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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观》是一部著名数学家讲
述自己教育理念的书。丘成桐从自己的
家学渊源写起，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重
要时刻，年幼的时候条件艰苦，仍坚持追
求学问；攻克数学难关的时刻，以及从哈
佛大学退休后落叶归根，为中国基础科

学教育培养领军人才的经历和体验。
书中体现了科学家对真理执着追求

的精神、追求学问时感受到的单纯的乐
趣，以及对自己学习方法的概括与总结，
对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具有参考意义。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我的教育观》是数学家丘成桐夫子自
道，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叙说一生探求自
然之美的心路历程。

天赋重要，但不是主要的。父亲之
教，师友之砥砺，学界环境之熏陶，再加
上个人对学问之好恶取舍，独立自拔的
心志与气质，才使他攀登数学的巅峰。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的根本任

务就是引导青少年为学为人。丘成桐先
生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我的教
育观》这本新著中，通过大量生动感人
的故事，讲述了他的求学做人特别是从
事数学前沿研究的经历，并从中凝练概
括出他对于人生、学术和教育问题的一
些基本观点，既有深刻的哲理，又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更有丰富的教育意义。
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入
了解丘成桐先生的学术人生，深入思考
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努力探索当前中国
教育系统性改革的有效路径。

冯志刚（上海中学校长）：品读丘先
生的《我的教育观》，感受最深的是丘
先生知识渊博，有厚重的人文底蕴和真

挚的家国情怀。
“驰骋数学五十载，几何人生报家

国。”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在做学问中
追求真理的热忱，以及将东西方思想融
合，让数学文化的种子在一批批优秀的
中国学子心中生根发芽的夙愿。

丘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他有窥探大
自然深藏的真和美之勇气、智慧与执
着，长期秉承着数学家的志气与操守，
能在数学研究的“有我之境、无我之
境”之间自由驰骋。

《我的教育观》
丘成桐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3月出版

数学家叙说个人心路历程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
体，是一个在时空序列轴上涵括天文地
理、人文历史、伦理道德、政治经济、
文学艺术、习俗风尚等多方面的宏大的
知识体系，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是历史演进中的“人文化
成”。中国的传统节日不仅是知识体
系，也因其蕴含着诸如热爱生命、追求
健康、敬祖孝先、尊老爱幼、弘扬正
义、贵和尚美、团结和睦的中华传统美
德，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与民

族情感的凝结。
传统节日通过特有的符号与仪式以

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超越时空传递
着人间美好情愫，充满着人文关怀，至
今在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文化认同、巩
固民族团结以及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与
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节日与中国人
民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是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凝聚着中国人的
智慧，维系着中国人的情感，是民族文
化的重要代表，是中国极为宝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中国自 2004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
2025年已走过了21年。《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 将“社会实践、仪式礼
仪、节日庆典”列为非遗保护五大类型
之一，并特别强调要“提高人们，尤其
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近年来，全国各地致力于提升节日

遗产的影响力、知晓度、凝聚力、调节
力，在塑造著名节日与节气品牌等方
面颇有成效。如何使传统节日成为传承
民族文化的载体，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
要，是当下民俗节日研究与节日类非遗
保护研究的关键问题。

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所言：“古代
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不仅丰
富了作品形象，其本身也正是珍贵的民
俗学资料。”在社会快速发展与学科所
需的条件背景下，本书以每月一节的讲
述方式，通过对文学、民俗、图像等节
日史料的梳理，借助神话、典故、诗词
等对传统节俗的产生、发展、演进加以
解读，从溯源、演变，到不同节俗的呈
现、展演，再到在现代语境下提出对节
日传统的继承与赓续，最后针对传统节

日的复兴与重建进行节日文化、节日精
神与节日价值的阐述，旨在引领公众重
新认识传统节日，共同参与到大众节日
生活与文化精神的建构之中。

对本书的内容与主旨简要概括，可
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在对传统节日的
历史知识梳理中，构建传统节日的物质
系统与节日文化符号；二是通过对神话
故事、地方志、民俗文献、诗歌典故的
材料挖掘，书写传统节日的仪式与习俗
活动，为大众节日生活作出引导；三是
通过对节日材料的分析与当代社会具体
节日案例的总结剖析，重视传统节日精
神核心的建设，提升公众对节日精神赓
续与节日遗产传承的意识。

《中国节——一年好景君须记》
方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深入认识传统节日
□方云

我对于客家山歌的记忆，最早来源
于奶奶夏夜摇着蒲扇，一边赶蚊子，一
边哼哼的那些童谣。她哼得最多的有两
首，其中一首是《月光光》：“月光光，
过莲塘，捉只鲤鱼八尺长。月光光，去
学堂，骑着白马绕禾场……”

我印象中，奶奶版本的“月光光”没
有定律，欢快还是忧伤，完全视她的心
情而定。奇怪的是，不管她怎样唱，都
让我和弟弟心安，嗡嗡乱飞的瞌睡虫仿
佛听到召唤，穿过蒲扇激起的微漪，在
沉重的眼皮上筑起了安乐窝，蚊帐上大
朵的蓝色缠枝花渐渐模糊成袅动的雾
气，随后我们便在艾绒的芬芳和奶奶低
沉的喉音中，不知不觉间滑入了奇异的

黑甜乡。
所以，小时候，那首在客家地区广

为流传的童谣《月光光》对我而言是屡
试不爽、卓有奇效的催眠曲，又似一棵
珙桐的种子，安静地卧于我脑海，等岁
月之实的果皮腐烂殆尽，遇到合适的温
度与时机，它便顽强地从缝隙里生出根
芽，最终开出满树绚烂的奇花。

这树奇花，在我前年夏天的一次采
访中，猝不及防地盛开在浓浓的夜色
里。那晚，从摇曳的茅草丛、款摆的丝
瓜叶间飘出成百上千金黄色的小灯盏。

“哇，好多萤火虫！”
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未想起囊萤

映雪的成语，更没有忆起抓萤火虫当
光源夜读的晋代好学生车胤与孙康，
而是突然想起了奶奶教我唱过的那首

《萤火谣》：“萤火虫，点灯笼。屁股
尾，火熊熊。南一群，北一丛，飞到西
来飞到东……”

可以这么说，我童年破碎的记忆是
用奶奶的山歌小调和乡野故事串联起来
的。那些生动、优美的旋律牢牢地储存

在我的脑海中，夜深人静时，常在我耳
边低吟或呼啸，有时它还化为一只无形
的小手，用力地捉住我的笔尖，催促我
记下那段忧伤而美好的童年往事。

写写故乡的萤火虫吧，写写儿时听
过的客家童谣吧。

这个念头如同一枚珙桐的种子，深
深地植入了我的心田。我工作后，曾于
20世纪90年代初多次回赣南采风，听
乡民们唱过去的古老歌谣。

记得为了留住两个盲人唱的莲花
落，我利用年假时间，连着3天骑自行
车去乡下录音，结果自行车刹车失灵，
我从斜坡上翻下，手脚擦得鲜血淋漓，
所幸录音机和磁带安然无恙。后来我用
那次采访的素材做了3期介绍客家山歌
的广播专题报道，节目播出后收到了
50 多封听众来信。来自各行各业、年
龄不同的听众，在信中由衷地称赞了那
些散发着泥土芳香、淳朴而又深情的客
家山歌，希望广播电台今后多播放这种
能带给人回味和美的享受的节目，我也
因此受到领导的表扬，年轻的我为此高

兴了好几天，如今仍能记起当时的得意
与雀跃。

遗憾的是，后来因多次搬家和搬
办公室，我采访时留下的 4 盒山歌素
材磁带不知所终，当年的节目播出带
也因老库房的潮湿而毁坏，那些或质
朴生动，或悠扬婉转，或忧伤深情，
或高亢热烈的客家山歌，从此只在我
的心田盘旋回荡，而那群在童年旧居
前飞舞的萤火虫，也只在我的眼前摇
曳生姿。

前年夏夜，我与那群萤火虫的相遇
虽未激起天雷地火般的耀眼光芒，却让
那颗深埋在记忆中的种子发出了嫩芽，
并最终在我笔尖璀璨绽放，让我写出了
向客家山歌和童年致敬、向奶奶致敬的

《萤火谣》。希望此书能成为一座让读者
朋友们了解赣南客家山歌和当地风俗民
情的桥梁。

《萤火谣》
温燕霞
希望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萤火虫，点灯笼
□温燕霞

■书事

读过 《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
“男婴笔会”口述实录》后，回顾起那
段日子，又感受到了那些快乐时光，
光照耀眼，思维活跃，充满活力，灵
感闪现。

我们称之为“男婴笔会”的气场。
那是一段回归童年的日子，是身心

对童年的再发现、再思考、再创造。我
们也和孩子一样，寻找幸运花瓣，但对
幸运有了新的认识，幸运常常是一种精
神状态。我们也和孩子一样追逐吹起的
蒲公英，但更羡慕蒲公英飞翔后的降

落，降落到新的土地开放新的花朵。
我们不仅回归童年，更是发现童

年，用我们的身心“养育童年”。
经我们“养育”的童年，给了我们

一种感知童年世界的能力。在“男婴笔
会”期间，这种对童年的感知，让我们所
有的成员（包括编辑） 具有了相互的作
用——引力、共鸣，互相传递着能量。

我们感受着现实生活、童年成长的
快乐与困惑，将这个物质的世界看得更
清晰。但是“男婴笔会”的气场，让我们
超越了物质的存在，提高了我们的精神
力，让我们用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方
法创造着一个新的童年世界。我们用语
言、绘画再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物质的
世界，这个世界，是用语言、色彩、声音创
造的，是幼儿文学一种综合的艺术形
式。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中的文学。它
的灵魂是诗意。诗意不仅仅是艺术的表
现，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男婴笔会”的气场，就在于它让
我们共同感受到了诗意的魅力，并把这
种魅力融进孩子的精神世界中。我们没
有说教，没有训诫。我们用诗意的表达
传递着一种隐秘的力量，它是一种能
量、一种质量。

“男婴笔会”展现的气场，是一种
童心的禀赋，是对生命，特别是童年生
命的热爱、理解和尊重。

我想起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
“我试着给孩子写点东西，死而无悔。”

由他的“无悔”，我想起了我们的
欣慰：五位现在平均年龄已经七十六点
二岁 （他们还以为自己才七点六二岁）
的“男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
直并肩给孩子写故事，同时，他们自身
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由我们的“欣慰”，我又想起另一
些人的辛劳：首先是李学谦先生。在我
们的对谈中，我们回忆着、口述着；如

果说我们的口述是口语式的，那么李学
谦的提问和整理，便使这本书具备了思
辨式和哲学式的语汇，这也是这本书的
价值所在。

还有辛劳的另一群：李学谦花了大
量的时间，多次采访“男婴笔会”作
家，接力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唐玲、于
露、曾先运、王燕、熊慧琴一直在跟随
工作，张晓楠和“中少大低幼”王志宏
等编辑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历史图片和资
料，画家友雅在瑞典精心绘制了封面插
图，使《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男
婴笔会”口述实录》得以成书。

希望这本书对于幼儿文学创作理论
研究和出版有益、有用。

《幼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男婴
笔会”口述实录》

李学谦 撰写 “男婴笔会”口述
接力出版社
2025年2月出版

感知“男婴笔会”的气场
□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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