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童庆炳老师上的课历
历在目，对于真善美，老师有信仰，愿意用生命去捍卫。 他的声音清晰而沉静，一个有信念的
人才会这样毫不含糊地说出真话。 童庆炳老师不畏上不攀附，一介书生，铮铮铁骨，受过老
师恩泽的弟子们，当不负先生，传承良知，童庆炳老师千古！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童庆炳是国际写作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他对中心
的成立以及运作还有各项活动的开展都很关心，也做过许多具体的指导。 2007 年到 2008 年，
童庆炳老师的胃部分做了切除，最近三四年出现过两次心梗，身体比较虚弱，平时看他的气色
也不太好。 童庆炳老师的辞世，对国际写作中心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童庆炳老师长年从事文艺理论、古代文论的研
究工作，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各个阶
段都起到了带头引领作用。 在童庆炳老师的带领
下，北师大的文艺学一直走在学界前列，被誉为国
内文艺学的“黄埔军校”，全国许多高校的文艺理论
带头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目前， 全国有 500 多
所高校都在使用童庆炳老师主编的 《文学理论教
程》。 每年都加印许多，影响很大，是公认的最好的
文艺理论教材。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童庆炳老师一
直没有退休，而且始终活跃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今年他还有自己的研究计划， 有几部著作准备出
版，包括《文化诗学导论》和《童庆炳文集》（十卷本）
等。 平时童庆炳老师还给学生作讲座，给院里的党
员讲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在学术研究之外， 童庆炳老师还是一位作家，
曾经创作长篇小说 《生活之帆》（1980 年）、《淡紫色
的霞光》（1987）以及散文集《甜日子 苦日子》（2000）
等。 晚年他还有文学方面的创作计划，曾经组织朋
友、学生创作儿童文学，“想和罗琳（《哈利·波特》作
者）挑战一下”。

生活中的童庆炳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热情
的人，对美好事物非常向往。 他为人非常宽厚，奖掖
后学，学生有困难他都会去帮助。

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童庆炳老师桃李满天
下。 目前，国内文艺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包括陶东
风、王一川、罗钢、丁宁、孙津等，都曾受教于他。

除此之外，文坛最具实力的作家莫言、余华、毕
淑敏、迟子建、刘震云等，也都曾是童庆炳老师的学
生。 童庆炳老师曾建议莫言在写作硕士论文时，可
以结合自己的创作写“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后来
莫言将题目改为 《超越故乡》。 答辩在 1994 年 5 月
11 日上午举行，童庆炳老师作为硕士论文导师。 童
庆炳老师一直将莫言等人的论文收藏了许多年。

文艺理论界“教父”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春青

恩师待生如子
□作家 余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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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6 月 14 日晚，被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

文系“系宝”之一的童庆炳教授辞世。 童庆
炳先生做了一辈子教师，生前曾送给学生
7 个词：理想、激情 、坚持 、忍耐 、真诚 、善
良、正直。 本报今日刊发童庆炳先生旧文，
以作纪念。

6 月 14 日晚 8 时 20 分许， 湖北省蕲春县狮子镇郝子堡村沉浸在一片悲
戚之中，“大别山师魂”汪金权，因鼻咽癌病情恶化在家中去世，终年 52 岁。

扎根大别山，执教二十余载，用大部分工资资助学生，先后培养千余名
大学生；然而，长期辛勤耕耘、精心备教，让他身患癌症。

汪金权出生于 1963 年，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山区长大，自幼家中十
分贫穷，靠乡亲们的资助才完成学业。

1987 年，汪金权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放弃名校黄冈中学教师
岗位，淡然回到落后的家乡，在蕲春四中执教 24 年，辛勤耕耘，精心备教
辅改，认真教书育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体学生成绩，1000 多名学
生考取大学；近年来总额 10 余万元的工资，他将其中大部分资助给了学
生，自己的办公室也成了学生宿舍和辅导室。 汪金权先后获“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湖北省人民满意教师”“湖北省道德模范”称号，被媒体誉为“大
别山师魂”。

“大别山师魂”汪金权
6 月 13 日下午 6 时 09 分，一代教育大家、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

学前身）老校长朱九思，在武汉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享年 100 岁。
朱九思 1916 年生于江苏扬州 ，20 岁考入武汉大学就读 ，3 个学

期后投身革命 。 1953 年至 1984 年 ，朱九思在华中工学院领导岗位上
工作 31 年 ，为当时的小型工学院发展成今天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
出奠基性贡献 ，也因此被誉为 “华工之父 ”。 朱九思 “大学之本在教
师 、大学之路在综合 、大学之源在科研 、大学之魂在学术自由 ”的办
学理念 ，至今深深影响着后继者 。

“九思先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 今日之华
科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发展的基础，都是在九思时期所奠
定的。 ”华科大前校长李培根院士，在微博上沉痛悼念他的这位前辈和战
友，对朱九思的成就，李培根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朱老的精神和办学理
念，使他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指可数的教育大家之一”。

“华工之父”朱九思

□童庆炳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北
师大他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
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庆炳老师也总是
微笑的样子。 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 童庆炳老师
说话声音从来是平静的。那一次，童庆炳老师讲起环
境对人的影响。 他的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些自由
散漫，童庆炳老师看不惯，经常批评这个同学。 大学
毕业后,童庆炳老师留校任教，这个同学参军。 许多
年以后，童庆炳老师成为名教授，这个同学当上了
军长。 两人再聚时，这个同学变得很严谨，他看不惯
童庆炳老师了，批评童庆炳老师自由散漫。 童庆炳
老师微笑着说了这个故事，不加任何评语。 这就是
童老师的风格，教书做学问时字斟句酌，逻辑严密，
观点清晰；生活中从不指指点点，只是平静地说出
一件又一件事情。

童庆炳老师治学 55 年，他的想法和观点是在不
断变化之中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宽容和尊
重不同的意见。 1990 年，童庆炳老师读到我的第一篇
论文学的文章《虚伪的作品》，他在课堂上毫不吝啬地
赞扬了这篇文章，虽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话，但
是不妨碍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

童庆炳老师对待学生像父亲一样， 几年前我去
看望他时，童庆炳老师提到一个还在监狱里的学生。
他说起曾经对这个学生说，你没有工作，我的收入虽
然不多，但是养活你没有问题。 结果这个学生非常生
气地说，童庆炳老师你是在侮辱我，我写文章在香港、
台湾发表挣来的钱比你多。 1993 年，我辞去浙江的工
作定居北京后，童庆炳老师为我操心，当时程正民是
北师大中文系主任， 童庆炳老师和程正民老师做了
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 后
来，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老师的
美意。

作为童庆炳老师的学生，我深受其益，要说的话太
多，两段小记在此表达我对童庆炳老师的感激之情。

童庆炳（1936-2015），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
授。 学术专著有《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等。

作为文艺理论界的泰斗，童庆炳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
名作家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追 忆

逝 者

做好教师，要有仁爱之心 。 教师最根本的东
西 ，是热爱自己的学生 ，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个
职业，这样才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学生的过
程中，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这是做一个好教师的
一大前提。

热爱学生要事事为学生着想

热爱学生不是一句空洞的话 ，要表现在培养
学生的各个方面。 韩愈在《师说》里说道：传道授
业解惑。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都要热爱学生。 比
如说传道， 教师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教师 ，
并把它变成一种无意识的东西 ， 变成一种习惯 ，
变成自己对周围事物的信仰 ，这样才会以身作则
去影响学生，这是非常重要的。面对学生，要把他
当作一个有个性 、有理想 、有天赋 、有不同追求 、
有不同梦想的人 ，事事都要为学生着想 ，不要为
个人着想，这是热爱学生的具体表现。

许多资料上说我当教师是从 1958 年开始
的，实际上我是从 1955 年。 因为我读的是福建龙
岩的一所师范学校 ， 从那时开始实习当小学教
师。我在小学里当过数学教师、语文教师 、体育教
师、音乐教师，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整整 60 年
了。经过 3 年师范学校的学习以及后来到北京师
范大学的学习 ，我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
变化主要来自于读书、学习。当时学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读一些文学作品 。
当年我们读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些优秀的苏联文
学作品 ，比如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是当时我
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 ，它对我们影响很大 ，对我
们树立个人的伟大理想影响是很大的。

当教师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 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到
内蒙古当教师 。 我觉得这是祖国的一种需要 ，人
民的一种需要 。 当然 ，我没想到后来会留校从事
高校的教学 ，当时也是不太适应的 。 当时上课常
常是在新一教室 ， 这个教室的位置是在现在学
校里启功先生写的那个校训牌子的背后 ， 学十
六楼 ，原来那个地方有个教室 ，叫新一教室 ，是
能容纳 400 人的大教室 。 1958 年 ，中文系学生有
400 人 ，只能在那个教室上课 。 当时 ，教室条件差
没有麦克风 ，我只能喊着 、叫着上课 ，这样才能
让后面的学生听得清楚 。 我喊了一学期才习惯
了这种教学条件 。

所以， 当教师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
不是说走上了讲台就是一名好教师了。走上讲台
的时候，可能只是粗略地知道如何当教师的一些
规则，后来才知道光是念讲稿是不行的 。 一个教
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知识 ，要念讲稿 ，又不能
只念讲稿。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多年的讲课
形成一个习惯：最重要的基本点我要念一遍甚至
两遍。 念完之后我就要说，开始用自己全部的知
识和对世界的理解来给学生讲 ，这样学生听到的
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我也讲小说，我把《红楼
梦》所有的标题、所有的 120 回回目全部背下来 ，
把 《红楼梦 》里面一些特别精彩的段落也都全部
背下来，所以讲的时候是甩开书本的。我讲《红楼
梦》，给学生举例，我是背诵出来的。 这样学生就
觉得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活泼、非常有吸引力 ，所
以他们听得进去。

教学是要有感染力的 ，感染力从何而来 ？ 从
所讲的知识的熟悉程度中来 。 有的教师 ，为什么
讲来讲去大家不喜欢 ？ 就是因为他对所讲的内
容不太熟悉 ，或者说没有做到十分熟悉 ，因此讲

的时候不能离开讲稿 ，否则就会讲错 ，这是不行
的 。 做一个教师 ，一定要让你的课有活力 、有感
染力 ， 要做到对你讲的东西十分了解 、 十分熟
悉 ，张嘴就来 ，这一点非常重要 。 因此你能够自
由地发挥 、演说 ，有时候在演说中会很有诗意 、
很生动 、很感染人 ，让学生一辈子忘不了 。 这样 ，
这节课就成功了 。

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的过程很复杂 ，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
我自己就是经过多年的教学最后才达到的。我们
今天讲教学相长，主体是教师而不是学生 。 因为
课是教师在上，教师设置思路、教师讲的问题 、教
师自己做出的回答，是教师自己从书本上得来的
东西。但在实际的讲课过程中 ，可能有许多例外。
所以我的课是允许学生当场举手提问的。学生可
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跟我争论 ，这种对话式的讲课
也是增加教学感染力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课是我和学生一起读书 ，大家共读
一本书。书可能很厚，有四五百页，我们要在一个
学期里把这部书读好 。 其实 ，读的这本书就很可
能是研究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 我给研究生讲
《文心雕龙》， 讲了近 20 遍 ，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
中 ，每读一篇 ，我就写一篇论文 ，然后拿出去发
表，发表了 30 篇 。 最后 ，我把这些论文归拢到一
起出了一本书，叫《文心雕龙三十说》。

我以前给莫言等学生讲过一门课 ，叫 “创作
美学”，讲一些问题时就讨论他们的作品。像莫言
的作品 《红高粱 》，他里面说 “一泡尿撒到高粱上
面，后来变成酒，变成十八里香”。我问他：难道这
是真的吗？ 真实的理解应该是什么？ 你这是文学
的写法还是直接写实呢 ？ 他站在那里说不太清
楚，最后说这是写实的。我说你说得不对 ，然后从
文学角度提出另外一种解释 ， 并给全班学生讲 ，
大家都理解了，那些学生也爱听我的课 。

教师要学习一辈子

一个教师应该把研究和教学融为一体 ，不是
孤立的。如果教学搞一套，研究搞另一套，是不行
的。一个教师要为他的教学、为他的学生着想，他
研究的东西、结果正是学生应该知道的。所以，我
一系列书、一系列文章写的都是跟教学密切相关
的问题，而不是离开教学单做的问题 。

对学生的爱 、尊重 ，还表现在教师行为举止
的各个方面，穿着、外表给人的各种印象。我一直
把上课比喻成“过节”，最好的衣服要在过节的时
候穿。对教师来说，就是应该在上课的时候穿，这
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

我的老师黄药眠、启功对我的影响很大。 大体
来说，他们给我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独立思
考。 遇见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独立思考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教师来讲，他自己就要敢
于独立思考，对学术界大家意见一致的许多东西提
出不同的意见。 举一个例子，黄药眠先生是搞美学
的，什么是美？他说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有问题。因为
美是没有的，刚开始听时，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
没有美呢。 后来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是：美不是孤立
地存在的。 比如在某个深山中、某个原始森林里，有
一丛花在春天开了，到秋天就落下来，但是从来没
有人见过。 我们能说那丛花是美的吗？ 所以美是没
有的。 我们提问，不能提什么是美，而只能提什么是
审美，审美是有的。 什么是审美？ 就是包括把人、人
的感觉囊括进去。 我的教师在私下会说出一些大家
都认同的、而他们却不认同的问题，这种独立思考
的能力会给人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有的教师不善于学习，不善于提高自己，不善于
扩充自己。其实教师这个职业就要学习一辈子，不是
我学习完了才去当教师，而是要边工作边学习，学习
一辈子。 在教学生学习的同时，自己也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