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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活动中，有位老师上了主题是《家乡莆田知多少》的课

题展示课。 小组交流时，传统文化小组的一个学生展示了一

系列照片，照片里人们张灯结彩，游神演戏、烧香拜佛⋯⋯

这位学生口齿伶俐地介绍，这是农历初二、十六时，家里人

在供奉神灵，祈求平安。老师对此作了评价：这位同学观察

得真仔细！但是她观察的是迷信活动，这都是老一辈人的活

动，我们年轻一代可不能这样，不要去搞封建迷信活动！ 在

后来的教学活动中，老师播放了央视介绍莆田文化的专题片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湄州岛，许许多多善男信女焚香朝拜，

尤其还特写了一位老奶奶怎样虔诚地三跪九叩，焚香祷告⋯

⋯专题片在解说，妈祖文化⋯⋯ 孩子在下面一直嘀咕道，这

不也是封建迷信吗？教师似乎没有听到，在下课铃声中圆满

地结束了这节公开课。 由此，我想到了钱理群教授。他在《

我的教师梦》中写道，在接受书本的教育以通向一个超越本

土的世界之外，还有农村本土的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熏陶

，比如乡村有许多民间节日，西北地区有社火、演戏等活动

，小孩子活跃于其间，在享受童年欢乐的同时，百考试题也

接受了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融入生命的教

育，影响更为深远。近年他在北京两个重点中学上课，讲鲁

迅的《无常》、《女吊》。学生们问：鲁迅为什么对这些封

建迷信的东西如此念念不忘？钱先生感到十分震惊。在他看

来，一个人从小就对本民族的地方与民间想象持排斥态度，



他的精神发展就是畸形的。 我十分钦服钱理群老师的观点。

许多生长在乡村的受教育者，对乡土文化都带着褊狭的印痕

：在许多人的眼里，乡土文化，是一个伪概念，乡村就是野

蛮，哪里有文化，乡村就是落后与闭塞的象征。在城市文化

为主导的普遍观念中，乡村人生活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脱离乡

村生活，并且刻意地洗涮来自乡村的生活习惯等等一切气息

。在他们看来，文明与受教育就是与乡村割裂开来，追求与

城市的风尚和生活相一致的生活。早在20世纪初期，陶行知

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

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于是，人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跑

，跑得失“魂”落“魄”，跑得没心没根。然而，他们恰恰

遗忘了，人是来自于尘，归于尘。乡土是生命中的“天地之

根”。百考试题它连接着我们的血缘，连接着我们的脐带，

连接着我们灵魂的出生地与归宿。我见过不少在乡村生活的

高中毕业生、中专生、大学生。他们常常是乡村中的另类，

如同盐碱地稀稀疏疏的小草一样生存着。他们常常面色苍白

，身体孱弱，落落寡合，很难融入乡村的生活。他们一般是

乡村中的“零余者”⋯⋯这些“失败者”很大一部分可以归

咎于我们教育对于乡土文化的错误的评估，归咎于我们乡村

教育“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现实，逃离人生”的教育

教学方法。 也许，对于游神、菩萨戏、祭拜这些活动要从民

风民俗、宗教信仰、乡土文化角度上去理解，而不能一味地

称之为封建迷信，一律封杀⋯⋯作为一种很本土的，很真切

的文化影响，我们是不能将它们连根拔起，甚至无视它对于

乡村，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孩子的正面熏染的力量，反

而视为异端，群起而攻之。百考试题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



能失去脚下的土地，失去生命中难以磨灭的根系。我们是要

警惕迷信活动对人的精神麻醉与心灵的吞噬，但也不能将祖

祖辈辈世世代代的文化风俗不加审视地当作垃圾扫进历史的

废墟中。百考试题编辑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