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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言传心·与学生书：春叶秋叶菩提叶》是一册写给学生的小书。

　　这个时代的教师，少见甚至未见专门为学生写作的。
心智成长中的莘莘学子，更需要心灵关怀。
一个纯粹的教师，以人入中年的讲台生涯、学识积累和人生体验，讲述他和他的老师的故事，记录凡
常教学中的诗意和韵致，提示大学之于人生的意义，建议学生时代的读与思，企盼远行学子的快乐与
高贵。

　　这个时代的教育，不能自限于专业教育，也该接续学统以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一个教授，超越专业局限，以口述心，情思俱付，既盼相助学生之严肃成长和生命高贵，也求汇力于
民族福祉与文化血脉。

　　一册小书，恭敬地流淌纯正、优雅、灵动的母语；融深情的叙述、审慎的辨思、严肃的发问于一
；言词直入少年心田，更是直击一个时代。

　　一叶菩提，愿助少年安顿性命于天理人情；
　　与学生书，欲求挽回师道尊严以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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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琦，生长于闽东海滨，未与鱼虾为伍，常从海中果腹。
十六岁入厦门大学法律系，修业四年，以天时、人和，留任教职，历助教、讲师、副教授而忝为教授
；滥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法理学、宪法学诸课程；近年来之读、思、课、文，愈去专业化。

　　生性好读书，天幸之一；好读书而能读，天幸之二；读而可获稻粱，天幸之三；读而可助少年神
思，天幸之四。
没有博士衔头可任教授，人厚之一；没有一册著作可任教授，人厚之二；没有课题项目可任教授，人
厚之三；没有获奖成果可任教授，人厚之四。
惟感念先贤遗泽，惟勤勉课徒授业。

　　四十八岁时，以四十八字，趋炎附势于前人：逸仙生日正好生日，三民主义也曾景仰，了然于胸
娓娓相言；夫子自道勉强自道，有教无类殚竭思齐，勤恳履践兢兢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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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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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相送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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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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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窗情
　天风海涛毕业颂
　最后一课?六句话
　人生无捷径
　敬业是美德
　舍得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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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保持为心灵而阅读的热情与热切
　从悬浮式生存到诗性生存：我们时代的生命安顿
卷六 劳作亦诗
　弦歌余音
　粉墨流韵
　编辑手记：借来法言传心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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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何以言其大，早算是有答案的问题了。
这些答案，或显或隐。
谓大学之大乃在大师而非大楼，算是很“显”的一个答案了；Uruversity所含的宇宙、普遍性之语义，
也算显出了大学何以大的答案。
通常将大学之使命断言为文化传承、人格养成，该是“隐”着大学何以言大的答案的；三百年前维柯
以修辞学教授在那不勒斯大学每年一次的开学演讲，也可如是观；只要在中国略略浏览一番校龄较长
的一些大学的校训，也能悟出其中之“大”的；当代教育家弗雷勒的《十封信》是“写给胆敢教书的
人”，初见此书副标题时真是大吓了我一跳，为自己也“胆敢教书”快惊出半身汗来，随后省得教书
一道确实无论于个人还是于社会俱属“兹事体大”，这算得对大学何以言其大的最“隐”的回答了。
无论显还是隐，这些答案大体是仁仁、智智的，多有共识，也总存分歧。
如此，换上一种说法，勉强也还有些合宜，甚至必要。
　　大学之大，乃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亦即见识通达、胸怀开阔、气度恢宏。
如此，于治世大学方可为引领、提升生活世界之举，于乱世大学乃能行保持、养育文化血脉之功；如
此，大学必令少年书生得知当超越立身处世只为一己之利的狭隘和局限性，以适切地关怀人类的灾难
和他人的疾苦。
唯在这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中，士人、学者代代绵续以悲悯情怀，将课徒、授业之劳作，复演绎
为传道、解惑之圣职。
　　大学欲达致此种大境界，自赖大学中师生之通力践行；也赖那智识与精神上的导师为大学之一分
子，此即所谓“大师”，或如波纳涅兹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所专门析出而称“圣哲”者。
大学之此种大境界，更是在非常时刻淋漓尽致以显耀于波涛诡谲中、朗朗乾坤下。
为避东瀛战祸而远涉南迁以保存我中华一脉文气、一缕神韵的西南联合大学，最为这非常时刻以显大
境界的典范。
大学之成此大境界，一校之长亦殊为关键。
缺了那具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之校长，大学无非课徒、授业之教坊，难成传道、解惑之圣殿。
一如大学之大境界惟淋漓尽致于非常时刻，一校之长之大境界，每每于其悲情与传奇的生命形态中陈
示，而此种陈示却又如此静默、沉寂，益显其悲情与传奇。
　　林文庆，“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正是达于大境界并由此种大境界而悲情与传奇地展开生命形
态者。
其深具古典与现代情怀，身载中西文化之融汇。
　　1921年年中，“新文化运动”的流光溢彩里，一批满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上海秘密集会，意
欲以革命推动中华之进步。
正是古德纳概括的“知识分子变身为革命家”。
这一年的略早些时候，另一些知识分子来到同因鸦片战祸而开埠的厦门合法结社，期盼借文化与教育
之途助力于中华之进步。
这年6月，林文庆履职草创的厦门大学校长，筚路蓝缕、鞠躬尽瘁，历十六年之久。
他是越洋北上的，从新加坡。
说来也巧。
实业有成、报效桑梓的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是从在北边与厦门岛隔海的小渔村集美下南洋谋生的。
1869年在新加坡出生的林文庆，则是在南洋的第三代华人了。
他的祖父当年下的南洋。
林氏本在一个叫鳌冠的小渔村。
这小渔村恰在厦门岛西向的陆地上。
这一块陆地，名为海沧。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规划，三个枢纽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之下各有若干二级港口。
东方大港之下即有海沧港之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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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渔村虽小，名号却大：集美、鳌冠。
更有趣的也许是，来自集美的陈嘉庚所营造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校舍，砖红瓦绿、中西合璧，美轮
美奂、恢宏大气，已被定名为“嘉庚风格”，2005年列入国家重点文物名录。
果然集美而极美。
祖籍鳌冠的林文庆，自少年、青年、中年，在南洋华人中才智、德行俱为占鳌头、冠群伦者。
确实鳌冠。
在新加坡他至今被认为是“著名的医生、称职的立法议员、成功的企业家、活跃的社会改革者、儒学
和教育的推动者，可说是全能型的领袖人物”。
他的能量和舞台，及于整个华人世界，乃至东西方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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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言传心·与学生书：春叶秋叶菩提叶》从一套法律术语中释放出人文情怀，以关乎心灵，与
生命理解、人生态度相关联。
“法言”能够传心，“法言”自该传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学生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