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需要宽松的教育环境

周有光

我不认为读了文言文就能写好文章。要先

把白话学好，再学文言。白话文言二者语法是

不一样的。你一会儿文言，一会儿白话，文言

学不好，白话也学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乱了。

领袖人才是很难培养的，中国需要宽松的教育

环境。

记者：您“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请问您所受的学校教育和教过

您的老师，对您形成这种不断思考的习惯是否有影响?

周有光：应该说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

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

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

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

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他说读报

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

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

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记者：现在不少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不喜欢上学。当初您对学习浓厚的

兴趣、旺盛的求知欲是如何培养的?

周有光：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

强的。现在的教育负担太重，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

土壤。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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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

轻松，也很快乐。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

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

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

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

习，接受教师的教育。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

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

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

书。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

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

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

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

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

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记者：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现在许多人认为，知识爆炸时代学得越多越好。

周有光：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一个人有空余时

间才会去思考。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

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他是

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

看。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我想

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

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

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

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

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语文改革也是如此。

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20 世纪 50 年



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

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所

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

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小学生文字水平普遍下降。现在中小学又非常

提倡古汉语、古诗词的教学，社会上有人还搞古诗词诵读工程。这种现象同语言

现代化建设是否有矛盾?

周有光：我不认为读了文言文就能写好文章。《光明日报》记者问我如何

看待有人提倡文言这件事?我说 21 世纪提倡文言是时代的错误，要先把白话学

好，再学文言。白话文言二者语法是不一样的。你一会儿文言，一会儿白话，文

言学不好，白话也学不好，反而把小孩子搞乱了。克林顿当年拿出 15 亿美元投

资教育，让孩子 8岁过阅读关，实际上美国的孩子 6岁就能看很高水平的杂志，

如果用古代语言就做不到。我认为，你可以学古代的语言，但要选修。古汉语不

是基础教育的内容，是大学生学习的一种专业，非专业的人不用学很多的古汉语，

接触一点就可以了，但白话文一定要学好。从教育的角度看，是先了解现代，再

了解古代，而不是先了解古代，再了解现代。你白话学好了，古代的东西就可以

自动学了。举个例子，我受邀请去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小学生就用铅笔，不用毛

笔、钢笔，因为写字方便。书法是一种艺术，是少数人的事，不喜欢就不用学。

写字是每一个人必须掌握的本领。日本教育注重实用书法，中学生也不用毛笔写，

只有搞艺术、搞书法的人才用毛笔。

记者：日本的教育跟中国相似，但现代日本的教育支撑了比中国发达的科

技，发明创造也多，问题出在哪里?

周有光：在科学方面，美国重视基础科学、发明创作多，日本重赚钱快，

发明很少。在教育上，我们要很好地学日本，日文跟中文相近，日本语文教育和

我们相近，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语文教育上耽误了许多时间。我们的语文跟美

国差别大。当然，美国、日本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学。

我还想谈谈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我的曾外孙 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

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



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

是强迫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我在中学时，每学

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

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

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

个完整的教育。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

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

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记者：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

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

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周有光：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

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

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沈从文早年很

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

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

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记者：您认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是什么?

周有光：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

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

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记者：您从小上新学堂，大学上了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海外，30 年代到了

日本，40 年代再去美国，1949 年回国。这种复杂的经历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一

些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造就了一代学者在学识上融通古今中外，品格上突显独

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意志。您认为我们现在教育应该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面向未

来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学习西方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

周有光：我为什么要写文化的文章呢，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



化，这是不对的。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

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

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古代

没有现代文化，它是 19 世纪慢慢形成的。今天是全球化时代，必须是全球化文

化，以国际现代文化为主，国际现代文化是大家共同的，这是文化的主要方面。

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

具有本国特色的。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

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我写了篇《漫谈西化》，

专门谈这个问题。中国所讲的西方，最早是指西域，后来是西天(印度)，最后才

指西欧，这是三个西方。糊里糊涂说西方文化是不对的。中国是三个“东方”之

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

来自欧美，3/4 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

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我们现在处于

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一个人

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

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学是反宗教的，两者矛盾，但我知

道很多生物学家都去作礼拜，信上帝。

记者：最后，大家都想知道，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如何

做到保持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现在的老师很辛苦，压力

很大，很多教师身心处于亚健康状态，你能否给教师传授一些“秘方”，以拥有

健康的体魄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周有光：一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

人超过前人的。二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

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原载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