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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坛之一】

编者按：上周南方周末刊文《钱理群“告别教育”》引起一片哗然。几个月前，钱
理群曾发表“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判，如今他却告别了他
推动10年之久的基础教育。为何？我们将持续推出系列评论，探讨钱理群退出的

“真相”。

【真人秀场】

“好声音”评委，逆生长
我们有四个评委，而他们的表现终于在考核阶段更加大放异彩。

这好比华山论剑，东邪西毒总有正面交锋的时刻，四把交椅，品位各论
高下。每一场的整体风格其实都与导师个人的喜好和品位一脉相承，
是他们各自导演了四场好戏，不管你的耳朵是否爽到，但起码你不能避
开这热闹的话题漩涡，甘愿刷屏吐槽。

“中国好声音”进入导师
考核阶段，选手的个人魅力
已经开始打折，这几乎是所
有真人秀节目难以避免的。
当素人们加上灯光服饰等绚
丽元素的包装，胃口已经被
吊高的观众就开始行使上帝
的权限，敏感地注意到他们
中，有的人其实唱得也不怎
么样，有的人内心胆怯不安，
而有的人原来只会那三板
斧，已经落后于高速运转的
秀场。还好，我们有四个评
委，而他们的表现终于在考
核阶段更加大放异彩。这好
比华山论剑，东邪西毒总有
正面交锋的时刻，四把交椅，
品位各论高下。每一场的整
体风格其实都与导师个人的
喜好和品位一脉相承，是他
们各自导演了四场好戏，不
管你的耳朵是否爽到，但起
码你不能避开这热闹的话题
漩涡，甘愿刷屏吐槽。

刘欢，为人老成持重，低
调多年，是与“明星”光环距
离最远的一位，他对于中国
观众来说，最巅峰的就是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

气势恢宏，仰之弥高。谁也
不曾想到他也有潸然泪下的
感性一面，也有用手比画空
气吉他的 rock范儿。他选的
选手多是实力派，偏冷静也
偏学院派。他迄今为止说过
最真相的一句话是，不要指
望这档节目能够拯救乐坛。

庾 澄 庆 ，台 湾 音 乐 顽
童。据说之前打算邀请张学
友出山，却档期不合。天王
的死党哈林也是天王，最终
坐上导师交椅，却带来意想
不到的效果。他时而学狮子
怒吼时而像大猴子一样手舞
足蹈，与杨坤吵架与那英抬
杠，讽刺刘欢，成为全场嘴皮
子最溜的人。他将选手调教
得不疯魔不成活，让其他导
师瞠目结舌。

那英，绝对逆生长的女
神范儿，用紫色头发抢镜一
点都不客气。观众几乎最注
意的就是学员演唱时，老那
到底要闹哪样？她的这一场
严格贯彻自己的风格，绝对
选的是“中国好嗓子”。飙高
音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
有趣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杨

坤考核，她与闺蜜王菲产生
了分歧，她认为学员丁少华
发挥失常，但菲姐却在微博
上说：丁少华那么好！

杨坤，在自己的椅子上
迎来了歌手时期没有达到的
事业高潮。这是综合性的与
网民同乐的欢愉感。他轻松
地跨越了歌手的身份，成为
复杂的娱乐符号；他音乐品
位不算太差，流行偶尔有点
小国际范；穿着风格游走在
小城镇夜生活性感与媒体见
面会庄重之间；绝对直男，但
也不反感与自己迥异的男性
歌手；最终还是倾心漂亮的
女学员，32 郎成为让人亲切
偷笑的称号，但所有的一切
都不让人讨厌。

四位导师，在“好声音”
的节目里用自己的方式争夺
着逆生长的空间。32 场、紫
色头发、不会摘下来的帽子，
还有总是露出的两只胳膊，
都是突然解开衬衫最上面的
几颗扣子，都是眼眶始料不及
的几滴泪水，是性情，是声色，
是老戏骨才会的身段。

□钱德勒（北京 娱评人）

请原谅我是一个不可
救 药 的 浅 薄 的 乐 观 主 义
者。就南方周末的报道而
言，我全然不同意钱老对教
育现状的判断，也很不赞成
报道所呈现的对教育的理
解。纳闷的是，为什么钱老
会这么绝望，而 16 年来一
直在中学教育第一线的，按
理说应该被应试的战车绑
架的我，甚至越来越充满希
望，感受到力量。我认为，
目前正是教育大有可为的
时节。

从南周的报道来看，钱
先生绝望的，无非是学校体
制。但钱老师似乎没有意
识到，体制内教育，并非教
育的全部。而钱先生个人
的所谓“节节败退”，也未必
一定就是基础教育的节节
败退。事实上，至少在一些
沿海城市，体制内应试教育
的 模 式 确 实 已 经 开 始 破
产。只要能够有一个较好
选择，我不信家长还是会送
孩子去应试。我倒认为，这
恰是民间教育觉醒的征兆。

就我自身的经验，“一
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
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这
个全称判断显然有问题。
梁卫星和夏昆老师便可以
作证，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
方式呵护孩子们自由的心
灵。为什么呢？因为人性
本身有巨大的力量，只要是
快乐的、有趣的、自由创造
的，其力量显然大于其反
面。钱老说“针插不进，水
泼不进”，这属于夸张的修
辞手法。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先
生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
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
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
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
有限……”这样的情况我在
每一届学生中都遇到——
他们认为我说的，让他们讨
论的，都是务虚，而与分数
无关。这个时候不该你绝
望，既然你是教育者，你秉
承爱的教育的宗旨，那么，
就请你俯下身来倾听一下，
他在想什么，他究竟需要什
么。这个时候，人文精神之
类的大词，显然很无能，解
决每个孩子的具体问题，更
为迫切。又则，既然我们以
自由看待教育，那么，还有
一个前提，自由是需要习得
的。正如民主是一种生活
方式，教师的民主教育，并
非仅是告知孩子们你需要
选票，而是在生活中，与孩
子们平等相待，耐心倾听，
尊重其意见。这种身教，是
民 主 素 养 培 育 的 最 好 方
式。教育是慢的艺术。教
育的价值在于，我们不能直
接干预当下，我们是在为尚
未到来的社会准备新人。

然后我们来观察整个
社会。教育不正是整个社
会 应 该 一 起 来 努 力 的 事
吗？你会发现希望在民间
永存。2009-2010 年，一场
关于小学教材的谬误的大
讨论遍及全社会，深度发
酵，之后民国老课本大卖，
最后以老六的《共和国教
书》为终极版，一度洛阳纸
贵。这说明一个问题，全社

会都在关注教育，并且都在
急切寻求出路。最近邓康
延先生的追寻教育传统的

《先生》系列片热播，也是一
种呼唤。“现在不是教育大
可作为的时候。”钱老师的
告别语别人听来沉痛，我听
来很刺耳。钱老师，这个社
会正在呼唤各种各样的崭
新的教育，所谓独立教师，
自由教育，您怎么听而不
闻，视而不见呢？

钱先生说，他“播下龙
种，收获跳蚤”。我很怀疑，
何以我们会有这么一种自
负，认为我们播下的便一定
是龙种，或者何以我们便知
道，我们所播撒的，正是他
们想要的？教师，也需要一
种谦卑，一种道德自省，我
反对教育“改变人心”的说
法。教师并非上帝，上帝的
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而
教师的，才能归于教师。正
如我友郭初阳说，只要把我
们的课堂，以及与孩子在一
起的时间，变为练习自由最
好的场所便够了。我们想
过要胜利吗？要看你想得
到的是哪种胜利。当场只
手，毕竟还我万夫雄，以一
己之力，扼住历史的喉咙，
这是浪漫的自我神化的英
雄主义情结。所以，我想
说，我们都对中国教育怀有
希望，但我的希望，并非你
的希望。教育人生的意思，
是我们这些教师，在教育的
过程中，无论怎样的境地，
我们都努力去收获尊严感
与价值感。
□蔡朝阳（浙江 中学教师）

教育：我们所领受
的希望大于绝望

钱理群关注中学教育，恰是我初为中学语文教员之时。钱先生
以北大教授之高位，转而关注基础教育之小道，十余年而不辍，无论
道德操守，还是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树，还是亲力亲为编撰各类中
小学生“人文读本”，从立德、立言到立功，都在我们视野之内。因
而，看到钱老的痛心疾首，我真的很难过。我也想跟钱老说一句，您
做得已经够多了，谦虚则可，又何必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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