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年  月  日/星期六 本版编辑/王文佳 本版视觉/邵晓艳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特稿

10年前，浦东图书馆的一间教室里悄然
传出诵读《论语》的童声，语音、语调整齐而清
脆，令闻者浸润其中，感受到国学之美。

这是学者鲍鹏山创办的青少年国学经典
教育公益平台“浦江学堂”，也是他尝试不打
破现行教育体制，将传统国学中的思想注入
育人过程的开始，他和同行者们希望将中国
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长久地体现在浦江学堂
的孩子们身上。

一 承自家传
鲍鹏山    年出生在安徽六

安一个小乡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
学中文系，后赴青海支边，先后在青
海教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任教，后调任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

成年后的思考多来自少年时的
熏陶。鲍鹏山说，最早使他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并引发他对
教育深入思考的是父亲。他在《父
亲的家国》一文中写道：

我父亲少时读私塾，读《论语》
《孟子》《千家诗》，几年的私塾教育，
使他终生都像一个读书人，有着读
书人的情怀气质，常常民胞物与，感
怀万端；有着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时
时礼义廉耻，仁义道德；还有着天下
家国的眼光……

这为他创办浦江学堂埋下了最
初的种子。

在青海，随着对以先秦诸子著
作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研读
的深入，鲍鹏山越来越能感受到经
典中的思想和智慧对于解除当代人
精神困惑的价值。他决定走出大学
校园，到小学里尝试让孩子们在应
试教育之外，接受中国传统的人文
教育。在西宁一所小学里，他开办
了两个经典学习班，带着孩子们认
真地学起了《论语》《孟子》《老子》
《庄子》等典籍。在  多年前的中
国教育界，尤其在信息相对闭塞的
西部，这件事非常稀奇。

来到上海开放大学后，鲍鹏山
    年开始在央视《百家讲坛》讲
《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是怎样炼
成的》等，广为观众所熟知。走红后
的鲍鹏山没有趁热度“出圈”，而是
继续他文化和教育的梦想。经过多
年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尝试，
他产生了创办一所继承中国古代教
育优良传统，为青少年系统传授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学堂的愿
望。在当时的上海，已有不少家长
意识到传统文化和经典教育的重要
性，他们很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
国学教育平台。他感到各方面时机
成熟，在浦东图书馆原馆长张伟等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
成立了浦江学堂。

二 公益办学
鲍鹏山给浦江学堂定下的宗

旨是“传承文化、培育人格、凝聚
民族”。

他认为，教育具有两大基本功
能，一是传承并发展人类的文化；二
是传授并创新人类的技术。在我们
的生活中，技术的实用价值无须证
明，而前者却被忽略或遮蔽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历了漫长的
积淀和演进，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
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最成熟、
最先进的文化体系之一。中华大地
上的青少年理应以传承中华文化为
使命，而这种传承在当下，是以传统
文化中强烈的人文精神培育青少年
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浦江学堂主要教授《论语》《孟
子》《大学》《中庸》《道德经》《庄子》
《六祖坛经》等7部中国传统文化基
本经典，教授这些不是为了让孩子
们将来从事相关专业研究，而是让
他们通过经典学习来提升人生修
养，获得价值判断能力。

其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

国学培训机构，其中多为商业化办
学，收费不菲，有的还脱离现行教育
体制，实施独立教学。鲍鹏山认为，
现代教育是为培养适合现代社会需
要的各类人才，必须以自然、社会、
人文诸学科知识教学为主要内容，
不能脱离当下教育体制学习传统经
典，所以要设计一套孩子们在学业
之余系统学习国学的教学体系。

浦江学堂定位公益教育，创立
了一种社会爱心人士无偿捐助或政
府购买服务协助办学的方式。捐助
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认捐一
定数量的班级，每个班级的捐助时
间一般为 年。比如，位于上海浦
东图书馆的所有班级学费和教室均
由浦东图书馆提供，位于安徽芜湖
的峻兴班和德兴班，经费由爱心人
士张健捐助，教室则由安徽师范大
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提供，位于浦
东新区周浦镇的所有班级的学费和
教室均由周浦镇政府提供。

学生在学堂前  年的学费全
免，后两年采取众筹形式，由班级家
委会自行筹集班级的基本运行费
用，主要用于教师的课酬、班主任津
贴、教育资源建设等基本管理费
用。  年来，不断有公司找上门
来，希望通过一定市场化的运作，帮
助学堂减轻办学经费上的压力，但
都被坚决拒绝了。

三 学制严格
想进入浦江学堂学习的孩子和

家长都要接受面试，在面试时都要
被问到一个问题：能否坚持读满 
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浦江学堂是
系统教学，不支持中途插班学习，而
中途退出就意味着浪费一个宝贵的
学习名额。

浦江学堂的学制为：     ，意
思是 年加 年，再加 年。漫长
的学制为的是持久而不断深入地
学习。

前 年为“养正”阶段，以《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主要教
学内容，旨在培养学生品行、思想和
是非观念。之后进入 年的“培大”
阶段，读的是进一步打开思想和视
野的《道德经》《庄子》与《坛经》。在
 年的时间里，浦江学堂的学生从
小学二年级到初中前，将7部经典
大部分能够背诵并有了一定理解，
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

 年级的孩子能否坚持在每个
周末连上 节国学课，并且每天都
背诵所学篇章，上传到微信群打
卡？很多人在最初都会质疑学堂学
习设计过于艰难。鲍鹏山认为，古
代儿童7岁入学，基本方法是诵读
《三字经》《百家姓》等识字，第二年
就开始正式读经。现在的学习条件
远超古代，小学二年级学生普遍有
相当的识字能力，并具备较宽广的
知识视野，有能力接受经典教育。
而少时是记忆的黄金时期，不仅能够
背诵大篇古文，更能使人终身受益。

毋庸讳言，给小朋友教授文字
艰深、思想深奥的中国传统典籍，难

度确实非常大。学堂选择了有相当
专业素养和学术根基的文史哲专业
毕业的博士生或优秀在读博士生，
坚持凡不具备这一师资条件的地区
一律不开班。鲍鹏山也根据自身独
特的教学思想和丰富的知识积累，
编写了7部经典的“导读”，不仅减
轻了教师备课的压力，也保证了教
学的规范性和教学质量。

在不断的教学经验交流中，学
堂也总结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鼓励学生把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来，
运用所学典籍在课堂上和家庭中展
开讨论，激发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和身边的事物，对生活有更深的理
解。学堂也组织了大量相关活动来
促进学生的成长，如一年一度的曲阜
祭孔、国学游学、小老师讲课比赛、国
学故事大赛、辩论赛和才艺大赛等。

四 知行合一
   之后还加 的原因是，有

一些孩子还想有更专业、更深入的
学习，浦江学堂没有忽视这一需求，
创造性地开设了 年制的“七书”研
修班，为他们挑选老师，将7部经典
梳理成  个专题，融会贯通地帮助
学生温故知新。类似项目还会不断
开拓，所以称之为“ ”。

“七书”研修阶段采取一对一导
师制。每位学员都要在老师的指导
下，实践知行合一，选择一个题目，
运用学过的国学观点和智慧来分析
社会现状。一个初一的孩子探讨了
远游时代的孝道，在小区内访问了
  多位老人，在网上发放了   多
份问卷，讨论改革开放中要不要坚
持传统的问题。为此他查阅了大量
资料和书籍，包括费孝通的《乡土中
国》；一个孩子在论文中讨论了孔孟
的生死观，父亲惊诧儿子选了这个
大人都想不清楚的话题，最后看到
他的论文中清晰地梳理了不同层次
的观点和思考，大为感叹。孩子还
说，以后要考哲学系，把这个问题继
续研究下去。

已结业的 届七书研修班的学
生论文均已由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
正式结集出版，分别题为《春华秋
实》《学以致用》与《知行合一》。

孩子们在浦江学堂中的收获是
显而易见的。特级教师、复旦五浦
汇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说，很多浦
江学堂的孩子来到五浦汇读书，他
们的表现明显不一样，心态平和，处
事谦恭，待人热情，学习认真，具有
传统文化的底蕴。

一个优秀的女孩原本可以竞争
班长、学生会主席，她却报了心理委
员的职务。她回应妈妈的疑惑时
说，同学中间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不
少，她想帮大家。妈妈觉得，孩子成
熟了，不看重名利，而想到的是人文
关怀，是多年学习经典产生的效应。

浦江学堂曾于     年  月对
克、明、峻、德、知五个年级  个班
   名学生开展了毕业生的追踪调
查，孩子们普遍反映浦江学堂的学
习对他们起到了知史、明理、启智和

励志的作用。
而对   名家长和   名中小

学教师展开的调查在一点上惊人地
相似，他们一致认为浦江学堂的学
习使孩子有了比较正确的价值观，
这是让学堂最欣慰的结果。

五 走入校园
  年里，浦江学堂先后培育过

    多个孩子，其中在读学生    多
个。开设了   个班，其中上海   
个，外地  个。浦江学堂没有做过
广告，但一开放招生通道，几分钟就
爆满。去年，有   个孩子的家长
因为没报上名，拉群自筹资金，感动
了浦江学堂，决定加办一个班。

浦江学堂有个精干高效管理团
队，他们人手不多，终日满负荷运
转，承担开班、协调、踩点等大量工
作，周末去郊区看班，往往单程就要
两个多小时。尽管又忙又累，但是
想到能多培养一批“小君子”，多一
些孩子受到国学的熏陶，他们觉得
很值得。老师们的投入也是有目共
睹，有的老师周末要驾车在几条高
速上切换，从一个教学点赶往另一
个教学点。有统计，教学生们礼仪
的老师  年跑了   个班。

在浦江学堂这个高度开放的公
益平台上，聚集了学堂创办人、政府
官员、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专家
学者、学生、教师、家长和传统文化
爱好者等不同身份的人，每个人都
是公益教育的受益者，也是组织者
和参与者，他们共同营造和谐温暖
的育人氛围，使浦江学堂培育人格
的教育理想更切实可行。

浦江学堂已经从社会办学走入
社区、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也进一
步向长三角扩展。

上海闵行康城小区的家长自发
组成家长共读营，与孩子共同学习
经典，这一举动营造出浓厚的学习
氛围，已成为社区的文明行动。青
浦区把浦江学堂作为修身立德、未
成年人教育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广，
全区  个街镇全覆盖。浦东新区
老港镇连续几年把浦江学堂的建设
发展列入党代会报告。

上海市特级校长、闵行区罗阳
中学校长查建生将浦江学堂引入公
立学校，他认为，校外的培训机构是
有意识的家长和孩子去学的，而公
立学校开设国学课，是让缺乏经典
阅读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去读。读书
才能打开人的社会之门。  年来，
浦江学堂已经进入全市  多所中
小学。

领科国际学校上海校区校长梁
洵安从事国际教育工作  年，他给
学校提出的最新的办学使命是“家
国天下，无问西东”。在寻求价值观
的教育中，他发现了浦江学堂，而浦
江学堂也已有过数次走入国际学校
的经验，双方一拍即合。

曾经在国际学校引入浦江学堂
的松江赫德双语学校负责人朱文君
曾经这样说：要让学生知道中国的
根，记住中国的魂。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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