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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科书上的农民起义
领袖黄巢，其出身不是劳苦大
众，而是一个靠武装走私贩盐、
家境相当富有的知识分子。

据史书记载，黄巢“屡举进
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
财，善击剑骑射”。此外，其“头
丑,掠鬓不尽”，估计其相貌跟张
飞、李逵是一个类型的。但是，人
是不可貌相的。我的山东老乡黄
巢绝非只会打仗杀人的武夫，其
文采斐然。有流传了一千多年的
诗歌为证———
《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

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

一处开。
有朝一日自己作了司春之

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
天开放。这一想象，充满浪漫主
义激情。据说，写这首诗的时候，
黄巢还不到十岁哩！
《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

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

黄金甲。
这是黄巢多次参加科举考

试落榜之后，实在难以忍受应
试教育的折磨写下的杀气腾腾
的咏菊名篇。他的理想国是那
么的浪漫宏大——— 长安城里，

开满了带着黄金盔甲的菊花；
它们散发出的阵阵浓郁香气，
直冲云天。黄巢的诗格、才气肯
定不如李白，但若论豪迈劲儿，
诗仙只能甘拜下风了。要知道，
在讲究正统的国度里，黄巢写
的可都是反动文章啊！这也怪
不得他屡考不中了。考官哪敢
给他及格分数？

文如其人。黄巢还果真反
了。他之所以揭竿而起，原因大
体有三：一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取
功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要想
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抱负，只能铤
而走险；二是多年走私贩盐，走
南闯北，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
财富和大量的武装斗争经验；
三是正值唐朝末年，藩镇割据，
政府腐败乏力。正所谓，墙倒众
人推，时势造英雄。黄巢乃性情
中人，自信甚至狂妄。起义之
初，他的“黄金搭档”王仙芝想
接受“招安”，惹急了黄巢，大骂
仙芝，随后还打破了人家的脑
袋。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自
称“冲天大将军”，开始了驰骋
天下，杀戮无数的战斗生涯，转
战江南，控制岭南地区，再挥师
北上，攻克东都洛阳，进而轻取
帝都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之
所以国号“大齐”，盖因黄巢老家
乃齐鲁大地。

不过，浸淫儒学多年的黄巢

摆脱不了传统的伦理思想，他
组建规模庞大的反政府武装，
并不是想取代唐朝的皇帝，领
导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只是
想实现自己的理想——— 冲天
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
甲。要不然，唐僖宗从长安逃
到四川，黄巢完全有能力杀
将过去，取了狗皇帝的首级
和传国玉玺。但是，他没有。
破长安，登大宝，黄巢“冲天
香阵透长安”的人生理想得
以彻底实现，可以说是“死而
无憾”了，夫复何求？

黄巢在战争中杀人如麻，
有屠夫的一面，但更多的时
候，他毕竟还是一个书生。称
帝后，黄巢任命晚唐著名文学
家皮日休作翰林学士。皮在当
时，应该算是文坛巨擘。吸引
重量级的文人在其麾下，黄巢
是很在乎的。即便身陷绝境，
黄巢依然保持着文学青年的
可爱。《新唐书·黄巢传》记载，
败退至如今的山东莱芜狼虎
谷，黄巢对他的外甥林言说：
你拿着我的头颅献给朝廷，可
得富贵，不要把机会留给他
人。外甥不忍，黄巢无奈自刎。
到了人生的最后，他天真地想
着如何“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结果，他外甥也被政府军杀
了。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听说“教师是园丁”，“教师是蜡烛”。这
似乎是对教师的一种最高的礼赞。在我初做教师时，也是一直这样
想，这样自我期许的。但直到有一天，我改变了这种看法。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那一天清晨，我早早地来到学校，清新的空
气弥漫在校园里。只见学校的园丁，正在用大大的铁剪子剪裁修理着
树木。不一会儿，本来参差的树木就都被园丁师傅剪成了小平头，放眼
一望，校园里的树木不是小平头就是小圆头，抑或最多是个小尖头。大
概整个校园里就这三种“发型”。望着已陆续走进校园的不同模样的学
生，不觉有些恍惚。我相信学生的心灵比他们模样的差别更大。恍惚之
后，是后怕——— 怎么能把教师比作园丁呢？

把老师称做园丁，诗意是诗意了，但一想到那把铁剪子，便再
也诗意不起来。我们教师不是有很多时候就像那园丁一样拿着铁
剪子在修理着学生吗？否则不会有“这个学生的头最难剔”这样的
校园流行语，以及“班里有几个刺儿头”、“先捡最难剃的剃”等等。

我们看着整齐划一的学生，会比看着个性不
一的学生更舒坦。从幼儿园我们就让孩子小
手背背坐；到了上学，那更要以标准答案来要
求学生；甚至到了大学，还统一要求学生不准
谈恋爱。其实这些很难怪哪个教师，考察一下
我们的教育理念就可以明了。

关于如何培养人才，中国与西方人才培
养理念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西方讲成长，中
国讲塑造。成长的理念是以自然主义教育为
基础，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选择权，全面
发展他们的兴趣、个性、知识和智力。所谓塑
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作原材料，放到统一
的流水线上，按照一个标准的模具和加工程
序，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产品。这样的
结果就导致我们的学校没有特色，没有特色
的学校很难产生有个性的教师；没有特色的
学校，没有个性的教师也就不可能培养出有
个性的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中讲过“教
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
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
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
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蔡先生
这段话我常常咀嚼。

再说蜡烛这个称谓，常让人想到李商隐
的那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不能不想到烛泪。
蜡烛的生命是短暂的，烛泪伴其一生，“流泪
到天明”，想到此就有凄凄惨惨之感。反思我
们的教师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结呢？我听过
很多优秀老师在作师德报告时，常说自己是
个两头燃烧的蜡烛。每每听到这样说，我就会
和别人一起落泪悲凄。有一次去听一个据说
很优秀的，常年带毕业班的老师的课，整个一
堂课，老师不断地说：“孩子们记住！我花费了
很多心血都为你们整理好了，就这样记！”这
一堂课老师没有片刻的轻松感和愉悦感，脸
上始终呈现出一种悲壮的神情，学生大概也

很难有求知带来的愉悦吧。如果一个教师始终有一种牺牲的感觉，
对教育和学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没有快乐和幸福感的教师，很难
带出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学生。因为学生在你身上看不到事业和生
活带来的幸福。其实教师不应该这样可怜。我们的教师生活难道不
该是点亮学生的同时，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更新自己，不断完善自
己的生活吗？这个过程有艰辛，但我想幸福应该比艰辛多！

为了民族的未来，我们教师不要做拿着铁剪修理学生的园
丁，也最好不要做那流泪到天明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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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萨
科齐，是个喜欢经常闹
点“故事”的人物，因此屡屡被
媒体曝光。近日媒体又爆出他身
高“造假”的新闻：为了遮掩自己
个矮的缺陷，这位“一寸钉”总统
在一家工厂进行电视演讲时，特
意安排了 20 名比自己更矮小的
工作人员站在身后，以此来显示
自己“高大魁梧”，从而提高自己
的公众形象……

看了这则报道，我不禁哑然
失笑，总感到这位总统大人太过
幼稚，为改变自己形象所作的努
力也太“小儿科”。因为一个人的
高矮是老天定的，父母给的，谁
也改变不了。倘挖空心思地制造
假象，虚幻增高，即使能像肥皂
泡一样瞬间“高大”一下，也仍会
原形毕露，难增分毫。而且，这
“把戏”一被揭穿，徒落笑柄不
说，还使自己的人格也矮了大半
截，这又何苦来着？

继而，我又觉得这位总统
有些可怜。身为国家元首，萨科
齐的智商不会太低，但他的智
慧却远不如我们的古人。两千
多年前我国春秋时期，齐国有
个叫晏婴（晏子）的大臣也是个
矮子，但他并未因长得矮而自
卑。有一次，他到楚国出使，高
傲自大的楚国君臣想借机羞辱
他一下。他们见晏子身材矮小，

便特意在城
门旁开了一个小门，
让晏子从小门中进去。晏子
见后回敬说：我们国家有个规
矩，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洞进
城。如今你们让我从狗洞进去，
莫非楚国是狗国不成？几句话，
说得楚国人哑口无言，只好打开
城门，请晏子堂而皇之地从正门
入城。你看，晏子用不着在自己
身高上弄虚作假，却用智慧维护
了自己的尊严，捍卫了国家利
益。他的形象，也因此而更加高
大。与晏子相比，这位新时代的
法国总统实在逊色不少。

不过，再往深处想想，我倒
觉得这位总统也有可爱之处。这
倒不是我自作多情，实乃他也是
个“性情中人”。跟某些老谋深算
的政客相比，他还算得上“老
实”。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有些
人早已将“造假”、“拔高”等“领
导艺术”熟练地运用到政治、经
济等各个领域，而且“收效”也颇
为可观。如在“极左”路线盛行时
期，我国还比较贫困。可是有些
人就是不认这个账，硬把美国拉
来对比，用“美国人民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
“到处是贫民窟”等
“新闻”，来证明我们的生活
水平比美国还高。如今，虽然没
有人再相信这些“天方夜谭”
了，可是新的“造假”仍未绝迹。
如有的用浮夸、虚报来人为地
提高经济指针，制造虚假繁荣；
有的靠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来
制造假象，夸大政绩；也有的用
假学历、伪职称来拔高自己的
文化水平，捞取政治资本……
凡此种种，都是以坑国害民为
代价的。而萨科齐总统身为国
家领导人，并未将“造假”的“艺
术”“活学活用”到政治、经济等
领域，只不过在个人形象上做
点手脚。这虽也不怎么光彩，
但毕竟无碍于国计民生。这样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身
高“造假”的萨科齐总统确实
比那些政治“造假”的官员们
可爱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