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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是教师，都是些普通的人，但我们从事着神圣的事业。我们每天面对着的是人，我们的学生，他
们天真、可爱、充满生命的活力和幻想，他们对我们无限地信任和敬慕。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在对话和交流中，他们求知，他们长才，他们立志，他们成长，成为自立的个体，成为家庭的支柱，
成为社会的栋梁。而我们每一个教师，除了岁月的流逝之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们的知识在教学
中更充实，我们的智慧在交流中更增长。我们付出了多少爱，得到的是更多的爱；我们对学生有多少
理解，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幸福。但是，我们也经常困惑、烦恼，甚
至痛苦。我们也经常遇到阻力、误解，甚至非难。正常的知识传承，往往变成机械的操练；坦诚的心
灵交流，往往变成枯燥乏味的训诫，加上人事的纠纷、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这些使我们的心灵失衡
而不知所措。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有相应的改革和时间，但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并持一种积极的
态度，确实是我们应当不断自省的。先辈、前辈和同辈中有不少楷模，为我们树立起精神的支柱，究
其核心，那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即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博大精深，但首先是爱，惟其有了
爱，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育人之人。我们爱祖国、爱同胞、爱亲人，当然也爱自己。我们爱科学、爱艺
术、爱自然，但我们对教育和我们可爱的学生应该付出最多的爱。在爱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坚守和充
实我们为师的一些基本观念：平等、真诚、守信、博学、崇德⋯⋯这些是我们立足于世的根基，是我
们生活的坐标，也是我们为人师表的基础。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还要思考那些人生的基本问题
：生与死、宇宙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道德与
审美⋯⋯这些问题既推动我们又困惑我们，使我们始终处于不断思考和追求之中。本书编委会的成员
都是教育工作者，是一群爱读书、爱思考的人。我们将自己平日读书的心得和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
，汇集在一起与广大读者交流，按照“感性——知性——理性”的层次，汇编成本书。囿于见闻和学
养，当然是很不完美的。希望读者能喜欢它、感悟它、理解它，在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中共同进入真
善美的人文精神世界，然后把这一切带进课堂，与我们的学生共享。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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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人文读本》(上下)(修订本)讲述了我们是教师，都是些普通的人，但我们从事着神圣的事业。
我们每天面对着的是人，我们的学生，他们天真、可爱、充满生命的活力和幻想，他们对我们无限地
信任和敬慕。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对话和交流中，他们求知，他们长才，他们立志，他们成
长，成为自立的个体，成为家庭的支柱，成为社会的栋梁。而我们每一个教师，除了岁月的流逝之外
，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们的知识在教学中更充实，我们的智慧在交流中更增长。我们付出了多少爱
，得到的是更多的爱；我们对学生有多少理解，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
幸福。但是，我们也经常困惑、烦恼，甚至痛苦。我们也经常遇到阻力、误解，甚至非难。正常的知
识传承，往往变成机械的操练；坦诚的心灵交流，往往变成枯燥乏味的训诫，加上人事的纠纷、社会
不良风气的侵袭，这些使我们的心灵失衡而不知所措。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有相应的改革和时
间，但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并持一种积极的态度，确实是我们应当不断自省的。先辈、前辈和同辈中有
不少楷模，为我们树立起精神的支柱，究其核心，那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即人文精神。人
文精神博大精深，但首先是爱，惟其有了爱，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育人之人。我们爱祖国、爱同胞、爱
亲人，当然也爱自己。我们爱科学、爱艺术、爱自然，但我们对教育和我们可爱的学生应该付出最多
的爱。在爱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坚守和充实我们为师的一些基本观念：平等、真诚、守信、博学、崇
德⋯⋯这些是我们立足于世的根基，是我们生活的坐标，也是我们为人师表的基础。 当然，作为知识
分子，我们还要思考那些人生的基本问题：生与死、宇宙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科学与
人文、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道德与审美⋯⋯这些问题既推动我们又困惑我们，使我们始终处于
不断思考和追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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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我的教师梦(代序)第一单元 我为什么而活着时间生命犹太三星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人我的呼吁我为什么而活着第二单元 爱最难写的两个字——祖国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现在怎
样做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在寺院门口爱第三单元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名师夫子循循
然善诱人——怀念陈垣先生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化尘残影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
橘黄色的梦第四单元 慢慢走，欣赏啊!“慢慢走，欣赏啊!”美从何处寻人生的乐趣书法漫谈中国音乐
在中国说园第五单元 站着读还是跪着读站着读还是跪着读百年思考怎样读一本书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还
有什么是可以希望的呢读书第六单元 科学是美丽的科学是美丽的走出“半个人”的时代(节选)我的中
美两国导师有数，就有美心通天宇的艺术与科学真理面前半步也不后退第七单元 与自然为友与自然为
友：一种现代公民意识敬畏生命自然的奥秘基因密码与不死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忧虑第八单元 我有一
个梦世界人权宣言论四大自由林肯的恶梦平等我有一个梦自由与容忍下册第一单元 思想的诞生爱国的
坐标偶像破坏论个人之改革思想的诞生我的世界观关于思考第二单元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启
蒙的火炬信条其兴也勃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第三单元 多说民主的好处
科学与民主灯下漫笔“文革”博物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多说民主的好处第四单元 当权力在手当
权力在手底层在雅典法庭上的演讲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后一种可能第五单元 传统与现代化传统与现代
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明如何定位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六单元 人
。诗意地安居人，诗意地安居病隙碎笔(节选)人生的境界伊壁鸠鲁的快乐清单致读者第七单元 什么是
教育什么是教育(节选)教育的目的教师的作用多元智力理论的前世今生教育的四大支柱教育漫谈(节
选)第八单元 我的教育信条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开学致词论教育我的教育信条适应环境教育者之
人格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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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切存在严格地说都需要“时间”。时间证实一切，因为它改变一切。气候寒暑，草木荣枯，人
从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时间，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
实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他，他无意义和
价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没有生命，他自然更无意义和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
昧与少数人的聪明，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
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去等待死，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黄土来掩埋他，
蛆虫来收拾他。    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如此单纯，“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
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
这几十个年头”。虽更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到底
就有了分歧。这分歧一看就明白的。大而言之，聪明人要理解生活，愚蠢人要习惯生活。聪明人以为
目前并不完全好，一切应比目前更好，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现状，保
证习惯(在世俗观察上，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安于习惯的被称为聪明人，怀抱理想的人却成愚蠢家
伙)。    两种人即同样有个“怎么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要从人与人之间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
值，即或择业相同，成就却不相同。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作画家，同样想征服乐器音声作音乐家，同
样想征服木石铜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作帝王，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作
思想家或教主，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同时也就有蹩脚诗人，有伟大革命家，
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择业不同，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义
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
却好像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
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可并不多
。可是每一时间或产生一个两个，就很像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
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这种
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话说回来，事事物物要时间证明，可是时间本身却又像是个极其
抽象的东西，从无一个人说得明白时间是个什么样子。时间并不单独存在。时间无形、无声、无色、
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
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问作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意义
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个伟
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
，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
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    他们的方法不同，他们
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心，同样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
跃。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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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人文读本》(上下)(修订本)编委会的成员都是教育工作者，是一群爱读书、爱思考的人。我们
将自己平日读书的心得和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与广大读者交流，按照 "感性——知性
——理性"的层次，汇编成《教师人文读本》(上下)(修订本)。囿于见闻和学养，当然是很不完美的。  
 希望读者能喜欢它、感悟它、理解它，在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中共同进入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世界，然
后把这一切带进课堂，与我们的学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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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名篇，树教风，铸师魂”征文大赛必读书目囧
2、非常好的书。每一篇，真是字字珠玑，字字真言！只是，觉得似乎篇目少了点。现代的教育呀，
现在的教育体制呀，现在的教师呀，现在的学生呀！两个字：悲催！！
3、“你们是人类最优秀的分子，如果你们堕落了，这世界还有谁能救？”这是多年前看到的一句名
言，它非常适合于教师这个职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教师靠什么来固守心灵的平和，通往智慧的路
？无疑是人文思想，我们只有不断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尤其是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才能构筑我
们的精神家园。《教师人文读本》令我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书中精选的文章篇篇都是精神的食粮
，或为我们洗俗，或为我们开阔眼见，或为我们自省，无不裨益，建议教师们多读这本书，因为在文
化虚的繁荣的书市上要找到一本这样的好书不易，它是教师精神家园的引领和感悟。
4、这是一本高质量的选本。正适合广大教师阅读。一个有上进心的教师要毫不犹豫地买下。
5、感觉应该更早时候读到这一套书啊！
6、这套书买后一直感觉特好,真是难得的精神食粮,是一本值得细品的好书.但近日才发现这套书比老版
本少了将近一本书的内容,老版是上中下三册,去掉的章节也还是不错的,如买的到老版还是老版更全面
些.
7、没全部看完
8、里面的文章我基本没看过，这一套书买来，对我是填补了文哲学方面的空白。可以恶补这方面的
贫乏。
9、被搁置很久的书   可读性很强   国内外经典散文 随笔类型   观点鲜明视角独到   一点也不枯燥
10、选文多为名家、大家，文笔流畅，文章立意深刻，于当今教育、人生等重大话题都很有启发意义
！
11、是一套好书，看到了许多以前没看过的名家作品。非常值得。
12、选篇还不错，看完上册最爱龙应台《百年思考》
13、其实内容没有书名这么无聊，也不尽都与教育相关。当年李校拿给我的第一本书，至今还在我的
书柜里，盖着他的章子。
14、都是优秀的
15、看后让人不由自主地反思人生，内容很好。只是纸张太薄，另外字迹好小。
16、作为教师必备书籍购买时很有必要的。从中可以看到大家风范，曾经的教育风范令人心向往之！
为今天的教育悲哀。
17、学校的读书漂流活动
18、比较了一下，还是卓越便宜实惠，一如既往的支持，书有两本，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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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上）所摘录文章是以人文精神范围来追问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爱、怎样为人师、如何尊
严读书、生活的美在何处、和谐自然和人身权利等话题。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象形文
字高于拼音文字（不利于交流）；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神学（压制个性发展）；学而优则仕高于贵
族世袭制。尽管科学知识是人们唯一正确的知识，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要为自然现象之谜找出答案
，这就需要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来回答。人没有权力‘吃人’，这几乎是所有宗教的共识。科学
的目标是准确的回答和求解。但科学家不可能找到所有答案，也没有最终答案，而增加答案和了解客
观世界的动力是美好的情感。威胁人类的不是疾病，而是政治家的强词夺理，群众的漠不关心以及物
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人类的贪欲是生命特质的一部分，人类是一个追求‘过剩’的生物
物种，而道德是相对存在的。书中还谈及中国的书法和音乐、艺术与科学等题目。本书（下）以人生
哲理角度对思想的来源、人性的启蒙、民主与权力、传统与现代化、教育等话题分别加以论述说明。
我们的思想来源于书本，还是书本引导思考呢？个人世界关于国家的关系是天然的，还是强迫的，抑
或是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长期形成的实践理性及其价值判断标准。有五
千年历史的今天中国，有何良策面对民主和权力这两个世界性难题呢？在儒家的政治途径（克服人性
阴暗面就成圣成贤）与基督教（防止权力毒化）的现代化中，应如何相互批判和借鉴呢？话说回来，
究竟什么是中国或者说是汉民族的文化或传统？在由先进的技术、富裕的生活和广告宣传所左右和维
持的娱乐社会中，如何面对经典（文化）名著呢？哪种教育较为完美呢？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
苏格拉底式教育？或者极端一些呢（努力与兴趣）？是否多元智力成为教育目的？但总归于教师的才
能、学生的智力类型和生活前景、学校周围环境所提供的机会以及这一类的有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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