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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
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
我们正视它，义永远摆脱小了它，形成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就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知识面的拓宽，同时意味着人的视野、胸襟、精神境界的扩大，就可以发现各类知识，及其所反映
的人的内、外世界的万般景象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一种“通”——是思想的“通”，也是知识(学
问)的“通”，这才足求知治学的高境界。
    所谓人学，就足在这样一个大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里面，活跃着这样一批沉潜的生命、创造的牛
命、酣畅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
以这样的生命状态作底，在将来就可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大生命，这样的人多了，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民族，以至为整个世界，开创出一个大的生命境界：这就是“人学之为人”。
    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所谓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
且要潜入卜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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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其著作和文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在青年朋友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1939年1月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
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
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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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教师梦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老师我理想中的大学教
育我的书院教育梦追求文、理的通融漫说“大学之大”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沉潜十年我的农村教育
理念和理想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独立，自由，创造——我们要追寻的教育精神，知识份
子精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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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教师梦　　2004年4月14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演　　我作为附中
的一位教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
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作一个汇报。
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奋斗几十年，为圆一个童年的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为了圆一个梦。
2002年我从北大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是要回贵州一趟，
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18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
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
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
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19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
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
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1956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
勉强圆了这个梦。
也就是说，为了做一名中学教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
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教师。
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
“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
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教师，竟有这么难！
后来我想，不让我当教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
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
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　　的梦，还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现在的南
师附小）的学生。
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
”我还记得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
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
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那时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
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
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
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
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
！
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
说完就走了。
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
而这正是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
后来我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
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
几个字。
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
称呼为豪。
　　在贵州初为人师，找到了生命的价值　　我真正当教师，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
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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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
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
根本没有心思学。
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
怎么办？
我当时作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
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我一分析，不管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教师。
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作准备
的一个更大的理想。
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
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的入学照片，把他们
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
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
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
“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就挖了以我为首的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
山的，有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　　交、生死之交的。
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我常常说我作为一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
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住处，然后就聚集了
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
，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
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他们已经是国家干部，大多从事基层卫生工作，因为文化程度低，
才选调进学校念书，人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
来了。
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
　　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
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18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
百万字的笔记。
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
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
文教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我首先是一个教师，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实际上我现在还是教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
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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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
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
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
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
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
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写信的人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地寄了一本我编的
有关北大的书给他。
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　　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
。
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
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
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
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熟悉而亲切。
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
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
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
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
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
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为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
措。
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
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
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
所以当时的心情绝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前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
念头，决心重新生活。
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有时真的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就能引
起这个人的变化。
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教师——作者注）。
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
这样他们的心灵会永远充满爱满爱心与感激。
　　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　　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
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
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
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
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
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
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
——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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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
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
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
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
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
谢谢。
　　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
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
么美好的事情！
　　有时候教师只需要做一个倾听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
我在学校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
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
”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时，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
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
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
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
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是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
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　　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
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
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
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
　　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地来信？
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是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
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
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
为什么呢？
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
害她。
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
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
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
里迢迢地向我倾诉。
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
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
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
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
　　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
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
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
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
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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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
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
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
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
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
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
至少说在我心目中它们是同等的。
——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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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是钱理群老师巡回五地，连续15次演讲的教育演讲稿合集。
“梦想”正是钱理群老师教育演讲的中心词。
而大谈理想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于年青一代生命的关注，对民族未来的焦虑。
因此，这不是一本以教育专家的身份、眼光、学养来谈教育的书，这是一个从教四十余年的老教师生
命体验中的教育，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眼里的教育。
于是，也就有了钱理群老师的两个教育关键词：“生命”与“立人”。
《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关注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育，其着眼点始终是处于身体发
育和精神发育不同阶段的生命个体，所遭遇的具有不同特点的教育问题。
而对农村教育和打工子弟教育的关注，则贯注着教育“平等”与“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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