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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下一个热闹话题
大概又是所谓的“高考状元”。
其实，“高考总分第一名”与“状
元”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现
在还有“市状元”、“县状元”及

“单科状元”，更是可笑。有报道
称，恢复高考以来各省的“状元”
累计数百人，追踪下来，竟没有
突出成就者云云，似乎很失望。

以考试成绩评价人才，可能
是社会偏见，因为这种测试未必
能真正考查学生的创造才能，也
难以考查学生的学习性格。

我对学生高考考了多高的
分，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我也没有给自己的学生排过名
次。以成绩评价学生，往往有失
偏颇，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盛行的

时代。
1985 年的一件事，记忆殊

深。期末考试正在进行，物理老
师到我办公室有事，有点后悔地
说，试卷上有道题出得有问题，一
会儿学生可能会叫苦。考试结
束，我到教学楼有事，遇到散场的
学生，我问物理试卷中那道题难
不难。前三个学生埋怨：“难得不
得了，我不会”，“考得一塌糊涂”，

“这一题是错题，我乱做一通”；问
第四位学生，他不慌不忙地用树
枝在地上画出那道题的图形，指
示说，这里有个符号在理解上容
易产生歧义，会有人认为难，但如
此这般，就能做出来。

两天后，我在物理老师桌上
看到改完的试卷，忽然想看看这
道题答题情况如何。让我大感
意外的是：那四个学生全做对
了。——也就是说，有三名学生
做对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他
们的学习处在盲目中，思维有些
混乱，判断力不行；而第四位学
生沉着镇定，思维清晰，他知道
自己面对什么，要去做什么。考
试是相对的公平，因而四个人都

一样得分，而教师未必清楚四个
学生的思维过程；到了高考阅
卷，更是只认答案，不可能根据
得分去判断学生的学习品质，知
道他能学什么能做什么。

事情过去多年，我逐渐认识
到，应当说，那一题只有第四个
人做对了。因为如果一名学生
没有基本的判断能力，他的考
试，是在稀里糊涂中“蒙”对的，
他的“正确”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就像电视台搞竞猜节目，不过
是娱乐一场。

我庆幸自己在从教之始，能
在教育教学中注意观察，并开始
个人的思考和探索，这就让我对
教育常识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
重，并能一直把“坚守常识”当做
发展的基点。教学工作中的创
新也在教育常识的范畴，因为教
育 的 过 程 是 人 不 断 完 善 的 过
程，——无论是对教育者还是对
受教育者。如果教师仅以考试
成绩的“名次”去评价学生，他就
不可能观察到有价值的教育现
象，更多学生也就会沉迷在“名
次”中而丧失学习的兴趣。（1）

要不要“以夷为师”
■ 史象万千

在历史上，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
通常被视为洋务派，而倭仁和他的支持者
通常被视为守旧派。实际上，无论是奕
还是倭仁，心中都有“夷夏大防”。

洪振快 历史学者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冲击
之后，被迫开始艰难地近现
代转型。无论承认与否，近
代转型意味着向西方学习。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看，
大凡诚心向西方学习的，近
现代转型就比较顺利，有可
能赶上并跻身于西方列强
之列，如日本；而抗拒学习
西方的，则错失历史机遇，
处 于 被 列 强 宰 割 之 境 地 。
不幸的是，近代中国属于后
者。而近代中国对学习西
方的抗拒，则与文化传统不
无关系，尤其是儒家的“华
夷之辨”等思想对儒生文化
心理的塑造，使其在面对西
方冲击时过于保守，拖了转
型的后腿。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
华夏族群居于中原，文明层
次最高；周边为蛮夷（东夷、
南蛮、西戎、北狄），文明层次
远低于“华”、“夏”（中国）；历
来只有“夷”向“华”、“夏”学
习，以“华”为师，“用夏变
夷”，而没有倒过来，“以夷为
师”，“以夷变夏”的。这就是

“华夷之辨”、“夷夏大防”。
其理论依据出于《春秋》等儒
家经典，历代儒生一直坚持
这一理念。这一理念，在近
代西方文明传入之前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但到了近代，就
成为妨碍中国人虚心向西方
学习的心理障碍。

第 一 次 鸦 片 战 争 的 失
败，使一小部分中国人意识
到船坚炮利不如西方，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只
是承认夷人之“技”有可学之
处，而不承认其他方面西方
胜于中国。实际上，直到第
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败于英
法，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和
知识精英仍然只是承认“技”
不如夷，而不承认其他。即
便是心态较为开放的李鸿
章，直到 1864年仍然认为“中
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
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由
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
习外国利器”，而“学习外国
利器”，主要是“师夷智以造
炮制船”。

第 二 次 鸦 片 战 争 失 败
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为
了处理外交事务，清廷成立
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
外交事务不能不懂外语，故
1862 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下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
交人员和翻译人才。但是，
京师同文馆刚设立时招收的
学员为年龄 15岁上下的八旗
子弟，且人数少，培养不了外
事人才。

另一方面，学习造炮、制
船等军工技术，“若不从根本
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
仍无俾于实用”，更重要的是
还得明其原理，这就需要学
习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当时

清廷高层认为，“洋人制造机
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
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
来”，因此总理衙门上奏要求
在京师同文馆下设立天文算
学馆。而学员不能再是那些
学外语的八旗子弟，而要招
考已有一定知识基础，年龄
在 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和各
类贡生（官校学生），以及进
士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延
聘外籍教师任教。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招
考条件一经公布，就遭到激
烈反对。其原因是，那些举
人、贡生及官员都是接受了
儒家教育的，而且是儒家教
育的成功者和受益者。在儒
家看来，向夷人学习，“以夷
为师”，那是“以夷变夏”，违
背“华夷之辨”之大义，是极
其可耻的。以被视为“道光
以来一儒宗”的理学大师倭
仁为首的一批人对此展开了
责难，与主持外交事务的恭
亲王奕展开了激烈辩论。

倭仁说，让熟读儒家经
典而获得官职的人师事夷
人，那是“变夏于夷”，有亡国
灭种的危险。奕说，开设
天文算学馆的目的是“师夷
制夷”，你倭仁要求不向夷人
学习，那你能拿出“良图”和

“妙策”吗？倭仁反问，向夷
人学习，你有把握“使算法必
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
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
该 夷 丑 类 必 为 中 国 所 歼 ”
吗？何况中国“天下之大，不
患无才”，何必一定要向夷人
学习。奕说，你说“不患无
才”，那你就推荐一些人才出
来。这难倒了倭仁，只好陈
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
不敢妄保”。

在历史上，奕和曾国
藩、李鸿章等人通常被视为
洋务派，而倭仁和他的支持
者通常被视为守旧派。实际
上，无论是奕还是倭仁，心
中都有“夷夏大防”。所不同
的，只是洋务派迫于时势，主
张向西方学习制船、造炮之
类的军工技术；而守旧派则
完全固守儒家传统，认为这
些“末技”都不用去学。中国
近现代转型的艰难曲折本与
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
负面作用有关，上述同文馆
之争不过为一典型案例，其
他史事所在多有，可谓事实
确凿，但今人倡儒家者对此
多不能正视。（8）

其实只有一个人做对了■ 校园故事

如果教师仅以考试成绩
的“名次”去评价学生，他就不
可能观察到有价值的教育现
象，更多学生也就会沉迷在

“名次”中而丧失学习的兴趣。

吴非 杂文家

《帮佣》是2011年的新电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北方

是自由的，南方有种族隔离。从
北方毕业归来的白人女孩斯基
特，写着家政专栏，还想采访黑
人女佣，写出黑人底层生活。

她尝试的第一个女佣，叫艾
比利恩，不料，她对斯基特的请
求惊恐万状。多年前，她的独子
被种族主义者杀死。她提到，她
怕《杰米·克劳法》。那是南方在
1876 年至 1965 年年间的一系列
地方种族隔离法。斯基特去找

了密西西比版本，才发现：任何
人出版敦促公众接受黑白平等
的印刷品，可以入狱。原来，自
己要做的事在这里是“违法”的！

南北往来自由。凡不甘受
歧视、能干的黑人，多半去了北
方，留下的特别老实能忍，被穷
日子套牢。女佣贫穷，却有自己
的住房，还能勉强养家，不上不
下的处境如同陷阱，陷进了一代
代黑人女孩。

南方黑人的心灵支撑是宗
教 。 宗 教 把“ 忍 ”变 成 了“ 坚
忍”。牧师说，能够爱你的敌人，
就是胜利，要勇敢。一天，艾比
利恩突然答应接受采访，斯基特
很奇怪：谁改变了你？“上帝，牧
师”。这是南方转变的原因，马
丁·路德·金是牧师，他的战士就
是一群坚忍的黑人基督徒。

南方种族隔离是钻了法理
漏洞：美国立国文本《独立宣
言》，向英国宣告独立的理由是：

不同民族可以“分离且平等”。
南方以此为据，建立“平等的隔
离”：有白人公共设施，就有黑人
公共设施。没料黑佣进入白人家
庭，也有设施问题：马桶怎么办？

当时白人妇女普遍相信黑
人可能携带未知病菌、共用马桶
可 能 传 染 。 她 们 变 得 紧 张 兮
兮。电影树了个叫希莉的坏典
型，集所有毛病于一身，狭隘，小
气，挑剔，无情，虚伪，种族歧
视。她有个提案：为保护我们的
孩子，须立法规定，有黑佣家庭
必须另建厕所。

最极端故事，是龙卷风来
袭，希莉的女佣米妮的厕所在室
外，她无奈偷偷用了主人的马
桶，被希莉开除。不过，与其说
马桶恐惧是种族歧视，不如说是
愚昧型歧视，她们真信黑人病菌
说，就像现在有人不敢和艾滋病
人握手。可既然歧视和种族关
联，说什么也是种族歧视了。（1）

《帮佣》中的加屎蛋糕（上）
■ 我喜爱的电影

最极端故事，是龙卷风来
袭，希莉的女佣米妮的厕所在
室外，她无奈偷偷用了主人的
马桶，被希莉开除。不过，与
其说马桶恐惧是种族歧视，不
如说是愚昧型歧视。

林达 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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