。

春晚舞台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一夜走

红，除了婀娜多姿的舞蹈外，妩媚柔韧的

“青绿腰”圈粉无数！柔情似水，绰约多姿，

魅力无穷！“育人如一场圆舞”，进退有序、

张弛有度、欲说还休、欲拒还迎。而翩翩起

舞者，衣袂飘飘，必当是有情怀之人，必定

有柔性的智慧。

如此，才能悦人、悦己，才能渡人、

渡己！

教育之柔，缘于智慧
——读吴志翔新作有感

韦 陇

阅读和写作，使我的世界不至过于狭

隘。好读书，读好书，不断地认知和思考，

而后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特有的表达。

诗言志，我以写作倾诉自己的情感，表

达自己的理想。

我的生活原本极为简单。举个例子，

在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我是最迟一个使

用智能手机的。用了智能手机，主要是为

了方便滴滴打车，所以除了接打电话，其

它功能一概不用。又过好几年后，才装了

微信。有了微信，也从不发朋友圈，一条

也没有。可能很多人对这种生活不理

解，我有时也问自己，是懒惰？是厌世？

是社交恐惧症？还是故作清高故弄玄

虚？不知何解。也许什么也不是，仅仅是

喜欢简单而已。

过简单的生活，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阅读。开卷有益，读书可以让我更好地思

想。人若是不思不想，还谈什么理想呢？

当然，书籍亦如医药，是药三分毒。读书精

进，也有正邪之分，有的人越读越坏，修成

魔了。读书人都认为自己有理想，但我认

为，理想首先是一种主观上高尚美好的事

物，纯粹利己的追求，只能算是欲望，够不

上“理想”二字。

十八岁那年，我当兵，在军舰上。有一

天，看见身边的一群军人围剿一只老鼠。

老鼠在众人的喊打声中逃窜，吱吱惨叫，最

后死于非命。在一片欢呼声中，我感到深

深的悲哀。老鼠不能为人类创造价值，也

无法自食其力。它偷食只为生存，它磨牙

也是情非得已。只是种类生命使然，绝非

有心为恶。人类习惯于把对自己不利的异

类视为丑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若以

此而论，人类才是所有物种的天敌呀！人

类会觉得自己该死吗？我如是思想。

军舰在大海航行，有一只海鸥在甲板上

盘旋，而后停在那里。见我向它走去，它向

前走几步。我停它也停，我走它也走。但当

我决意靠近它的时候，它停住不动。我知

道，它心里充满对我的恐惧，但它飞不动

了。这时它又饿又累，不能脱离军舰，否则

它失去落脚栖息之地，必死在海上。我抓住

它，养了它两天，让它吃饱，又有了气力，就

把它放飞了。与失群的海鸥一样孤寂的我，

看着它飞远，欣喜流泪。我如是感受。

思想和感受需要有所表达，于是我萌

生了写作的念头。也许，每个写作者最初

的表达冲动，可能就是源自于类似这样的

“小我”情愫。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对，文学

作品追求微言大义，但没有“微言”，又何来

“大义”呢？经常听到类似“舍小取大”之

说，这就好比说泥沙和砖石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房子。然而，脱离了泥沙和砖石的房

子，只能是空中楼阁，不是实在之物。

我把自己的写作比作学步，一开始是

自然写作，蹒跚前行，并无目的，或者说写

作本身就是目的。慢慢地才步履从容，指

向明确，每一次行进都有了明确的目标和

任务。要写作就不能不广泛阅读，除了人

文学科方面的书籍，以文学作品为主。我

的阅读没有什么偏好，或雄浑激越，或繁

华靡丽，或嘻笑怒骂，或平淡平常。好的

文学作品可以照亮人心，而人心能够照亮

这个世界。

无论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是政治动

荡，风雨飘摇，还是繁荣稳定，风和日丽，文

学的功能不会改变。

在小说写作上，我追求作品的可读

性。我认为“可读性”涵盖了小说写作的一

切要素，如故事、人物、细节、技巧、立意，乃

至文字结构、语法修辞等等。把这些都处

理好了，小说就有了更好的“可读性”，阅读

愉悦便自在其中。所以，小说首先需要有

一个好看的故事，在故事的技术性展开中，

渗透着对世界对人性的仔细观察和深度

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蕴藏着作者

生命中的疼痛。而人本具社会性，每一个

个体的疼痛，也一定会是某种程度上时代

和社会的疼痛。我的每个故事都有我的

痛点。亲情之痛，爱情之痛，社会底层的

生存之痛，以及在各种人物关系中揭示出

对于世间恶俗或人性鄙陋的切肤之痛。

倘若能将这些苦痛赋予多彩的生命意义

或社会意义，将痛感转化、升华为一种艺

术美感——这便是小说家一生的事业。

读这些小说，痛定思痛之际，能否让读者

收获什么？这取决于写作者的高度，也取

决于读者的评判。

不同的读者对“好看”会有不一样的定

义，环肥燕瘦，各异其趣。故事推进的跌宕

起伏，不落俗套；语言的精准流畅；人物的

鲜明有趣……这些都是“好看”的必要前

提。至于文学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史书记

载历史大事，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则

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利用文学的

话语系统，虚构属于作家内心的最客观的

故事，赋予历史以当下的意义。小说不是

史书，但我想，它应该比史书具有更高层次

的客观真实，因为它直指人心，并以内心的

真实返照历史，使历史事件不再冰冷和无

情，从而“津津有味”。

世道是人心造成的。有什么样的人

心，就会有什么样的世道。人心既有染净，

那么，再昌明的时代，也有阴暗和龌龊。而

作家，即便是最温情的作家，也应对社会现

状永不满足，永怀忧惧和批判——这是作

家的宿命，也是使命。

我对这个社会的许多现象难以理解，

更无法认同，譬如价值取向的单一化，以及

对于实现这种价值的狂热化，已经达到不

可理喻的程度。在任何一个办公室，或者

在任何一个酒家、茶馆，总之，在任何场

合，人们几乎无不以政治和官场为谈资，

在这一点上，官员、普通公务员、知识分

子、文人和目不识丁的农民没有什么本质

上的不同。我希望，会有一个正常、良好

的社会环境，人们有各自的理想抱负，有

多元的价值取向，人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

施展才能，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服务社

会，造福众生。

在在处处，我把我的希望植入了我的

写作之中。

多年的写作，道阻且长，有时也感觉失

去了方向，甚是迷茫，就像我在中篇小说

《晴川的村》题记写的那样：

为理想而走的路

理想没了

只剩下路

没有了理想的路

被称为——迷途

年轻时意气风发，往往历尽沧桑之后，

失去所有的理想，人生成了迷途。崇高的

理想在漫长的岁月、无数的挫折和冰冷的

现实考验中，一不小心就会坠落为低俗的

欲望和贪婪。我也不时警醒自己——无论

何时何地，绝不可以错把欲望当成了理想，

反认他乡是故乡。

只要有理想，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光，这

个世界就有了光，即便是微弱的光。即便

微弱的光，只照亮你自己，那也不失为一

种照亮。

用什么来照亮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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