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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前后兴起“国学热”、“读经热”，
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一直颇受争议。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即为
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如何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

对于庞大古老的文明国家来

说，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

外，没有捷径可走

为什么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这首先是
因为：中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na-
tion-state)，而且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明体。
作为文明国家的先祖，华夏先贤为人类生活
方式提出过整全的意义体系和几种最基本的
可能性之一。这样的文明体系只有不多的几
个。中华文明是其中影响范围最大、人数最
多、历史最久远、历史连续性最强的几个文明
体之一。

不过，近代以来，由于全球化政治经济的
压力，中国为了自保，已被迫降低为一个貌似
普通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人类生活方式和生
活意义的提供者和制定者。

但文明并不只是一套哲学观念和意识形
态教条，而是处处连带着历史文化传统、风俗
伦理习惯、实际生活经验的“伦理实体”。在世
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中，我们看到很多小国
容易转型，而对于庞大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
除了自我更新、再造文明之外，没有捷径可
走。

外来的“冲击-回应”和“他山之石”的借
鉴只有助缘的意义，本体的再生仍然需要自
我更新。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
成的，所以，自我更新在很大意义上正是“复
古更化”。只不过这个“复古”并不是“泥古”、

“固守”，而是“请复其本”、复其所以然，激发
文明的初始活力之源，创造出自发自主的新
事物。这新事物是新的，但仍然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更新。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也会是漫长的。《诗经》所谓“周虽旧邦，其命
维新”，就是中国的天命。

就教育而言，近现代教育变革的根本原
因在于大规模工商业发展对普通劳动力的需
求大大扩展。随着现代化工商业社会的发展，
教育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培训和输出压
力。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教育的
主要目的原本都是培养君子，主要内容都是
经典研读、德性养成和艺术熏陶(古典艺术包
含科学)。古典教育的受众一直是不大的(由
于科举制的推动，中国可能是古代世界教育
普及程度最大的国家)，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接
受多少教育即可胜任农牧业、手工业和传统
商业的工作。但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工
商业社会的扩张，却需要大批受过基础教育
和职业培训的职员。这就迫使古典德性教育
逐步萎缩，让位给全民普及型的基础教育和
职业技术培训。“研究型大学”存在的前提也
并不是因为古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精
神兴趣”仍然在现代学院占有一席之地，而是
因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竞争的基础在于技术进
步和产品研发。

因此，教育的古今之变是全球性事件，是
“现代性”对古典教育的冲击，而不只是“西方
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改变。所以，今天
思考传统文化教育问题，既要认识到文明重
建的深远意义，也要兼顾现代工商业社会的

职业培训需要，同时，尤其要认识到教育古
今之变的大背景，不必堕入“国学情怀党”，
也不要落入“民族主义”的误区。

目前的世界格局是跨国大企业和国家
间交错竞争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每个
国家都特别需要培养一大批既具备全球视
野又热爱本国历史文化的政商精英人才，也
非常需要大量既有专业技能又能负责任地发
挥专业技能的普通职员。无论政商精英的全
球视野还是普通职员的专业技能，都是现代
教育体系所能提供的；然而，精英的本国历史
文化认同和职员的职业伦理却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有赖于传统德性教育的培养。

因此，古典文化、传统道德和德性教育在
现代社会貌似不再有用，而且似乎已经衰落
到没有，但实际上却一直是未曾或缺的基础，
默默地支撑着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巨大建筑。一旦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实际上
是现代生活的隐秘守护神，我们就应该意识
到，当现代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目前中西文
明都面临危机)，在世界秩序濒临失衡的格局
中，重读古典、复古更化、返古开新很可能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困境中回到起点，然
后重新找到方向，焕然一新地出发：这既是个
人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史
上屡见不鲜的历史经验。如今，“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使
命，也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任务。

“大跃进”、“土法炼钢”式的

读经教学法，让少儿读经运动毁

誉参半

从2004年前后兴起“国学热”、“读经热”
至今，民间传统文化传播和教育已经积累了
十年的经验教训。两个主要的事件可以作为
考察的样本：一是央视“百家讲坛”推动的“国
学热”影响很大，但也争议不断；一是各地兴
起的“少儿读经学校”发展迅猛(最近达到了
大约3000所)，但同样也是毁誉参半。

目前围绕读经运动的争论并不健康，夹
杂太多或左或右意识形态的偏见。有些分析
和报道并不客观，是带有色眼镜看问题，意在
扼杀刚刚兴起的文化复兴萌芽。另一方面，捍
卫读经运动的声音也不够理性，有些甚至带
有宗教狂热色彩，非常不利于传统文化教育
的健康发展。对于十年读经运动和民间国学
热，目前最需要的是带有同情理解态度的冷
静观察、理性分析、总结得失，形成良性的互
相监督批评，引导民间国学教育走上正轨，乃
至能对体制内的国学教育带来有益的经验借
鉴，实现体制内外传统文化教育的良性互动。

民间国学教育首先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对
礼仪教育的重视。当然，流于形式、作秀式的
礼仪教育目前很流行，这是礼仪教育的误区。
所谓“立于礼”：礼的本质含义是学会像人一
样生活，建立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儿童和青少

年来说，日常家务、生活自理、扫洒应对、修身
成人才是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我个人接
触到的孩子而言，传统私塾教出来的学生在
这些方面还是有突出优势的。相比之下，体制
内中小学的礼仪教育和修身教育要差很多，
家长不够重视，学校也不够重视，一心只忙着
应试、升学，不关心孩子的感情能力、为人处
事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和身心人格的全面发
展。这些都跟“礼教”的缺失有关系。在这方
面，体制内的中小学教育可以借鉴民间国学
教育经验的地方很多。当然，民间国学教育在
这方面也有问题，譬如过分抬高《弟子规》的
意义(有的民间国学机构宣称弟子规比全部
五经四书加起来还重要)，或者用一种过分宗
教化的形式来推广“孝道”(过分的感情渲染
和超出常理的牺牲精神等)、对学生进行过于
严厉的管教乃至体罚、恢复一些失去现实意
义的繁文缛节等等，都是需要批评和改正的
极端倾向。

读经教育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不许讲解
经义的经文背诵，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读经教
育的师资素质良莠不齐。这两个问题是联系
在一起的。虽然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找了很多
理由来论证背诵的重要性，但背诵无论多么
重要也无法论证“不许讲解”的合理性。“不许
讲解”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背诵的好处很
多(这两点没关系，或者，真正的关系是：只有
讲解才能促进背诵)，而是因为找不到足够
多、足够好的讲经师资。近现代以来，对经典
的错误解释、简单化解释，乃至厚诬圣贤、矮
化经典的所谓“经典研究”和“经典解释”也确
实是太多了、太嚣张了，以至于无论在学术成
果中，还是在媒体和中小学课本中，都屡见不
鲜。这可能也是导致读经运动的倡导者激进
反对任何经典解释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们相
信诵读的声音本身就有魔力(甚至相信背诵
无须认字)，这一点可能是受到某些宗教的影
响。对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失望、对圣贤经
典的一知半解和“不明觉厉”的崇拜、对某些
宗教信仰方式的借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
用，可能是形成读经运动的重要原因。这都是
可以同情理解的。

然而，这样形成的读经运动，其结果却是
非常令人担心的。首先是学生的受害。我接触
过一些在读经学校背过多年经典的孩子。一
方面，他们张口即能背诵经典，令人惊赞；另
一方面，他们能背诵却不能引用，因为根本不
知道经文是什么意思，又令人遗憾。更令人遗
憾的是，被强迫的大量死记硬背，使一些学生
对经典形成了恐惧心理和逆反心理，彻底反
转了读经的初衷，岂不令人痛心！“只许背诵
不许讲解”的第二个不良影响是国学教育乃
至传统文化的总体声誉受损。“只许背诵不许
讲解”的“教学方法”一方面来自道听途说的

“传统蒙学”(可能跟五四新小说及现代电影
对古代私塾的漫画化抹黑有关)，一方面可能
也是一种想在师资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尽快扩
大读经运动的策略。倡导者推广读经的紧迫

感、使命感是应该得到善意理解的，不过，“大
跃进”、“土法炼钢”式的读经教学法却难免泥
沙俱下、鱼龙混杂。“六字真言”读经法(“小朋
友，跟我读”六字真言)和高额学费让投机分
子看到了商机。一夜之间，只要眼睛能认识汉
语拼音、喉咙能发出人声的，不管原先是杀猪
的还是屠狗的，都成了“书院山长”、“国学大
师”，教起了国学，摆起了道场。我见过一些读
经学生家长，他们抱怨吃过很多亏，被人骗过
很多钱。这样下去，名誉受损的岂止是“读经
运动”，而且是往圣先贤和经典本身啊！近两
年来，全国各地的读经班陆续招不满学生，有
些读经学校逐渐倒闭，这既让人高兴，又让人
担忧。高兴的是邪气见消，担忧的是青黄不
接、正气不见长。

民间国学教育良莠不齐、鱼

龙混杂，真正的、读书会式的书院

应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那么，现代社会的经典教育应该如何展
开？倚靠“国学大师”和社会国学教育进修？前
已分析过，那里良莠不齐，问题很多，误人不
浅。倚靠学院学者和大学教育培训？前面也已
经分析过，现代学院学术的起源和迄今为止
的主流恰恰是批判传统文化、诋毁经典价值
的形态。在目前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文明复兴
事业中，大学的专家学者跟中小学教师一样，
主要是受教育对象，而不是可信的传统文化
教育提供者。

那么，还剩下什么可能性？只有古人、经
典和我们自己。古人往矣，自不可见，而经典
俱在，尤其是与经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代
注疏都还在。还有，我们这些有志于“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也还在。因
此，读书会式书院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什么是书院？就是有圣贤经典，有老师同
学，大家一起读书，这就是书院，即使是网络
上的论坛和语音群聊读书会，也是真正的书
院。在春天的野外，“浴乎沂，风乎舞雩”，上无
片瓦，下无立锥，无门无户，师生问答，这就是
书院。书院的本质在“人文”：有人，有文，就是
书院。书院在心，在志，不在房子、资金和认
证。如果各地学者、教师、学生、公务员、职员
都建起朋友圈子的经典读书会，无论在现场，
还是通过网络，一字一句读古人的经典和注
疏(有注疏的帮助和读书会的讨论，经典并不
难)，譬如《五经正义》、《四书集注》之类，书院
就相当于在各地恢复了。相对于读书会而言，
这些年在各地兴建的仿古书院建筑只不过是
徒有其表的旅游景点、土豪会所或江湖大师
的高级地摊而已。等到各地读书会在经典的
自我教育中培养出一批儒士和经生，以及有
传统素养的教师、记者、官员、商人和职员，无
论体制内外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
落实。

因此，真正的、读书会式的书院，将会
成为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首先，
目前国家意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须软实
力的支撑，所以，国家开始积极提倡和支持
传统文化教育，大环境逐步乐观；其次，社
会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自发需求非常大，这
是刚需，绝非泡沫。在这种刚需的推动下，
各种民间国学教育形式蓬勃发展。近来，在
国家提倡下，中小学和高校也开始跟进。在
这个大背景中，民间书院会越来越多，发展
态势良好；最后，中国有源远流长的书院传
统。传统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
这是屡见不鲜的历史常态。书院传统复兴，
今日条件正好。(作者系同济大学哲学系教
授、同济复兴古典书院院长)

传统文化教育，如何才能“教得好”
□ 柯小刚

傅顾之争
□ 王学斌

1926年下半年，胡适赴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
议，顺道看望自己昔日得意门生傅斯年。自从七年前负笈英
伦，傅辗转于爱丁堡、伦敦及柏林大学，所学专业更是从实
验心理学、数学、相对论换到比较语言学。表面看上去，傅氏
所涉甚杂，似有学艺不精之嫌，不拿一个学位，令人疑其用
功不足；再者七年内傅未出一书、未刊一文，回想当年自己
留美期间勤于著述的情形，胡适着实心焦担忧。故此时傅带
给胡的印象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口若悬河，妙见迭出，
胡氏感慨“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
下来”，另一面傅又似仅限于海聊，一丝隐忧终浮上心头，

“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
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据说胡的日记原稿本上，下文还
用“墨笔刷掉九行”,也就是说，他极有可能对傅氏有着更为
激烈的批评与不满。

至少在傅氏归国前，在老师心目中，其形象已远不及另
位弟子顾颉刚。与傅不同，即使世界那么大，顾氏也不愿去
看看，而是追随恩师，沉潜于学术之中，几年内声名鹊起。尤
其到了1923年，顾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
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
国古史”说，在学界掀起狂澜，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
古史讨论，是为“古史辨运动”。自此，顾一举奠定了其在学
界的显赫地位，其学识深受彼时学人推崇，如郭沫若认为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难怪尚在
留学的傅氏眼瞅同学羽翼渐丰，反思个人寸功未立，钦佩之
情由衷而发：“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
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
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
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 不料成就到这
么大！”

就当顾氏于学坛春风得意、日趋得势之际，远在欧陆的
傅氏在众人脑中之印象，仍停留在五四前后的青年舵手上
面。易言之，单论学术影响力，顾已甩开傅半条街。然人生之
际遇总难以捉摸。当胡适替弟子惋惜之时，傅斯年已于当年
冬天火速返国，且于次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往日霸
气十足的“傅大炮”重现江湖。

与顾氏扬名学坛的路径迥异，傅氏之崛起，凭依的更多
是学术组织与事业领导方面的突出能力。抵粤不久，傅便利
用各种人脉关系与高明手腕，四处聘用挖人，发展中大人文
学科。时在厦大执教的顾颉刚，自然成为傅氏的碗中肉。于
是傅施展长袖善舞之术，冲破重重阻挠，将顾延揽至中大。
按理说，当年同住北大西斋四号宿舍的老同学，彼此知根知
底，甚为投契，双剑合璧，应是一对黄金搭档，孰料其后的发
展竟是一时瑜亮，挚友阋墙。

作为“西楚霸王”式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的抱负自然是
欲集聚国内最顶尖的学者，塑造一支学术梦之队。不过作为
已成名成家之人，顾颉刚自不甘为傅氏做嫁衣裳，他后来自
剖心迹：“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
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
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故二人个性迥异，加之追
求不同，终致争执趋于激烈。1928年4月29日，傅、顾因筹备
历史语言研究所事宜发生分歧，“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
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致破口大骂”。之后傅认
定在人手紧缺、百废待兴之际，顾非但未亦步亦趋，鼎力相
助，还怀有离开中大之意，分明是故意拆台，于是勃然大怒，
说顾“忘恩负义”，放话“你若离开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
得你无处去”。傅此种戾气十足的行径，似已不能用霸气形
容。多年同窗竟说出这般狠话，令顾失望至极，此事仿佛针
入骨髓，让他一生耿耿于怀。

发生口角后，顾氏曾生弥合裂痕之意，致信恩师胡氏，
倾诉苦衷，“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
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
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
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足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喜欢有轨
道，什么事情都喜欢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任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
有一艺之长，都能一天一天的加工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
真则但责人服从，爱人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任人方
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顾希望恩师从中斡旋调节，化
解纠纷，并嘱切不可将信的内容告知傅。孰料后来傅在胡适
处又看到此信，因之大动肝火，回来与顾又大吵一架。并挖
苦顾氏治学乃“上等的天分、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其

“所用方法只有历史的和结账的两种。又谓历史方法不过一
个历史观念而已”。既然道渐不同，话愈难听，顾毅然选择北
上，不再受“鸟气”。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顾负气离开，但傅却一直希望将其
重新拉回史语所，所用招数可谓软硬兼施。如承诺给顾提供
四百元诱人月薪。此计不成，傅又采用挖苦激将之法，责问
栖身燕大的顾“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只是顾始
终不为所动，也忍不住讽刺傅“好作后台，一手挟朱，一手挟
胡，以张其势，真曹大丞相也。”琴瑟已毁，知音不再。

细观傅、顾彼此间之种种言行，颇有些瑜亮情结之意
味。当年二人携手意气风发，后虽各自天涯，但依旧惺惺相
惜。只是两位都想做学界头把交椅且理念各异，若想共创基
业，实在难上加难，称得上合则两伤，离则双美。傅对顾无论
冷嘲热讽，抑或软磨硬泡，皆表明其对顾氏之才干极为看
重，否则他不会对一名不入法眼之人徒费精力。然于学术共
同体中共处，首倡之道恐怕还是尊重，而非各种计谋，甚或
施之以戾气。学人间倘俱用霸道或诡道，那么互相之合作，
便如沙上建塔，倒塌乃迟早之事。

学人相处，首倡之道还是尊重，而非霸道或

诡道。

当前，“新读书无用论”正在一些地区滋
生。把眼光投向现实，这种认识似乎是有道理
的：熟练砖瓦工一个月10000元，木工一个月
8000元，按摩师一个月7000元，保姆一个月
6000元，一般技术蓝领4000元起。而大学毕业
生出来2500元，名校毕业五年4000元，大量硕
士找不到工作，海归有工作经验要求月薪
5000元被拒，邮电高校毕业进运营商摆摊且
五年不涨工资……所以，个别参加过高考的
考生放弃了报考志愿；不少农村家长默许甚
至纵容孩子辍学，根据民盟青海省委的调查，
近几年来，西部地区中小学校的辍学学生数
量也在逐年上升。

我们之所以长期信奉“知识改变命运”之
类的说法，与儒家文化传统及实行超过千年
的科举制度不无关系。封建社会信奉“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制度加上当时教育
机会的稀缺，导致知识改变命运的几率很高。
在上世纪末高校大规模扩招以前，很多农民
子弟通过高考跳出了农门，基本上都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自从2002年扩招后第一批毕业
生走进人才市场，我国就业市场的平静被打
破了。现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短缺状况已
经大大扭转，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数量
井喷。在种情况下，如果单靠死记硬背得到的

死知识和文凭，就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
21世纪的知识青年来说，除了知识，想改变命
运，更需要将知识转化成为过硬的技能、开放
的观念、合作的情商、主动的学习、积极的思
想、强悍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内在的综合
素质。换言之，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片
面抱怨上大学没改变你的命运，而要反思自
己上大学期间干了什么，因为你所做的才能
决定你的出路。那些认为“上大学无用”者，不
少是在大学期间失去了努力方向的人，他们
丧失了拼劲，在虚度时光中勉强混一张文凭，
没学到一技之长，到头来腹中空空。在毕业之
后的同学会上我们会发现，那些毕业后做出
成绩的同学大多还是那些在上大学期间努力
学习的同学，正是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此外，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
构发生了改变，某些领域的人力需求大幅增
长，自然造成相应职业的劳动力短缺及薪酬
的提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家政、家装等以体
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所以，合格的脑力劳动者
和合格的体力劳动者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这只能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不合格的脑力
劳动者”供应过剩、“合格的脑力、体力劳动
者”供应不足的阶段。从长远看，劳动力市场
对于合格的“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的
需求仍然旺盛，也会推动这些群体改变自己
的命运。如，目前大约有50万外国人长期在上
海生活，为其提供家政服务的服务员的工资

自然要高于一般的家政服务员。可是，如果没
有大专以上学历、不懂外语等知识是不大可能
被聘用的，由此足以证明学历和知识的威力。
总之，尽管出现了一些“因教返贫”现象，但是
那些没读过书的人，处在社会下层的比例更
多。找个案没有意义，还是要看总体状况。在

“知识经济”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人才、知识、
科技、教育等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一般而言，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
与其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学历往往就是一个人进入职场大门的钥匙，没
有学历，只能徘徊在门外，就算得以进入，里面
还会有更大障碍。没有学历，一个人会经常没
机会与别人竞争，自然难以往更高层次发展。
尽管没上过大学的人不乏成功者，但若他上了
大学，往往会更有作为。

“上学无用论”的出现，还和怎么理解成功
具有密切的关系。现在社会上对成功的理解太
一元化，几乎都落实到钱上去了。这种理解无
疑是狭隘的，因为在相当程度上金钱是不能代
表成功的。培养一个暴发户很容易，培养一个
贵族却需要好几代，可是我们总不至于只追求
做一个暴发户吧？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家园，接
受大学教育有助于培养高尚的情操和独立思
考的习惯，让人一生受益无穷。即便仅仅从收
入的角度考虑，大学毕业生也不要因为暂时的
收入不理想就认为“上大学不值”，因为自己
投入的学费和精力，是为未来铺路的，尽管自

己的收入可能暂时会比农民工低，但自己的发
展后劲与职业提升空间却是农民工不可比拟
的。在历史上，韩信苦读兵书，心怀天下，却久
久无人赏识，巨鹿之战时不过是项羽手下的虾
兵蟹将。旁人会笑他的付出不值得，但他却默
默等待机会，直到遇到刘邦，他所有的本领都
派上了用场。

在科技变革与信息化日新月异的今天，倘
若没有基本的科学素养与知识内涵，一个人很
难造就自己的人生梦想，或者要付出更为艰辛
的努力。李嘉诚先生对此问题感触尤深。他说：
我最幸运的是很早就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在
我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知识帮了我的大忙，
我一有空就读书，读业务有关知识，也读别人
成功的经验，不断寻求新知。毋庸置疑，个别人
确实通过“拼爹”找到了好职位，但28岁的邓鹤
翔被聘为武汉大学教授、22岁的刘嘉忆被聘为
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等事例说明：这个社
会每天都有大量的年轻人通过知识改变了自
己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最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与其一味埋怨命运不济，倒不如努力从自己做
起。在“起薪”之外，人生中还包含着更为重要
的“发展机会”、“后赋潜能”等，知识群体的人
生尽管可能是曲线的，甚至会有起落，但未来
预期相对更好。知识改变的是人生向上的机
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知识货币化的能力。我
们绝对有理由坚信：只有靠知识才能真正改变
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别说上学无用
□ 王世奇

“上学无用论”的出现，与怎么

理解成功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