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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世象管见

随思录

沈海涛 绘行路难

陈鲁民

“你累吗？累就对了。”是时
下流行在“打工人”中的一句
话。

话糙理不糙，这就是很多人
必须面对的现实。天上不会掉馅
饼，不累咋拿出产品，完成任
务？不累谁给你发薪关饷，靠什
么养家糊口？不累社会怎么进
步，民族怎么腾飞？可以这样
说，如果一个民族正值奋斗的中
青年都没感觉累，都活得很舒
服，优哉游哉，这个民族肯定是
没有前途的。

该累的人一定要累，国家才
有活力，民族才有未来；不该累
的人一定不能累，活得安逸舒
适，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状
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
不论再累，看到孩子红苹果似的
笑脸，听到孩子稚气的话语，满
身劳累也会一扫而光。为了让我
们的父母广场舞跳得更欢快，夕
阳红唱得更动听，工作再累也是
高兴舒坦的。

累是相对的，今天的劳动强
度比起以前要轻太多了。农业劳
动中，机械化已大显身手，从种
到 收 ， 无 所 不 能 ，“ 锄 禾 日 当
午，汗滴禾下土”早已成了古诗
词中的记忆；工厂里自动化程度
也越来越高，机械手、机器人正
在承包那些重活脏活。

读书累不累？那也因人而
异。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囊萤
凿壁，日复一日，寒来暑往，说
不累是假。但也有些学生，无心
向学，迷恋电子游戏，逃课、作
弊、挂科，一点也不累。可等待
他们的是什么，谁都知道。

一个人说我很累，可能有两
种情况：一是确实拼得很累，朝
乾夕惕，夜以继日，殚精竭虑，
孜孜矻矻；二是怕苦怕累，工作
强度稍大一点，就叫苦连天，无
病呻吟，仿佛自己是天下最累的

人。前一种可以考虑缓一缓，做
到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后一种
要么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努力适
应劳动强度，要么辞职回家，啃
老或吃低保——那也是有条件
的，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的。

“舒适是留给有钱人的。”这
是流行在“打工人”中的又一句
话。话虽残酷却也不错。不要忘
了，绝大多数有钱人也是从劳累
开始的。当年马云骑着三轮车在
街上吆喝卖书，柳传志在中关村
摆地摊，俞敏洪满北京忙着代课
挣钱，又何尝不累？倘若你羡慕
他们今天的舒适荣耀，就先学学
他们昔日的拼搏劳累吧。

一个青年如果觉得很累，那
就对了，说明你在登攀，在拼
搏，在为未来奋斗；如果没感觉
到累，每天都轻松惬意，那就麻
烦了，说明你在滑坡，在虚度，
有没有明天都不好说。天底下哪
有不累的工作？当然，不投入，
不用心，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这样的员工确实不
累，但不会有哪个老板重用他。

也有些人喜欢财富神话，总
幻想轻轻松松一夜暴富，因而社
会上关于“躺赚”的话题也一直
热度不降，躺赚平台、躺赚项
目、躺赚模式、躺赚助手、躺赚
攻略、躺赚培训班等信息，每天
都在高频率地轰炸我们的眼睛耳
膜。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蒙骗
虚诳。常识告诉我们，不论什么
时代，绝大多数人还要以辛勤劳
动为生，靠吃苦受累来积累财
富，只有极个别人会实现几何量
级的发财速度，属于可遇而不可
求的小概率事件。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打
工人”能够坦然面对劳累工作，
在平凡中蕴含不甘，在卑微中显
示坚强。尽管压力山大，他们依
然对生活和职场怀抱美好，既有
认清真相的清醒，又拒绝放弃追
求，既有不时焦虑，也有积极迎
战。可以肯定，他们的明天会比
今天好，因为未来不会辜负不辞
辛劳的人。

累与不累

吴启钱

人类以个体存在，在群体中
生存，故而人类生活有公共生活
与私人生活的区别。在公共生活
中，人类的目标是活力，以让群
体生生不息，社会欣欣向荣；在
私人生活中，人类追求的是安定
康宁，以让个体摆脱焦虑，得享
尊严。在公共生活领域，游戏规
则和边界要明确清晰，运作过程
要透明，不能神神秘秘，少数人
暗箱操弄；在私人生活领域，行
为要有所隐讳，不能“一丝不
挂”，毫无隐私。

这就是“公要明，私要隐”。公
开透明成为政治文明的标尺，为
私而隐则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
尺度。

据学者研究，“隐私”一词在
我国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当
时的意思是用衣服，把人的私处
隐藏起来。笔者认为，与衣服的

“遮羞”作用一样，七千年前人类
在河姆渡盖棚搭屋，也有遮蔽家
庭及其成员隐私的功能，保护家
人的生活安宁。西谚所谓家是“风
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
方，既为保护私有财产，也为确保
隐私。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
也含有隐私保护之意。

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中，真
正享有隐私权利的只是少数人
群。比如，孔子在编纂删定 《春
秋》 时，就定下了“为尊者讳
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的原则。他认为，那些长者和有
身份地位的人，丰功伟绩可以大
讲特讲，而他们干过的不太体面
的事和坏事则应该隐讳。孔子还
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臣为
君隐”作为正直之人的道德要求
与 品 格 内 涵 ， 并 把 它 上 升 到

“礼”这样一种制度文明的高度。
真正把隐私作为普通人的基

本权利，把私隐作为全社会的基
本行为准则，则是社会文明尤其
是法律文明发展到当代的产物。

我国 《民法典》 第 1032 条
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

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
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也就是说，
自然人私人的事情，比如我们的
身体、身份、名誉、肖像、个人
收入、个人经历、与他人权益、
与公共利益等无关的行为等，如
果没有被自行公开或者合法公开
的 ， 都 处 于 法 律 的 保 护 之 下 。

《民法典》 第 1032 条第二款将隐
私界定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这
表 明 ，《民 法 典》 规 定 的 隐 私
权，保护的是自然人，也就是包
括我和你在内的所有普通人的隐
私。

法为私隐，是因为人无隐私
不立。如果没有私隐，人就会丧
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或不做某
事的自由。试想，如果你知道你
的房间被别人监控，你会穿着内
衣或者说赤身裸体走来走去吗？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
被别人知道，你肯定会“规范”
自己的行为，把个性伪装起来，
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这样的
结果必定是千人一面、千篇一
律、整齐划一。

另一方面，私隐更有现实的
需 要 。 1890 年 ， 美 国 学 者 指
出：“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人
们也对公共场合更为敏感，独处
与隐私之于人更是必不可少。但
如今的新闻报刊和各类发明，侵
害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
痛苦和困扰，较之纯粹身体上的
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100
多年过去了，这样的状况不仅没
有改善，在某些方面还在恶化。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监控手段的
升级和滥用，让人们普遍处于无
遮挡的暴露状态。不要说明星、
名人等公众人物，我们普通人都
难有私人生活的安宁。比如，在
笔者写这篇短文的两个小时里，
推销骚扰电话就来了三四个。

隐私是一种边界设定，私隐
是一种行为设定。我们需要为私
而隐，这不是为了隐瞒错误，而
是要确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
格边界。有了这个边界，我们才
有作为人的尊严，才有私人生活
的安宁。

“为私而隐”是文明

20 世 纪 30 年 代 ，
国内幼教界有“南陈北张”之

称。“南陈”即陈鹤琴，中国现代幼儿
教育的奠基人；“北张”即张雪门，中国现

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
张雪门 （1891—1973），宁波鄞县 （今鄞州

区） 人，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幼儿教育事业，他的
幼儿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影响
巨大。张雪门在幼儿教育目的、行为课程和师资
培养等方面的论述，至今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
研究和借鉴。同时，他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几

十年如一日为幼教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
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工作作

风，也值得我们学习。

张雪门和孩子们在一起张雪门和孩子们在一起 晚年张雪门晚年张雪门

张雪门张雪门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赵宁善

宁波办学

张雪门原名显烈，字承哉，幼
年饱读四书五经和大量古诗文，国
学功底深厚。1911 年毕业于浙江
省 立 第 四 中 学 （现 宁 波 中 学）。
1912 年，22 岁的他出任鄞县私立
星荫小学首任校长。

张雪门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
育产生兴趣，到沪宁一带参观了
30 所 幼 稚 园 （幼 儿 园 旧 称 ， 下
同），目睹当时一些日本式的蒙养
园或教会办的幼稚园对幼儿奴化式
的教育，深感痛心，遂立志投身幼
教。1918 年，他与几位志趣相投
者，在鄞县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
办的星荫幼稚园，并任园长，开始
了对幼儿教育的探索实践。

办学过程中，张雪门深刻意识
到办好幼稚园的关键在于师资，培
养理想的幼儿师资非常重要。1920
年 4 月，他创办了宁波市第一所幼
儿师范学校，名为“星荫幼稚师
范”，从此开始了他的幼稚师范教
育工作。

见习实习幼稚师范教育思想，
是张雪门幼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幼儿教育研究主要有两类实验
园地，一是幼儿园，二是幼儿师
范。张雪门认为，如果我们研究幼
教仅限于幼稚园的教育，抛弃了师
范教育，这无异于“清溪流者不清
水源，整枝叶者不整树木，绝不是
彻底的办法”。他注重让学生把所
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把见习
和实习放在突出的位置。

张雪门让师范生利用半日制幼
儿园的设备办平民幼儿园，经常到
幼师所属的中心幼儿园开展各种实
习活动；借用一些蒙养院、小学、
幼儿园扩大实习场所，让师范生均
有机会从事各种办学及教学活动。

张雪门还改革了幼师教育，将
“实习”贯穿于学习过程中。第一
是参观，时间为一个学期，用以培
养幼稚师范生对幼稚园的基本观
念；第二是见习，时间为一个学
期，就是把师范生从参观中所得的
经验，再经过一次行为的表演，使
他们认识更清楚，观念更坚定；第
三是试教，时间是一个学年，让师
范生参与幼稚园教学业务活动，给
他们一个较长时间独立负责的机
会；第四是辅导，时间是一个学
年，让师范生从实践中认识教育的
真正价值，并在辅导中培养他们坚
贞卓绝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潜心钻研

1924 年，张雪门进入北平大
学任职员，并在教育系旁听学习。
一次偶然机会，发现福禄培尔 （德
国著名教育家） 讲义的残页，开始
了对福禄培尔的研究，并决心一年
研究福禄培尔，一年研究蒙台梭利

（意大利教育家），再一年研究世界
各国的幼稚教育，然后以毕生精力
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幼稚教育。

就是这样坚定不移的从事幼教
工作的决心，促使张雪门努力研究
国外幼稚教育，从幼稚园课程入
手，在儿童生活中获取材料，编制
幼稚园课程。1926 年，他在 《新
教育评论》 上发表 《幼稚园第一季
度 课 程》， 引 起 幼 教 界 人 士 的 关
注。同年，著作 《幼稚园的研究》
在北新书局出版。这可以说是张雪
门探索幼儿教育中国化的最早尝
试。

当时，张雪门曾根据教育目标
的不同，把中国的幼稚教育分为四
类：一是以培植士大夫为目标的幼
稚教育。清末仿效日本办理的蒙养
院就属于这一类。他曾这样描述：

“ 在 这 种 教 育 底 下 ， 儿 童 是 被 动
的，双方都充满了压迫的苦闷。所
学的是零零碎碎的知识技能，都是
浮面的，虚伪的，日子稍久就立刻
忘怀了。”

二是以培养宗教信徒为目标的
幼稚教育。他指出，教会办的幼稚
园，其教育目标是以培养基督教教
徒为标准，力图通过宗教教育奴化
幼儿。

三是以发展儿童个性为目标的
幼稚教育。他指出,从意大利和美
国传入我国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
育，能够使儿童有最大、最多的思
考机会。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
认识到这种观点完全不适应我国当
时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认为教育
如果不考虑社会需要，那就没有多
大效果。

四是以改造中华民族
为 目 标 的 幼 稚 教 育 。

他 认 为 教 育 是 改 造
中 国 的 关 键 ， 而

幼稚教育应居其
始。应通过教
育“培养国民
生 产 的 习 惯
与 兴 趣 ， 团
结 的 能 力 ，
客 观 的 态
度 ， 自 动 的

精神，并唤起
民 族 的 意 识 及

反帝国主义的情
绪”。

所以，张雪门提
出改造中华民族的幼稚

教育有四项具体目标：铲除
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民族的自信

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
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
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

传播理念

基于这种认识，张雪门主张幼
稚教育必须得根据三条原则：中国
的传统文化、国家民族的需要、儿
童的心理发展。因为这样才能培养
儿童的伦理观念、民主生活和科学
头脑。他认为幼稚教育的目标必须
随时代的前进而改变，符合时代的
需要和造就中华民族优秀的新一代
的要求。

1927 年，张雪门创办艺文幼
稚园，并组织人员参观孔德、艺文
两处幼稚园的设备及教学活动，以
此引起整个教育界对幼儿教育的兴
趣和关注。1929 年，创办孔德幼
稚师范，并提出“骑马者应从马
背上学”的口号，采取半日授课
半日实习的措施。为彻底贯彻这
一措施，在孔德幼稚师范自办幼
儿园，还借了一所蒙养园供师范生
实习。

1930 年，张雪门创办北平幼
稚师范学校，并依据“教育即生
长”的原则和“做学教合一”的
原理，开始了全面的幼儿教育实
验活动。当时正值行为主义学说
在我国传播，他也在此时开始了
对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张雪
门先后在 《幼稚教育概论》《幼稚
教育新论》《新幼稚教育》 等著作
中，对幼稚园课程问题进行了专门
探讨。

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的基本思
想就是：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
程。强调通过儿童的实际行为，使
儿童获得直接经验；同时要求根据
儿童的能力、兴趣和需要组织教
学，主张采取单元设计的方法，打

破各种学科的界限。
在 《幼稚园的研究》 一书中提

出：“课程是什么？课程是经验，
是人类的经验。用最经济的手段，
按有组织的调制，用各种的方法，
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动。”同时
指出：“幼稚园的课程是什么？这
是给三足岁到六足岁的孩子所能够
做而且欢喜做的经验的预备。”

在 《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 一
书中，张雪门解说什么叫行为课
程：“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
子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
课程。”他认为这种课程“完全根
据于生活，它从生活而来，从生活
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
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

延续事业

1937 年 ，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日本占领北平，张雪门毅然离
开北平，将北平幼稚师范迁往桂
林，开办了“北平香山慈幼院桂林
分院”“广西幼稚师范”，并担任校
长。随后他辗转到陕西城固、重庆
等地，继续幼教事业。

抗战胜利后，张雪门返回北
平，想要重新开办北平幼稚师范，
但原校址已改办女三中，无法发
还。张雪门应中国台湾地区友人之
邀，离开北平前往台湾，继续他的
幼教事业。

1946 年 7 月，张雪门创办台湾
省儿童保育院，后更名台北育幼
院，任院长。1952 年，由于身体
原因，张雪门离开育幼院，居住在
台北郊区北投大屯山麓之石室，勤
奋写作，并认真辅导从事幼儿教育
的来访师生，设计幼稚师范教育实
验区。张雪门在台湾历任 62 所幼
儿园顾问，并作幼儿教材教法和幼
教改革专题讲演。在报纸上主办幼
教专栏，台湾人民尊敬地称他为

“幼教巨星”。
1960 年 ， 张 雪 门 突 患 脑 病 ，

半身不遂，在眼睛几乎失明和手脚
失灵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意志与
病魔搏斗。他借用放大镜，一天只
能写几十个字，仍完成了 《幼稚教
育》《幼儿课程活动中心》《幼儿无
际论》《实习三年》 等多部专著，
为我国幼儿教育留下了极其宝贵的
财富。

张雪门晚年客居台湾，但他心
系大陆，曾作 《芙蓉》 一诗：“未
向园林添艳色，时从来客探芙蓉。
年来心似秋光淡，却忆西山一片
红。”西山即北京香山，诗中深情
抒发了他对北京的怀念。1973 年 4
月 18 日 ， 因 脑 病 复 发 ， 抢 救 无
效，张雪门在台北市立和平医院逝
世，享年 8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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