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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重视。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成为文化艺术领域讨论的话题。中

小学语文课对文化传承起着非常关键的基

础性作用，同时也存在如何“化”传统的问

题。这些年，我担任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

材的总主编。结合自己的工作，就中小学语

文教材如何“化”传统，我谈一点认识。

从语文教科书入手，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底”

自上世纪初实行新式学堂教育以来，中

小学语文教材几经变化，古诗文在教材中占

比几次增减。上世纪 90 年代，文言文和古诗

词的课文数量开始增加。2002 年前后，古诗

文课文在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占比

超过 1/3。2019 年开始使用的、由教育部组

织编写的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继续增加古

诗文教学内容，并且把这方面的教学任务提

前。小学阶段的增量尤其大，一至六年级教

材收有古诗文 129 篇（首）。过去的小学语文

教材也有一些古诗词，但一般不收文言文，

统编版教材安排了一些浅易的文言文，比如

《司马光》《将相和》《刻舟求剑》《晏子使楚》

《王戎不取道旁李》《少年中国说》，等等。初

中和高中的古诗文课文占比，较比以往也有

所增加，达到一半以上，教学内容设计的权

重则占到 60%左右。

除增加古诗文课文数量，教学方式也注

重“整体渗透，润物无声”，引导学生全方位

认识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过去的小学生刚

上一年级就学拼音，现在改为先认识少量汉

字，对汉字文化有些感性印象。比如，第一

课是“天地人，你我他”，接着是“金木水火

土”和“对韵歌”，等等，传统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大约一个月后才开始学拼音、识字，其

中不时融入诸如谚语、成语、故事、传说等传

统文化元素，日积月累地熏陶。小学和初中

还吸收传统“诗教”方法，重视诵读、会意与

感悟，让学生感受汉语和古诗文之美。高中

则增加“专题研习”，按照传统文化的一些基

本 观 念 组 织 学 习 单 元 。 比 如“ 家 国 情 怀 ”

“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文化之根”“以史

为鉴”等主题，引导学生在诵习古诗文的基

础上，开展有关“传统文化之当代价值”的

专题研习。这些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古诗

文的兴趣，也培养了他们对传统文化初步

的分析判断能力。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不仅重视提升传

统文化分量，更重视质量，所选取的古诗文

都是经典，覆盖面较宽，诗经、先秦诸子、史

记汉书、唐诗宋词、散文笔记、戏曲小说均

有所兼顾。不过，即使是优秀的古诗文，也

必然带有所属时代的特点，可能有不再适

应现代社会的成分。这一点很难“剥离”，

也不急于“剥离”。我们可以先让学生整体

感受、读懂读通，然后通过阅读提示、习题

安排和任务开展等，让学生得到思想、情感

和价值观的熏陶，随着年级升高，逐步学会

鉴赏与分析。

把“转化”和“创新”意识
融入语文教学

语 文 教 材 必 然 还 要 选 收 许 多 现 代 作

品。有的文章深入讨论“如何学习传统文

化”，比如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和鲁迅

《拿来主义》，就有助于培养学生接纳多元

文化的阔大胸襟和理性态度。学习《中国

石 拱 桥》《山 水 画 的 意 境》《说“ 木 叶 ”》《中

国建筑的特征》《故都的秋》，等等，则帮助

学生体味传统文化所培植的美学精神，思

考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生活——“转化”

与“创新”意识，无形中就在孩子的心田发

芽了。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

的分量，并不意味着轻视外国优秀文化。在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中，外国文化相关的课

文占比 15%左右，除外国诗文作品，还有科

技、科幻、哲思等方面的课文。有的还特意

安排中外文化比较。比如《聊斋志异》的《促

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编排在一起、《窦娥

冤》和《哈姆莱特》放在同一单元，在加深文

化自信的同时，培养尊重多种文化的意识。

在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方面，语文统

编教材做了一些改进。教材是一方面，更重

要的是一线教学如何落实、如何用好教材。

我们要摒弃功利想法，不能认为多读古诗文

没有实际用处，同时也要警惕一味“复古”的

做法。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一定要服务

于当代，着眼于未来；传统文化的教学，一定

要秉承分析的态度。要根据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特点，让他们在大量接触古代文化作品

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复

杂的系统，其中有精华亦有糟粕，我们需要

学习、转化和利用的是其中的精华。如立己

达人的社会关爱，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以及仁爱、民

本、诚信、正义、大同等观念，都是精华部分，

可以继承、吸收和转化，糟粕则应当批判和

抛弃。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中 ，“ 富 强 ”“ 和

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传

统价值观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体现了当代对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此同时，我们要思

考哪些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价值有矛盾，要

用批判性思维去辨别和筛选。这是一件要

特别慎重对待的事情。比如，“孝”是传统文

化核心价值之一。若要继承“孝”的价值原

则，把这个观念引入语文教育，就需要有所

批 判 和 分 辨 。 我 们 应 当 继 承 的 是 人 伦 之

“孝”，是作为“行人之始”的“敬”和“养”。对

于有些古文表达的“孝”的思想，要合理地分

析与继承。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古诗文的教学

内容增加了，老师们对古诗文教学投入的精

力和课时也增加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

不重视现代文。我们要警惕应试教育的功

利思想，不能因为教古诗文有“讲头”，就只

舍得在古诗文上多花力气。正确的态度应

当是以现代文化为立足点，既积极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又放眼吸收优秀外来文化。

100 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

上，我们不断摸索前进。现在，继承传统、转

化传统已经成为共识。我们编写语文教材，

培训教师使用教材，都一再强调在继承传统

方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重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需要付出持

续的努力。只要有这份心并持之以恒付诸实

践，总能不断进步，越做越好。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

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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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孩子心田发芽

温儒敏

有 人 说 ，互 联 网 实 现 了

我 们 一 个 古 老 的 梦 想 ，把 远

在 天 涯 的 人 变 得 近 在 咫 尺 ，

但 同 时 也 给 我 们 带 来 麻 烦 ，

把 近 在 咫 尺 的 人 变 得 远 在 天

涯 ，我 们 被 手 中 的 手 机 屏 幕

封闭起来。

根 据 中 国 互 联 网 信 息 中

心今年 2 月发布的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我 国 网 民 规 模

达到 9.89 亿，成为全球最大的

数字社会。对很多人来说，吃

穿 住 用 行 或 者 工 作 、休 闲 、教

育 、社 交 都 已 经 离 不 开 互 联

网 。“ 在 线 ”成 为 常 态 ，“ 虚 拟

生活”也成为常态。由此带来

一种普遍的担心：当我们越来

越习惯于线上的虚拟生活，我

们 与 现 实 世 界 的 联 系 是 否 越

来 越 弱 ？ 失 去 与 实 体 、具 象 、

丰富的社会现实的联系，我们

的文化是否会成为无源之水？

对于虚拟世界的担心，并

非杞人忧天。如研究者指出的

那样，互联网已经被我们嵌入

日常生活轨迹之中，越来越多

曾 经 的 非 媒 介 化 活 动 被 转 化

为媒介化形式，进而形成一种

新 型 的“ 媒 介 化 社 会 ”。 在 一

些情况下，媒介化所带来的过

度沉浸乃至沉迷，的确有可能

让一些人“越来越拥抱技术、越

来越忽略彼此”。不过，问题并

不在于媒介化或者虚拟生活本

身，而是人对新媒介的具体应

用方式。

实际上，线上与线下并非

泾 渭 分 明 ，反 而 趋 向 彼 此 融

合。那种认为线上花费的时间

越来越多、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就会越来越少的看法，是一种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线

下是真实的、线上是虚假的，两

者格格不入，彼此在进行一场争夺时间的博弈。但线上与线下

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研究发现，互联网形成的社交关系很多

都是“上传”线下的好友，是现实社交的延续。从空间角度来看，

互联网有助于我们维系远距离的线下关系，尤其对社交圈中的

异地“弱关系”，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成本极低的交往方式。从时

间角度来看，媒介化创造了一种广泛的双向即时互动。空间和

时间都被不断压缩，互动性显著增强，这无疑有助于提高社会交

往的效率。

社交如此，我们工作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虚拟”与

“现实”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世界为虚拟生活提供

源源不断的养料，虚拟生活又在激发和充实现实世界的活力。

在文化生活领域，虚拟世界正在为我们提供新的文化载

体。近年来，各地博物馆纷纷通过数字化手段，将馆藏内容“搬”

到互联网上，成为新的文化热点。通过网络，公众可以借助数字

技术一览故宫全貌，也可以“游览”一系列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的藏品。通过“虚拟在场”一饱眼福，“云端”的文化生活惠及了

广大的人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虚拟世界的价值得到尤

其显著的体现。某线上音乐会创造了数亿人次的收看纪录，数

以千计的学术讲座通过“云端”免费向公众开放。这说明，“虚

拟”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必要辅助，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甚

至能发挥及时的“补救”功能。

虚拟世界也在成为文化创造力迸发的重要阵地。网络文艺

产出庞大，艺术水准和制作水准不断提升，日益成为人们文化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技术让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可能性得

到拓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更新迭代，为艺术创造

提供全新手段。虚拟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多感官打开的世

界，因而也是一个可以发挥艺术所长的世界。

当然，对一些沉溺于虚拟生活不能自拔，将网络虚拟空间当

作回避现实问题的港湾的现象，我们也不能忽视。一方面，这要

求我们更多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为公众创造更多学习机会，思考

如何理性面对互联网，与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这也是网络治

理的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对互联网平台中隐匿的成瘾问题进行

更为有力的评估和监管。

研究表明，技术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使用行为，它也许可

以决定使用的起点，却不能决定使用的终点。越是在媒介化社

会，越是不能忽略人的主体作用。让线上与线下相互补充，让虚

拟与现实相互激发，在更广阔的时空、更多样的选择中，保持一

种精神的定力和思想的清醒，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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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邱 华 栋 的 非 虚 构 文 学 新 作《北 京

传》最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与作

者此前对北京的书写不同，该作品从关注城

市与人的关系转向城市本身，以积累的浩瀚

史料细致刻画三千年城邑史，赋予北京城以

细腻纹理和时代温度。全书从春秋战国写

到当下，串联起这片土地上的重要历史建

筑、文化名人和时代地标，展现出这座城市

的生命韧性。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学的空间

书写随之丰富起来。就城市传记而言，叶兆

言《南京传》再现市井民情，叶曙明《广州传》

详写两千年羊城生活史。《北京传》所描述的

“北京城”不是定格式的城市描绘图，而是记

录城市发展的空间动态图，展现了不同时空

下历史、科技、文化相交织的文明延续。从

潭柘寺的守望、天宁寺的祈愿，到正阳门火

车站、长安街，再到众人翘首以盼的“智慧北

京”，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让读者领略北京数

千年成长故事。

全书融合历史性的回望和在场性的亲

历，既不同于地方志，也不同于小说。在结

合史料演示北京城的样貌变迁之外，又结合

历史建筑、人物、时代地标等，从生活内部展

现城市生命力。作家以三重视角理解北京

城：一是以现代视角回望历史北京；二是以

“新北京人”视角见证北京城变化；三是作为

当代人想象未来北京。在第十一章“未来之

城”和终章“智慧北京”中，作家以真挚情感

表达了对北京的赞美和期许。

邱华栋此前创作的“中国屏风系列”小

说，如《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

的人》等，多基于史料加以艺术想象，书写近

现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这一系列

小说展现了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碰撞，显

示作家开阔的创作视野。此次《北京传》通

过主副章结构兼顾史实考辨与主观抒写：

“主章”结合史料文献进行客观评述，“副章”

则根据生活经历，真挚表达个人感悟，从中

可见作家史料筛选的严谨以及切身表达的

细腻。

阅读《北京传》，仿佛穿越数千年，从燕

都遗址转至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

元大都、明北平府与北京城、清京师、民国北

平，直到新中国首都、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北

京。作家在后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城市本

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人创造了城市，但城市

自己也在不断地生长，这座城市的生命比一

个人的生命长很多，人是城市的过客，但人

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构成新的关于城市的

记忆。”走进元大都城垣遗址，禁不住跟随作

家的思绪慨叹，“你活在当下，脚下却是元大

都的北墙负载着你，也负载着这座城市辉煌

的过去，通过你的目光走向了时间深处。”

“城”与“人”在千年历史的发展中愈加紧密，

彼此塑形。

正如学者所说，城市传记恰恰是这样一

种方式：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立足当下，它

均以打捞记忆的方式试图重塑城市传统，让

人们明白城何以为城，又将在可见的未来如

何演进。这也许是如今我们愈加重视城市

传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来路中辨识和

寻找未来的方向。邱华栋从历史和当下的

时空间隙中寻找城市发展的记忆碎片，在重

塑城市发展立体图像的同时修复自我成长

记忆、表达独特生命体验。阅读《北京传》，

让我们与作家一同近观北京，在历史长河中

感受文明沧桑，以面向未来的姿态读懂这座

城，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北京传》：讲述一座城的“成长故事”
张 凡

核心阅读

中小学语文课对文化传承
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
存在如何“化”传统的问题。小
学和初中重视诵读、会意与感
悟；高中引导学生开展有关“传
统文化之当代价值”的专题研习

我们既不能认为多读古诗
文没有实际用处，又不能一味

“复古”：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
新，一定要服务于当代，着眼于
未来；传统文化的教学，一定要
秉承分析的态度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语文教材中的分量，并不意味着
轻视现代作品和外国优秀文
化。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以现代
文化为立足点，既积极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又放眼吸收优秀外来
文化

越是在媒介化社会，越是不能忽略人的
主体作用。让线上与线下相互补充，让虚拟
与现实相互激发，保持精神的定力和思想的
清醒，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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