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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
国固有文化的重组自信

2 月 23 日，北京，“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梁

启超诞辰 150 周年纪念配乐朗诵音乐沙龙在国家

图书馆举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左）向梁

启超后人赠手书《少年中国说》。

蒋启明/摄

写小说不是按照图纸盖
房子的过程，而是你自己跳
到水里去游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

夜晚的文学馆，可以看的
物件，可以讲的故事，“一千零
一夜”也讲不完

《文学馆之夜》剧照。 本文图片均由节目组提供

《文学馆之夜》剧照。

《文学馆之夜》剧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1873 年 ，无 论 在 中 国 还 是 世 界 历 史

上，都显得平平无奇。“余生同治癸酉正月

廿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

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

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梁启超在《三十自

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年。

今年是梁启超 150 周年诞辰，一场纪

念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在其研究者

和后人的回忆中，一个更加血肉饱满的梁

启超，穿过历史，风尘仆仆而来。

与很多同时代人相比，梁启超显然属

于生命力特别长久且旺盛的一位。这里说

的不是他的岁数——他 1929 年去世时，还

没来得及过 56 周岁生日——而是指他对

后世的影响持久且强大。

后世对梁启超有很多概括，诸如政治

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

家⋯⋯不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

虹看来，若从根本而言，只有“启蒙者”这个

称号对他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

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无论面对的是士绅

阶层还是青年学生，“开通民智”始终是他

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

然不乏专门，但多数是现代国民所应了解

的“常识”。

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

变革呼声，抵达并影响到社会大众，这个过

程通常被称为“启蒙”。而在晚清特定的历

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

“国民常识”的普及，则更为准确、得体。

梁启超集中谈论“国民常识”话题始

于 1910 年 。 当 年 2 月 ， 他 主 持 的 《国 风

报》 在上海创刊，“常识”即成为一个中

心议题。第二期刊载的 《说常识》，首次

对“国民常识”理念作了详细阐发。与此

同 时 ， 梁 启 超 又 有 了 发 起 “ 国 民 常 识 学

会”的计划，这个机构正是为实施其常识

教育的设想而组建。

当时，梁启超提出编辑出版 3 种“常

识”读物：第一种是“国民常识讲义”——用

通信教授法，将必要之学科及其补助科编

成讲义录，月出一册，两年完结；第二种是

“国民常识小丛书”——将各学科中尤要者

撰为显浅简易之短篇，每篇印成小册子，以

极低廉之价颁布之，每月印三册以上；第三

种是“国民常识丛书”——完备之专书，或

著或译，出版无定期。

梁启超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一种，认为

可 以 由 此 得 到 系 统、完 整 的 国 民 常 识 。不

过，他所倚重的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

长张元济从经营角度出发，却只钟情第二

种，对第一种完全不看好。当时经费紧张，

1911 年 10 月 10 日 武 昌 起 义 爆 发 ，梁 启 超

的精力又集中到了时政，于是，毫无起色的

“国民常识学会”至此被完全放弃。

尽管诸多计划未能实现，但梁启超对

“国民常识”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

穿其一生。首先，他定义了“常识”：“常识

者，释英语 common sense 之义，谓通常之

智识也。”他还为“常识”设定了两条边界：

一方面，是人人必须具备的普通知识；另一

方面，又是人人不可或缺的非专门知识。如

果以教育程度标志，则大体相当于中学。

在梁启超看来，新式学堂固然是获取

“常识”的主要渠道，但社会教育的功效也

十分重要。而就当时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

对社会教育的迫切需求甚至超过了学校教

育。不过，1912 年自日本归国后，梁启超的

思路有所调整，逐渐加强了对青年学生进

行“常识”教育的重视。按照他的说法，在舞

台上活动的中坚人物已经无法改造，应“从

后台下手改良”。

为此，梁启超从 1917 年转向以学术著

述 与 高 校 讲 学 为 主 ；1920 年 从 欧 洲 归 来

后，更是决意以中国精神文化拯救世界，他

所讲的“常识”也更多与国学发生关联，这

在他 1923 年所作的《读书法讲义》中说得

最明白：“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

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

常识的主要部分。”

他谈《大学》《中庸》，“形成国民常识之

一部分，故今之学者，亦不可以不一读”；他

谈《史记》，“2000 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

国 民 常 识 之 一 部 ”；他 讲 到《左 传》和《礼

记》，也都称其为“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

都应该阅读。梁启超认为，历史书籍是国学

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

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

事本末》和《九通》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

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

书人都要读的”。

尽管从前期到后期，梁启超的社会角

色有很大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是启蒙意识，

这也是他对“常识”教育一直抱有巨大热情

的根本原因。

1929 年 ，梁 启 超 去 世 ，郑 振 铎 撰 文 悼

念：“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 30 余年，从不

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

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

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

是不少。”（《梁任公先生》）

总体而言，从晚清到民国，对应梁启超

从前期办报到后期讲学的人生轨道更换，

其对“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也在逐

渐改易：教育重心从社会向学校转移；施教

对象由现在“社会中坚”中年人转向“将来

社会中坚”青年学生；知识构成从偏重社会

科学转向偏重人文科学，最终更聚焦到国

学；讲学内容由国民启蒙教育，转向人格培

养，后又再度调整为“德性的学问”与“文献

的学问”并重。

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梁启超在文化

选择上的由西向东，即从输入西学为主，转

向回归传统文化。在欧洲目睹一战后的西

方精神危机，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

有文化的重组自信，不但由此开启了输入

与输出同时进行的文化策略，而且经过西

方科学方法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文化，也足

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

（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在
“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梁启超诞辰 150
周年”纪念座谈活动上的演讲《梁启超关于
国学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写作）

梁启超：什么是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让我们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

在人文谈话视频节目《文学馆之夜》的

宣传片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李敬

泽的手合在了巴金的手模印上，推开文学

馆的大门，走进了《文学馆之夜》的拍摄棚

里，正式开启关于文学和生活的七个夜晚。

梁晓声、双雪涛、贾樟柯、戴锦华、

刘震云、徐则臣等纷纷登场，聊着和文学

相关的事，比如故乡、养猫、父子关系、

跑步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文

学博物馆，现有馆藏 90 余万件，收藏了中

国现当代作家的书写和创造，汇聚了百年

来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这座博物馆也是

《文学馆之夜》的“主人公”。

李敬泽说：“这些房子应该是一个无墙

的博物馆，不仅保存着过去，同时也在我们

公众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积极

的、充分的、热烈的作用。”

好些人来问李敬泽，他们真是在夜色

下的文学馆录制吗？

李敬泽很实诚地回答，真的。他下班后

去录制，录完了外面已是满天星斗——这

在他眼里，恰好与文学馆中的星光相互映

照。“在这个院子里，那些星星就是‘鲁郭茅

巴 老 曹 ’，是 那 些 一 直 在 精 神 上 照 耀 着 我

们、指引着我们的人”。

小时候读过的书也是我
们的故乡

李敬泽很喜欢“之夜”的概念，此间包

含了一份宁静的意味。“如果你觉得今天很

安静，不妨来看一看《文学馆之夜》，我们希

望它能提供在心灵相对宁静情况下的深入

交流”。

李敬泽特别提到，拍节目预告片的时

候，自己手里恰好拿着一本《一千零一夜》。

这似乎与他们要在文学馆做的事形成一种

奇妙的呼应——“人类讲故事的冲动、激情

是如此持久、如此基本、如此重要”。

李敬泽感慨，夜晚的文学馆，可以看

的 物 件 ， 可 以 讲 的 故 事 ，“ 一 千 零 一 夜 ”

也讲不完。

“ 无 穷 的 远 方 、无 数 的 人 ，都 和 我 有

关。”鲁迅先生的话是《文学馆之夜》诞生的

原因 。李敬泽说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星空下的大千世界，人类的生活，其实

这一切，都与文学有关。”

在文学馆的七个夜晚，每一夜都是从

文学经典出发，凝视和思考今天中国人的

生活。

第一夜是《创造我的故乡》。节目之所

以 将 故 乡 为 起 点 ，是 因 为 鲁 迅 的 小 说《故

乡》已发表了 100 年，鲁迅开启的现代人与

故乡的情感模式至今影响深远。

围绕故乡，李敬泽、贾樟柯、双雪涛、李

蔚超给出了具有思辨意味的回应。今天人

们所说的故乡乡愁，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是近百年才产生的现代经验，现代化涂

改了大多数的人生，大规模人口流动，离开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人们只有离开故乡

时，才有一种难以描画的牵挂萦绕在心中。

贾樟柯说：“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李敬泽则说：“飞出去了，走出去了，你才发

现你有一个心病叫故乡。”

李敬泽觉得，某种程度上讲，每个人小

时候读过的那些书，曾经为之深深感动的

那些文学作品，也是“故乡”。因为那些文学

作 品 从 根 本 上 塑 造 了 我 们 ，指 引 着 我 们 。

“所以我们也是从那个故乡出发，走向广大

的世界。在生命里，我们也需要不断回到这

个故乡，找到这个故乡”。

一只猫教会我们哪些道理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有一个重

要的分管工作——管文学馆的猫。猫是文

学馆的工作人员，还是有“俸禄”的那一类。

但这些工作人员有时候不太守纪律，时不

时想要逃走。“在它心里住着一个不愿意驯

服的、小小的精灵。”

有的猫会钻过栅栏走掉，也有新的猫

会不断地进来，所以文学馆里一直有各种

各样的猫。它们不是宠物猫，而是工作猫，

可以防鼠害。博物馆地下室有很多书，容易

有老鼠。“有猫在，老鼠就不来了”。

《文学馆之夜》有一期专门谈猫，大家

聊的是养猫文化与当代人的亲密关系。这

期主题源于一只喜欢趴在文学馆内冰心雕

塑旁的馆猫，冰心生前爱猫，她养了一只名

叫咪咪的猫，咪咪融入许多当事人的记忆。

而 在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 恰 好 有 一 只

“馆猫”，大家戏称它是“馆长助理”，它

经 常 趴 在 冰 心 的 纪 念 碑 上 ， 俨 然 是 一 只

“懂文学的猫”。

一聊起猫，作家们的话题能进行无限

延展：可以是日常有趣的相处模式，可以

是对自我认知的思考，也可以是对人性的

挖掘。

编剧史航提到，他的猫儿们，在家里进

行了大幅度的“装修”工程，比如拆隔断，把

沙发从“全真皮”改造成“真毛”。“一人面对

18 只猫，投票都没权力”。

美国作家艾莉森·纳斯塔西出过一本

书《作家与他们的猫》，收集了海明威、村上

春树、博尔赫斯等 40 余位作家与猫的合照

及故事。“猫和文学有一种隐秘的关系，它

本身就具有文学性。”李敬泽指出，“文学家

从本性上可能就近于猫。”

李洱认为，猫的自由、疏离感、孤寂，包

括忧郁的那一面，某种程度上和文学的主

题相近。

“我们经常沉溺在自我和猫的想象中，

觉得我们在和它们交流。我说了一句话，你

喵了一声，但其实我们在自说自话。”戴锦

华发现，网络中，人们会想象猫在对自己说

“愚蠢的人类”，但有多 少 人 能 真 正 意 识

到 ， 其 实 我 们 被 自 己 的 东 西 束 缚 太 多

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小动物是‘吾

师’，它可以提醒你，不要封闭在想象的

自恋当中。”

文学本来就没有圈，也不
应该有圈

在《文学馆之夜》中，观众不仅能聆听

到关于文学和生活的生动对谈，还能“云游

览”那座藏品量浩瀚的文学博物馆。

现 代 文 学 馆 是 中 国 第 一 座 文 学 博 物

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收藏

了 鲁 迅 、 巴 金 等 许 多 文 学 大 师 珍 贵 的 手

稿、书信，这些弥足珍贵的珍藏，穿越岁

月的洗礼，历经时代风雨，撑起一个国家

的精神脊梁。

在《文 学 馆 之 夜》会 客 厅 中 陈 列 的 书

籍、照片、文具等，都是从现代文学馆中 90
多万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平时难得

一见，其中包括萧军先生收藏的鲁迅像、朱

自清“抗战”后回清华大学时使用的皮箱、

曹禺先生用过的镇纸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说，在布

置拍摄场景的时候，大家特意摆放了一些

作家的实物。“这些物品曾经被它的主人使

用过、摩梭过，留有他们的余温。我们是想

让大家不但读他们的书，还能感受到前辈

作家的存在和凝望，仿佛这些文学大家还

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激励我们不断地

前行”。

李 敬 泽 笑 言 ：“ 我 们 平 时 舍 不 得 那 么

摆，我们就是拍的时候摆一下，然后赶紧拿

回去收藏起来。”

近年来，文学纪录片、真人秀节目愈发

火热，例如《文学的日常》《我在岛屿读书》

等，让很多人开始关注“文学破圈”的话题。

在李敬泽看来，文学本来就没有圈，也

不应该有圈，但可能由于我们的迟钝和懒

惰，它今天变成一个圈。“文学自古以来是

一个基本，一个根本，直到现在也在人民精

神生活中起着潜在的作用。”

李敬泽指出，现在大家面临的是一个

全新的传播格局。“文学根植于古老的印刷

文明，它的根儿是在纸面上的。我们要想办

法，让文学继续在新的媒体格局下、在互联

网数字化的文化环境里扩展出去，而且要

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

在文学馆的星空下，开启关于文学和生活的七个夜晚

□ 胡 宁

如果听到一本书名叫“白色绵羊里的

黑色绵羊”，你会想到什么？

乍一看，像我这样很厌恶矫情的读者，

很容易联想到一件事，莫不是这个题目是

作者为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却必须和“羊

群”合为一体？幸而拿到书的那一刻，拆开

黑色横条排列组装成的半镂空书套后，发

现 隐 藏 在 白 色 羊 群 里 的 黑 色 小 绵 羊 ，“ 用

心”且有点小意趣，就变成读者对这本书的

初印象。细读书中，才知道，这个标题出自

双雪涛讲《平原上的摩西》，讲的是尽管小

说里所写的案子特别夺人眼球，但是它再

强烈，也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它就像

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很显眼，“但是要

一起养”。

这本集子中很主要的部分就是双雪涛

的创作谈。第一部分是谈小说，从阅读、生

活等方面积累素材谈起，一路谈到结尾与

修改；第二部分是谈电影，对他而言是岔出

去的一段生活，对读者来说，则是岔到另一

个领域里再反过来看看双雪涛；最后一部

分则是杂文集，收录了近年来双雪涛的一

些小文章，有些未发表过。

双雪涛特意提到，第三部分这些作品

透露的内容很可能跟他第一部分所说的小

说创作的方法论不尽相合。他在每一篇开

头都写了几句话，介绍这篇文章的背景。有

的介绍挺接地气，直言这是“一天喝多了之

后所写”。

真诚是眼下这个信息流行病大泛滥时

代特别稀缺的品质。也可能得益于这本集

子 大 半 整 理 自 他 的 各 类 讲 演 和 分 享 ， 读

起来会觉得，双雪涛不是聚光灯下的文学

之星，而是会站在幕布前，时不时可能还

要提醒自己别忘了举起麦克风的真诚的分

享者。他对创作的热忱，冷静绵长，却又

实在沸腾。

如果我是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或是

希望踏上这条路的人，这本书无疑是值得

一看的。尚且不论这是一本有案例有实用

方法的书，更重要的是，我能通过看完双

雪涛的讲述，感受到写作这件事真实的魅

力：苦，见“效”慢，很多东西靠悟、靠练、靠

磨，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最

核心的东西再高明的老师也教不了⋯⋯但

是写作是能治愈人的，我们可以把自己交

给写作。

他不讳言：“写作这个工作本身是苦功

夫，苦就苦在，一边熟练坚固一边又要长出

新芽。”那些不能用条框限制的创造性的意

蕴，小说的“气流”，那些在写作后一步步长

出来的情节，也当然不能拿出板上钉钉的

言论去说出个一定之规。

他的一个比喻很生动地阐释了写小说

的快乐。他说，写小说不是按照图纸盖房子

的过程，而是你自己跳到水里去游，慢慢地

你会掌握怎么游，当然你可能游错、沉底，

可能游到别人家的游泳池，但是别人家的

泳池可能更大，那里也可能有你心仪的她。

这就是写作的收获。

我能透过双雪涛的分享感受他对写小

说的热爱。他总想让读者吃下这份“安利”，

告诉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写写试试。

你在生活里的全部，阅读时感受到的

气氛，都可能变成你小说里的素材。某种程

度上说，小说创作者在用自己的人生写小

说，或许也不为过。而在他看来，小说绝不

会因为以“我”之名就真的等同于现实世界

的“我”。推而广之，人生固然可成为小说的

素材库，但是小说绝不会囿于人生的真实。

有人说，小说的魅力是“不事断定，有

所赠与”。这本书的魅力也如此。如果你对

此有向往，对写作有困惑，都可能因为双雪

涛而感到被鼓励。他在手把手教人写小说。

这种教法，用东北人的话叫，很实诚。

我也不例外地在其中看到自己。与小

说这种虚构文体相对的，记者从事的便是

非虚构写作。这五个字曾经刮起新闻界好

大一阵风。诚然，我们如今写下的很多东西

可 能 不 大 能 称 为 “ 写 作 ” 而 只 是 “ 写 ”

了。但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得承认，它

有 办 法 击 穿 我 的 麻 木 ， 把 我 心 底 里 的 火

苗，把想更严格地对待自己的文字的这份

热情，重新点燃。

双雪涛在书里甚至很直白地表达坚持

写下去的重要性：先达到纯熟，“有可能你

觉得自己纯熟地写着垃圾，但是没关系，能

汹涌澎湃地写下去就很好。”

这让我脑子里浮现很多人。比如热爱

变成了工作，经年累月不厌其烦，谁也不能

逃脱痛苦和波折。即便是一个领域里最出

色的人，在低谷期依然不得不多次面对心

理医生尝试解决问题。

而我如果本就是这个领域里的差生，

面对时光的搓磨带来的麻木和疼痛，当我

一次次紧闭窗帘呆坐整日而不能完整输出

一篇文章，却还非要坚持的时候，这恐怕不

是一句有关“汹涌澎湃”的鼓励就能治好的

了。我还有很多担忧和畏惧，这些东西像是

藏在心底的“怪兽”，被它噬咬的时候，我自

己都不齿。

但是双雪涛鼓励到了我。这个点不在

于他有多高明，而在于他不矫情做作地跟

人谈天赋与才华，而是彻头彻尾的真诚：对

自己的记忆真诚，对与他人的连接真诚，对

自己多年来对这个世界积累的认知真诚。

于是才有了这样一本书，和书里类似标题

那样精到又仁者见仁的比喻。

在他看来，这种真诚才能造就才华，有

了这些“真”，虚构才有意义。

而当我感受到这份鼓励的时候，我重

新翻读到双雪涛为这本书的出版写下的一

篇小文。“我迫切地需要与人连接，与那些

在时下还在关心文学、对创作保有热情的

人连接，不是要把我的东西传递给他们，我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的想法是

分享我写作时在想什么，其他人也许就可

以也分享他/她的，我很需要鼓舞，每个创

作者也许都很需要在现在得到鼓舞，然后

即使微弱地，也可以轻轻地连接起来。”

“大声谈论文学”的双雪涛，此刻可能

就像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一样。尽管众

生如此平等，但是你一眼望去，还是会看到

那只黑色的绵羊。你会好奇它在说什么，它

的叫声跟别的羊有什么不一样。它没有无病

呻吟，而是把每一笔落到了纸上，而后讲述。

小说家会回到幕布之后，幕布前的是

他笔下的世界在读者眼前一一上演。但是

当我下次再遇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会

感受到不同的温度。因为连接存在着。这样

的连接可以让人偶尔不惧怕成为那只黑色

的绵羊。

双雪涛：幕布后的小说家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杰 米 在 学 习 和 生 活 总 是 有 很 多 苦

恼 ：记 不 住 知 识 点 ，不 知 如 何 与 朋 友 沟

通，做事拖延⋯⋯后来，在叽里呱啦星球

的几个“魔法小老师”的帮助下，他逐渐

学会了循环记忆法、知道了换位思考、明

白了做事要行动起来⋯⋯

和杰米一样，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都会遇到问题或挑战。如何解决问题，

成为不少孩子和家长的困扰。由四川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方法学家吴甘霖、儿童文

学作家余娟共同创作的幽默画丛书《聪明

儿童方法书》近日亮相第 35届北京图书订

货会，针对孩子在沟通、思考、行动、学习和

交友等多方面的问题，提出应对方法。

“家长教育孩子常常吃力不讨好，这

往往是因为他们讲道理太多，而讲方法

太少。”吴甘霖认为，有效教育孩子的关

键，是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并重视思考

和掌握具体的方法。

吴甘霖的儿子吴牧天曾是个“调皮

大 王 ”，吴 甘 霖 不 论 怎 么 引 导 都 收 效 甚

微。后来，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他在澳

门的一次采访中获得启发。

“ 当 地 学 生 要 学 习 一 门‘ 公 民 教 育

课’，课堂上老师问学生：‘如果你的好朋

友突然让你和他一起做违法的事，你怎

么办？’A. 拒绝，并不再和该同学来往；B.
跟 同 学 一 起 做 。”让 吴 甘 霖 印 象 深 刻 的

是，除了以上两个对比选项，还有第三个

选 择 ，“ 还 有 没 有 更 好 的 方 法 ？”经 过 讨

论，学生们最后不但得出合理的结论，还

想出不少好方法。

“这样的教育让人耳目一新，它没有

直接讲概念，而是让学生自己思考。”吴

甘霖将这种教育方式，总结为两点：一是

培养结果思维，即思考“怎样的方式会有

怎样的结果”；二是培养创新思维，即思

考“有没有更多更好的方法”。后来，吴甘

霖就引导儿子学习这种方式自己解决问

题。再后来，吴牧天学会了自主管理，也

考上国际名校。

《聪明儿童方法书》是吴甘霖构思长

达十年的一部作品，在一次与余娟聊天

时，吴甘霖发现余娟的理念和自己十分

契合，于是决定合作。在本书中，余娟没

有追求唯美，而是采用了一种“拙嫩”的

画风，犹如正在学画的孩子们自己画的

图画，拉近书籍和小读者们的距离。她运

用夸张、变形、幽默等手法，以戏剧性的

情节来体现方法与理念。

例如，杰米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知识

点，但一考试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学会。

他向魔法学习盒请教，魔法学习盒没有

直接教授他费曼学习法的步骤，而是在

听完杰米的问题后，变得皮肤发黑，无力

瘫倒。魔法学习盒告诉杰米，自己是因为

能量缺失才出现这样的症状，需要他每

天把学过的知识向自己讲述一遍才能治

好。杰米照做，随着能量的补充，魔法学

习盒的身体渐渐变好，杰米也真正掌握

了学过的知识。

余 娟 说 ：“ 好 的 内 容 离 不 开 好 的 形

式。应该让‘有趣’与‘有用’结缘，只有一

方面吃透了那些有用的方法，另一方面

又以孩子喜爱的方式去表达，才能真正

寓教于乐。”

“孩子懂方法，家长不焦虑。”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知

心姐姐”卢勤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

家 长 们 应 该“ 把 孩 子 的 问 题 还 给 孩 子 ”

“把‘管孩子’变成让孩子自己管自己”。

《聪明儿童方法书》：

把孩子的问题还给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