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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1133-1180），南宋著名理学
家、教育家，他见识宏博、勤勉精思、践
行笃实。其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人才
观，注重德行修养、知行统一的教育思
想，在历史上备受各界推崇。2018年12
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张栻“行之
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强调认
识和实践的互相促发；2020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张栻曾主教的岳
麓书院，对其《岳麓书院记》中的基本理
念表达了认可。深入挖掘和传承张栻的
教育思想，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
文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推进当前教育改
革之所需。

“传道济民”：教育宗旨的价值取向

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张栻提出
“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反对掘取功名
利禄的教育取向。他在《岳麓书院记》中
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
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
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
也。”这是张栻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
方针，也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其一，
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
决科利禄计”；其二，提出“亦岂使子习
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学校以缀
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
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
济民”。教育关系国本，在张栻看来，教
育的目标既不是培养利禄之辈，也不是
培养腐儒，而是立足人伦之基培养实学
之能，培养经国济世之才。

由此，张栻大力宣扬道德教育，强
调道德教化对规范人们行为、齐家治平
的重要作用。他在《邵州复旧学记》中记

载：“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以
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
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
甚大矣。”在此，张栻将“明人伦”的道德
教育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结
合起来，坚持为学以“明人伦”为头等大
事。出于对人伦义礼的看重，张栻认为
所有的教育都应当以此为基。

人伦义礼：教学内容的实学特质

儒家经典的教育。张栻非常重视对
《孟子》和《大学》的讲授，亲自撰写《孟
子说》作为讲义教材，其序指出：“学者
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
明义利之辨。”张栻将朝廷腐败归咎于
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今日大
患，不悦儒学”，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
道，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认为

“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
毫厘之间而有黑白之异”。并指出学习
儒家经典要学以备用、学以致用，要用
儒家经典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学习。张栻认为天
下万事万物都是学习的内容，所谓“学明
万事、无所不究”。伦常道德就在万事万物
之中，万事万物都不同程度地蕴含并体现
了“天之理”，如求仁之实，就要通过事亲
从兄的具体实践来获得。学习天下万事万
物，一方面将儒家道德落到实处，一方面
培养应事接物的实际能力。可以说，注重
实践是张栻教学内容的显著特色。

“贵于践履”：教育方法的实践品格

学思结合。在教育过程中，张栻主
张学思并重。他强调阅读要有目的性、
自主性，要伴随思考，“徒学而不能思，

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穷其理
之所以然也”。同时，思考也离不开阅读
和学习，“然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
地，危殆不安矣”。只有阅读与思考相结
合，才不会盲从，才能培养独立创造的
能力。更为可贵的是，张栻并没有把圣
贤之言奉为经典，也没有盲目排斥凡人
之语。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可存疑；即便
是凡人之语，也可存取。张栻这种敢于
存疑圣言经典的教学方法，向传统的教
学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当时教育界
注入了一股清新自由之风。

知行统一。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
张栻主张“知行并发”，强调学习知识要

“学以致用”。他在《论语解·序》中指出：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
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
以及终。”知行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
知为指导，而知能深化行，知可以促进
行，行亦可以促进知。张栻的知行观反
映在教学上即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
对“循名亡实之病”，批评那种“汲汲求
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的学风。这种
务实的教育精神，对后来的教学理论、
教学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学习不仅要掌
握书本知识，学好文化课，更要注重学
生的能力培养和实践参与。

张栻作为南宋士大夫，充分认识到
了德育的重要性，他积极提倡尊崇师道、
明人伦，以此来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并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移风易俗，
极大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在
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的当下，张栻的德育
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传承。

（刘师健，任职于湖南省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

◆思想者营地

张栻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师健

前不久，儿子就读的学校
要求家长每天必须在孩子的作
业本上签字。忙于工作的妻子
便把给儿子家庭作业签字的

“权力”让给了我，并免除了我
的所有家务劳动。我以为这是
好差事，就欣然接受了。

刚开始，我把这个签字任
务看得太简单了。每天我只等儿
子说：“爸爸，老师布置的家庭作
业，我都做完了，你签个字吧？”
我便亳不犹豫地在作业的末尾
签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一个大
大的“查”字，并签上日期。不计
分，不批阅，不管对与错，仅仅是
例行手续，完成任务。字倒是写
得很认真，发挥了最高水平，也
算是给儿子挣了点面子。

次日看到老师的回复，也
只是在检查过后的作业上，用
红笔签了一个“查”字，甚至还
省掉了签名。这时候，我还暗
想，老师怎么也这么随便，不批
阅，不计分呢？看来这老师也挺
不负责任的。不料，再后来有几
次，在经过我签字的作业上，老
师竟然挑出了几处错误，画了
好几个红圈圈，末尾还写上了

“不认真”几个大字。这是说我
检查作业不认真，还是说孩子
做作业不认真呢？我想，这可能

是二者兼而有之吧？但是尽管
这样，老师的这几个红圈圈对
我的触动倒还是挺大的。于是
我便深感自责，感觉自己愧对
了儿子的信任和老师的期待，
不是一个好家长。

看来今后不检查就签字的
办法是不能再用了。就这样，我
最终成为了儿子名副其实的“陪
读”。儿子的家庭作业做多久，我
就要在旁边陪多久。“陪读”真是
个很费劲的差事，我这才明白妻
子是交了副重担给我呐。我常常
花了很大力气去辅导儿子，给他
讲解题目，可儿子就是不能理
解，甚至不肯接受，还找我的岔
子；有时我为儿子的不开窍恼火
万分，恨不得抓过他的作业帮他
完成；但有时，我也会为儿子的
灵感和想象而暗自兴奋，同时也
为儿子的成长进步，每期都被学
校评为特优生而自豪……

“陪读”久了，我逐渐也摸
索出了一套儿子能够接受的辅
导方法。而此时，我也终于明白
了老师叫家长签字的用意，这不
仅仅是为了督促学生及时认真
地完成家庭作业，也是为了加强
家校互动，共同助力学生成长。
我与儿子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了，
而这都是“陪读”的功劳。

“陪读”的意义
唐文胜

此俚语常用来指各人有
各人的难处，别人不知道你
的为难所在，你也不知道别
人的为难所在。

鸡和鸭虽都是家禽，很多
时候同处在一个屋檐下，但鸡
与鸭没有沟通的语言，难以沟
通；更何况鸡和鸭是两类不同
的家禽，就更加难以沟通了。
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不同语
种可以互译)，但人各有志，人
各有所难。自己的有些难处
是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或别
人就是知道了也于事无补，没
有告知的必要。

本俚语也从一个方面告
诫我们，要尊重别人的隐私，
别人不愿意告诉你的事不要
追根究底。同时，也正因为
如此，人与人相处要多点理

解和包容。

“假充”

假 充 ，即 装 出 某 种 样
子。此俚语常用来指某人因
生活变好或地位提高后，对
原来的亲朋邻里不热心，或
装作不认识，摆出一副不可
一世的样子。

“捡个石头打破天”

从地上拾个石头把天打
破——这是不可能的事。比
喻面对强大的势力，你没有办
法与之抗争。天是不可能被
打烂的，用天的不可打烂来比
喻面对的势力，虽是夸张了，但
强调了面对的势力的强大。
本俚语往往以反问的形式出
现，用以劝慰他人不要与强大

的势力作无谓的抗争，委曲前
行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姐姐做鞋，妹妹捡样”

捡样，即照着别人的样
子学。此俚语本义指姐姐做
过鞋的鞋样，妹妹给留下了，
作为自己今后做鞋子的式
样。常用来隐喻上行下效的
社会环境，大的带头，小的效
仿；上级带头，下级跟上。此
俚语以小喻大，以具体喻抽
象，提醒我们要严于律己、以
身作则，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烂秀才”

武冈把考不上“秀才”，
而又放不下读书人架子的人
叫“烂秀才”。常用来指那些
读书不多，却能说会道、歪点

子多的人，或指有学问、但就
是考试过不了关的人。

“捞草进牛栏”

只要是草，不论多少、好
坏都给它抓进牛栏里。此俚
语常用来比喻人胃口好、食
量大，只要是可以吃的食物，
不论好差，都能吃很多。

牛是食草动物，大部分
的草和树叶它都爱吃，而且
食量大，新陈代谢快。即使
牛栏里草多了，牛吃不完，
但这些草经过牛的踩踏以
及发酵后，就成了很好的有
机肥料。所以，只要是草，
不论多少、好坏都可以往牛
栏里投放。以“捞草进牛
栏”来比喻人的胃口好、食
量大，虽有夸张，但确实是
再形象不过了。本俚语在
使用中一般带有贬义，但又
不是谩骂性的那种。在熟
人之间使用有一定的诙谐
性，有时也带有对别人胃口
好的羡慕感。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鸡肚里冇晓得鸭肚里的事”（外五则）

许文华

沈文系，字幼鱼，松江华亭
（今上海松江）人，选贡，万历三十
二年（1604）任新宁知县。任内纂
修《新宁县志》，为该县首创县志。
书画大家董其昌、大学士顾起元
及车大任为之序。

沈文系知新宁时间，说法不
一。康熙、道光《宝庆府志》说他为

“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任”，
光绪《新宁县志》之“官师志”说他

“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知县”，
而其“职官表”又说他“万历三十
二年（1604）任”。

据万历《新宁县志》车大任
序，沈文系来新宁任的第二年始
作县志：“越明年，政通民和……
乃请于道府作宁邑志。”而县志在
万历三十四年（1606）成书，董其
昌序与曹一夔跋的落款时间均为

“万历丙午（1606）”。曹跋且云，县
志凡八卷，体例精严，他批检时书
已“杀青”。又据万历县志载沈文
系早前事迹，如黄龙村之“龙升
铺”为“万历三十二年知县沈文系
建”，由此可知，沈文系当是万历
三十二年（1604）始任新宁知县。

沈文系在新宁颇有政声，光
绪《新宁县志》等称其“有吏才，敏
于治事……增科举，平治道路，四
乡塘铺多其在任时所改修，民间称
便。祀名宦”。据有关资料，沈在任
期间，增科举修学舍，捐俸禄建儒
学；修建邦本堂、司房与文昌阁；重
新修饬城池，复通多士坊街道，重
辟西街；改建“铺舍”龙头铺、龙升

铺、檀山铺、木山铺，增建杨田铺；
建会龙桥、飞山桥（今飞仙桥），捐
资建义渡……政绩斐然。

嘉庆《松江府志》说沈文系“工
诗赋，尤精翰墨”。新宁风景冠绝楚
南，沈文系特别钟情其间山水胜
迹。新宁县有啸岩与桃仙岩，上有
宋政和年间武冈通判周裕的诗刻，
沈文系作《和韵题啸岩》《题桃仙岩
和周公韵》《题石棋盘和周公韵》等
诗以和韵之。此外，万历《新宁县
志》还载有沈文系和韵诗多首。

新宁旧有“资南八景”，为崀
笏朝天、帽山占雨、溪洞晴岚、烟
村古道、石幕扁舟、崖流瀑布、花
渡春风、莲潭夜月，沈文系多有游
览，且皆有题景诗。当时“莲潭夜
月”因水湮沙涨已废弛，沈文系又
募民清理河沙，恢复了此景。

沈文系还有创设景致的雅兴，
在上述“八景”之外又新增“桃李宫
墙”与“平沙柳浪”两景，这样就有了

“资南十景”。新建的学宫前有很多
空地，沈文系“手植桃树千株”，花发
时灿然如锦，是为“桃李宫墙”。“平
沙柳浪”在县西。因此处水流迅疾，
汇成三四处沙洲。有堪舆家说“宜培
园以当水口”，于是沈文系插种柳树
以培护。春和柳舒时，多有士人放舟
觞咏于此，遂成一景。以上两景均系
沈文系命名并有诗咏。

沈文系晚年休致，在家乡松
江建有别墅，曰“瑁湖精舍”，为文
人名士聚集之雅舍。

（阿旧，新宁人，学者）

◆史海钩沉

万历新宁知县沈文系
阿旧

云海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