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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里却“傻傻的”。讲台上的角色

和生活里的角色，两者总有种“跳戏”

的感觉。

如果你听过杨宁的课，从丰富

无比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经历的

传奇。少年时代迷恋金庸特地去少

林寺想要习武，每天凌晨 3 点睡觉，

上午 9 点或更晚起的那种废柴，还

时不时扬言，“我一定要做大学老

师中的一股清流”。

现实生活中的杨宁，倒是单调

乏味得多：不抽烟、不喝酒、不打

游戏，只喜欢逛逛书店，窝在家里

看书；偶尔看看电影，听古典音乐，

也只是图个消遣而已。杨宁不喜欢

做别人的“人生导师”，每当有困

惑的学生找他聊天，他总说：“迷

茫是大学生的必经阶段，谁的青春

不迷茫呢，不能把它归结为当代大

学生的问题。”

这样的醒悟与通透，是校园、

讲台、书本 、粉笔，一切他热爱的

东西给予他的。站在讲台上，他瞬

间就变成了超有魅力的那个杨宁。

“热爱这个东西，真的藏都藏不住，

别人把老师当成一种职业，我从不，

我是以教学为乐。当你不追求功利

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无比的快乐。”

杨宁告诉《新民周刊》，他是

坚定地反 PPT 主义者，这好似他对

待人生的态度，更愿意走不一样的

路。据他观察，学生们在学习上总

有种错觉，那就是把 PPT 拷走了，

就掌握了这节课全部的知识，这很

荒诞。“纯讲，学生们 get 不到那个

点，亲自板书，就有了感觉，人文

科学看着用处不大，实际上它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

视频中，杨宁转身板书，字里

行间的笔迹有着与他热情外表的一

致感。网上的野生学生们，边手抄

笔记，边发来弹幕“粉笔字，爱了

爱了”。说来也奇怪，板书的氛围

感竟然不由自主地将专注力带进了

课堂节奏，太神奇了。杨宁擅长用

这种近乎最原始的方式，诠释教师

这份职业，这是他的人生信仰。

对杨宁而言，成为 UP 主是一个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录制

视频是杨宁的习惯，目的不是放在

网络上，而是留下资料，回看，给

自己，也给学生。两堂课下来，杨

宁挑发挥更好的一次，等课程结束

全部传到网上。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什么地方节奏不错，下次讲什么段

子，反复总结，推敲一二，并不是

为了“红”。

一年前，杨宁以为只有自己的

学生看的讲课视频，结果第一个月

就点击过万，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高

兴，而是担心，怕讲错话，又怕哪

里讲得不妥当，但他几乎没有删减

过内容。网上会有人吐槽他举例游

戏的内容不够全面，但，只有他自

己知道，那个节点，恰好提及游戏

的意义，不过是作为一个论据罢了。

“人与人的理解总有不相通，

别人认为的好，又恰恰是我批判的

事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算

是在更大尺度上，对我课堂的一种

检验吧。”如今杨宁的野心是，通

过未来十年的课程，呈现《文学理论》

的全貌。人文科学不像理科一样，

终究还是要回归于人，回归社会，

回归生活。

上图：杨宁在课堂上

活力四射，生活里却

“傻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