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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娃娃读古诗 读的是人

让娃娃读点古典诗词，是许多年轻父母的共

同选择。那么，为什么要让娃娃读诗，而且是读

千年以前的古人所写的唐诗宋词呢？有人说娃

娃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全用来游戏未免可惜，不

如让他们提前学点知识。而且娃娃的记性好，不

乘此时多读多背，长大后再读为时太晚。但还有

更重要的原因。

提升语言能力

首先，娃娃读古诗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提升

语言能力。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

娃娃先是牙牙学语，然后进入学校连学十多年的

语文课，都是为了掌握这种本领。让娃娃读点古

典诗词，就是学习语言文字的最佳手段之一。孔

子说：“不学诗，无以言。”金圣叹说：“诗非异物，

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

说话耳。”流传千年的诗词精品就是说得格外精

彩的话语，娃娃从小读点古诗，进而熟读成诵，就

能学到最高级的说话技能。

比如春天是最可爱的季节，我们如何指点娃

娃用语言来描写春天呢？如果你在初春带着娃

娃走进公园，娃娃眼尖，他会敏锐地发现远处的

小草一片青青，近处反倒看不见。此时不妨与他

们一起品味韩愈的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

果你们看到柳条缀满嫩叶，就可读读贺知章的

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如果是暮春的清晨，夜雨初歇，娃娃从一

片鸟鸣声中醒来，则可读读孟浩然的

《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假如娃娃

进而问起园子里的海棠花怎样了，

则李清照的词句是最好的回答：“应

是绿肥红瘦！”还有什么语言比这些

名篇名句更加生动、优美、准确呢？

更何况古典诗词在语言形式上最大

程度地体现着汉语汉字的美学功

能，比如文字上的对仗，音韵上的平

仄，如果娃娃自幼熟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或者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塞下秋来风景

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那就从小在语感上掌握了

对仗、平仄的奥秘。

其次，娃娃读古诗容易为人忽视的好处是道

德修养方面的培养和熏陶。儒家一向倡导“诗

教”，也即诗歌的教化功能。五四运动以来，人们

对这种教化功能进行猛烈的批判，似乎一谈教化

便会扼杀自由、泯灭个性，其实这是对儒家精神

的误解和歪曲。孔子教育弟子，以德行为先。但

是他以“六经”为主要教材，“六经”中的《诗》与

《乐》都属于文艺的范畴。孔子为何如此重视道

德范畴之外的诗歌与音乐？一言以蔽之，都是为

了培养弟子的品德修养。

在孔子看来，诗歌与音乐的主要功能不是娱

乐，而是教化，它们是修养道德、陶冶性情的利

器。现在大家都强调要让中华传统文化进入中

小学校园，不少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或增

加制作陶瓷、辨认中药材等课外活动，这些固然

重要，但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看，加强“诗教”可

能是更加切实可行的重要手段。

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中华诗教传

统中的经典作品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

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它们深刻地影响着

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在陶冶情操、

培育人格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阅读古诗，让娃娃感知鲜活的生活情景与优

美的审美意境，其过程犹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的春夜好雨，种种启迪，种种熏陶，都会不

知不觉地沁入心肺。这就是“诗教”的神奇之处！

最终目的就是读人

或许有人会问：古典诗词的内容都是积极健

康的吗？都适合娃娃阅读吗？当然不一定。但是

娃娃能读到的古诗都是选进历代选本的经典名

篇，他们不可能接触到古诗中的糟粕。《诗经》是中

国最早的诗歌选本，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所谓“无邪”，意近今人所说的积

极健康。后代著名选家无不遵循“思无邪”的原

则，经过他们的反复删选，早已把那些不够纯正或

虚情假意的作品淘汰无遗，大家可以放心阅读。

虽说当今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中也有230多

首古典诗词，但一来总数嫌少、遗珠甚多；二来课

堂上的学习往往受到考试、升学等“诗外功夫”的

干扰而缺乏涵泳体会，我们还是需要让娃娃加强

课外阅读。还有，最好让娃娃在学龄前就开始阅

读，家长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启蒙教师。试想，

如果娃娃自幼熟读孟郊的《游子吟》，他怎会对含

辛茹苦地养育着他的父母毫无感恩之心？娃娃

读了宋人孔平仲的《代小子广孙寄翁翁》，他怎会

毫不思念尚在农村老家的年迈的爷爷奶奶？

娃娃读了杜甫的《天末怀李白》及李白的《闻

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他怎会不关心家中

发生事故的幼儿园小朋友？娃娃读了杜甫的《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怎会对附近街道上的清洁

工或菜场里的小摊贩毫无同情之心？娃娃读了

李绅的《悯农》，他怎会随意浪费餐桌上的饭菜？

娃娃读了骆宾王的《咏鹅》及杜甫的《舟前小鹅

儿》，他怎会不对弱小的生命心生爱怜？

娃娃读了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及辛弃

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他怎会不热爱美

丽的大自然？娃娃读了汉代无名氏的《长歌行》

或唐诗《金缕衣》，他怎会不珍惜转瞬即逝的宝贵

时间？娃娃读了黄庭坚的《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

请予赋诗》及杜耒的《寒夜》，他怎会不明白书斋

生活远胜于灯红酒绿？……

读诗的最终目的就是读人，阅读古典诗词的

最高境界，就是透过文字来走近诗人。等到娃娃

读的作品逐渐增多，他就会认识那些人品一流的

大诗人。清人沈德潜说得好：“有第一等襟抱，第

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优秀的诗词选本向

读者推荐的正是那些具有第一等襟抱的诗人，他

们的作品都是第一等真诗。先秦的屈原，晋代的

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辛

弃疾，他们都是人品一流的伟大诗人，他

们都在作品中敞开心扉与后代读者赤

诚相对，读者可以通过读诗来感知诗

人的心跳和脉搏。让娃娃从小与

这些人物结为推心置腹的好友，

难道不是父母们求之不得的天

大好事？

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

华”，此话从正面肯定娃娃读

诗的益处。如果娃娃自幼阅

读古诗，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

几分书卷气，他的待人接物都

合宜得体，自然气象高华，不同

凡俗。 据《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