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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齐家”的现代意义

桥梁书，为孩子打开文字阅读之门

宋、元以降，《大学》篇为士子们反
复吟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里揭示了数千年中
国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精神世界。理学
家程颐、朱熹注云：“亲民”之“亲，当作
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大学》又
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康诰曰：作新民。”显然，去旧从新
成为儒家的思想传统。

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取《大学》新
民之义，创办《新民丛报》，随后融合中
西，创立了风行数十年的“新民说”。他
指出：“《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

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
者谓之新民。”从儒家“内圣外王”的角
度看，塑造“新民”是梁氏一生功业的根
本所在。近代以来，人们对其事功成就
多有评说，但他追求的修齐之学则被忽
略了。梁启超满怀激情地投身于近代
改革、救亡事业，探索因应时势的治平
之策，屡建奇功，而晚年退出政坛后，转
重修身、齐家，将“新民”事业落实于家
教之中。

数十年来，海内外关于梁启超研究
的成果不可谓不多，而对其家庭教育的
学理阐述则寥寥无几。梁氏九个儿女
中，出现了三位院士，其他儿女也有一定
的学术造诣和成就。梁启超的“新民之
梦”未能完全如愿，但其儿女大抵都成为
现代“新民”。时过境迁，梁启超的维新
思想不同程度地被时代超越了，而其“齐
家”经验仍具有现代意义。综观梁氏家
教，其荦荦大旨当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梁启超洋溢着深沉的父爱，
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
他自称是“最富于感情的人”，而对于孩
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他重视与
子女沟通，写给海外留学子女的数百封
家书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到人生
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
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他是儿女
们的良师益友，但又如信中所说：“爹爹
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
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
磨炼出来。”因而，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
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

其二，梁启超尊重儿女的个性和专
业爱好，为之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梁家子女的性格和专长各不相同，而梁
启超总是循循善诱，彰显其长。梁启超

尊重儿子的兴趣、特长，赞成梁思成研
究古代建筑史，梁思忠学习军事，投身
于政治。鉴于思成、思永侧重于人文学
科，他希望思庄以下的子女学习自然科
学，但事实上仅有梁思礼后来承父志，
成为火箭专家。因客观条件和个人兴
趣，梁思庄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学习生
物学或化学，却在其支持下选择了图书
馆专业。

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梁
启超反复告诫孩子们“处忧患最是人
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
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他认为，
在困难中保持“寒士家风”，即是“自立
之道”。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在舒服
的环境中养成“寒士家风”，教导做领
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
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
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对于梁思
忠不愿舒舒服服地读书而想回国参
军，他指出：“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
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
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

“磨炼人格”尤其落实于学业上陶
冶韧性，不求功利。梁启超汲取朱熹、
曾国藩的治学心得，主张“莫问收获，但
问耕耘”。而治学的过程，“譬如熬肉”，
不能急于求成。他开导学业上有些急
躁的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

‘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
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
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善
变，而爱国之心不改，这种理念也贯穿
于家教之中。他在世时言传身教，做梁
家“兄弟姊妹的模范”。其后，《饮冰室

合集》仍是梁家子女的精神食粮。梁思
礼等人一再提到受父亲作品的爱国思
想感染。事实上，抗战期间，梁思顺拒
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
魔，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
成归国，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也
与父亲的思想熏陶不无关系。梁启超
珍视祖国文化，以至被视为东方文化派
的代表。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热
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

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
识结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学术大师，重视汲取新知新理。在西学
东渐的背景下，他千方百计地让儿女们
经受最前沿的学术训练。他关心儿女
的学业，也为其进入国内学术前沿寻找
契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国内
学术界领军人物与此是分不开的。对
于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儿女、女婿，梁启
超仍然叮嘱其汲取新知，比如，要求做
领事的女婿周希哲，“将国际法重新研
究一番”，“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
新智识”。

这些家教内容在一些家庭或多或
少地存在，但未必像梁启超那样言传身
教，完备无遗，而且贯穿始终。因之，重
温梁氏的家教、家学，对于当代中国人
仍然不乏启示意义。

（据《北京日报》本文为作者自序，
发表时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

退出政坛后，将“新民”事业落实于家教之中——

书 海 荐 读

儿童阅读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近年，图画书的
生产和阅读都已算是进入一个相对良好的轨道。处于
图画书下一级的桥梁书，则面临更多的问题。

桥梁书又可以被称为“初级阅读”，指的是儿童最初
开始独立阅读时期。万事开头难，对于儿童阅读来说也
是如此。如何由读图过渡到读文字，是一个困难的过
程。在当下这个读屏时代，画面阅读过多，文字阅读能
力普遍下降。如何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文字阅
读习惯，可以说意义重大。

儿童文学出版人很早就看到了桥梁书的意义，策
划出版了一批桥梁书。近期读到教育专家、儿童文学
作家王蕾博士为倡导分级阅读所创作的桥梁书“小豆
包”系列丛书，引起了我对桥梁书的很多思考。思考
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桥梁书的文学性是否必要？如需
要，应如何把握？

对于桥梁书的特点，业界已经有一些基本共识。比
如，李一慢曾把桥梁书的特点概括为十个字，熟词、大
字、句短、行少、图小。这些都是从外在的文字特点出发
的。李一慢还认为绘本与桥梁书的一个区别是绘本是
让孩子感受艺术的熏陶，激发孩子的思考和想象，而桥
梁书这类分级读物是为了“识字”。这可能也是业界的
一个共识。绘本更多地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桥梁书则
更多地是从教育的角度。我认为对于儿童来说，任何读

物都应该是富有文学性的。出于教育的需求而产生的
桥梁书，也并不单纯是为了识字或是学习的“读物”，同样
也有着审美的需求，应发挥艺术熏陶的作用。桥梁书与
绘本的区别，应该更多地是读文字还是读图的区别。毋
庸讳言，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文字以后，文字阅读往
往更有效、更深入、更具启发性和创造性。因此伴随着儿
童识字的过程，培养他们的文字阅读能力，是非常必要
的。这也许是“桥梁书”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方向。

给刚开始学习认字的小朋友们看的书，大多是故事
书。小豆包系列故事就是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整
套书虚构了一个神奇的面团国，这里住着小豆包和他的
朋友小汤圆、小饺子，还有烧饼医生等。每本书一个主
题，包含三个故事，一个小故事就是小豆包的一次冒险
或奇遇。而故事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吸引孩子读下去
为目的的。从孩子熟悉的东西入手，精心编织故事的发
展脉络，使故事既夸张又合理，从而引导孩子们读完故
事并有所收获。通过这三个故事，既满足了孩子的好奇
心，又让孩子们体会到改变事物的本来样子是件多么困
难的事。

小豆包系列故事的语言显然也是经过精心打磨的，
能够让孩子们在文学的语境下形成最初的审美体验。
这些故事都采用了短句子的形式，没有复杂的句式，也
很少有难以理解的词汇，让不太习惯阅读文字的人能够
较为顺畅地读下去。这些短句用了排比、反复等修辞手
法，把故事讲得一唱三叹，有诗的美感，其中很多句子有
的还富有诗的韵味。比如，《小豆包读字典》里，关于“搭
配”一词是这么写的：“‘搭配’一词出现在你每天的生活
里，小鸟搭配蓝天，小鱼搭配小河，树木搭配土地，图书
搭配书架，火车搭配铁轨，轮船搭配大海，飞机搭配天
空，屁股搭配椅子，双脚搭配鞋子……我们必须遵循这
些搭配，一切事物才会和谐有序地运转。”因为这是出现
在“辞典”中的话，就比其他语言要正式一些，还出现了

“和谐有序地运转”这样需要进一步理解的句子。再比
如，《小豆包与奇怪小家具》里，小椅子、小柜子、小桌子做
出了奇怪的举动，小豆包以为它们生病了，就请医生来
看。这里出现了很多小豆包和医生的对话，这些对话很
好地注意了是否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年龄，生动而又有趣。

桥梁书虽然是儿童阅读培养方面的概念，但培养儿
童阅读的目的还是培养儿童的领悟力和审美力，从而
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桥梁书中的文学性
是必要的、重要的。为了开启儿童文字阅读之门，我
们除了改编经典儿童文学，现在较多地是改编童话和
民间故事，还需要更多地拓展桥梁书的创作范围。比
如，像小豆包系列这样专门针对初级文字阅读创作的原
创故事，甚至可以是一些现实世界的故事、身边的故事，
让孩子们能够循序渐进地进入文字阅读的王国，真正
成为阅读者。 （据《中华读书报》作者：纳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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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刘梦刚 张祺）12日清晨7
时许，家住洛龙区龙瑞C区的刘宗涛吃罢早饭，径直来到家门口
小游园里的“河洛书苑”厚德苑城市书房，刷卡进门，开始阅读。

此时，管理员还没有上班，书房里的电灯、空调、饮水机及自
助借阅设备却已经全部启动，10余名读者正有序借阅图书。读
者中，有头发花白的老者，也有复习备考的青年，大家静心阅读，
共同维护书房秩序。不时有散步经过的市民被书房吸引，主动
到书房自助办卡借阅。

9时整，管理员梁爽到岗，开始整理盘点图书，打扫卫生。“没
有丢失图书，所有公共设施完好如初。”她忍不住为读者点赞。

今年，我市将城市书房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持续加大投
入力度，致力打造“书香洛阳”和“15分钟阅读圈”，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开放34座城
市书房，全部配备智能化自助借阅设备和门禁设施。

从8月起，洛龙区厚德苑城市书房、泉舜广场城市书房率先
尝试早晚无人值守模式，实现每天6时至24时对公众开放。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了解到，一个多月来，每天6时至9时、
22时至24时，在没有管理员值守的情况下，两座城市书房没有
出现一起私拿图书、损坏图书或破坏自助借阅设备等公共设施
的行为。

小书房考验大品德。“有这么好的公共阅读空间，我们爱惜
还来不及呢。”刘宗涛笑着说，他还打算把自家的图书拿来几本，
放在“爱心共享图书漂流专架”，让图书漂流，让书香溢满城。

下一步，我市将针对各城市书房的入馆人次、时间段等进行
大数据分析，进一步调整城市书房的开放时间，满足更多市民的
阅读需求。

市区部分城市书房尝试早晚无人值守
模式——

自助阅读效果好

无人值守的城市书房内秩序井然 朱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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