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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文素质与背诵《论语》《道德经》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说：文理分科只能教出“1/4个人”，这话说得不错。现在教育 越来越畸
形，为什么自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办起教育来越来越背离马克思所说的要培养 全面发展的
人呢？真是咄咄怪事。

文理分科，始自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一切向苏联学习，把以前办得还不错的高等教育 搞了一
个院系调整，这一大手术伤筋动骨，有些院校至今没有缓过劲来，以清华大学最典型。 许多研
究性的大学，办成纯理工、甚至是纯工科的大学，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应付全国统一 的高考，
于是在高中阶段开始文理分科。我是1957届的高中生，在1959年就开始了文理分科。 这种做法
不仅在高中时代就剥夺了学理工的同学接触人文学科的机会，而且到了理工科大学 或纯工科的
学院（如北京的八大学院），再也感受不到人文的气息，一天与符号、公式打交 道，培养了许
许多多单面人。

这些年来，许多有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的老教授谈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而喜欢津津乐道 数学家
苏步青如何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地矿学“开山大师”丁文江，如何广泛涉猎人文 学科领域，
对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我想，杨 叔子先生大约
就是这一类理工科教授，不同的是杨先生不仅感慨，而且还在积极地致力于改善。

然而改善理工科学生人文素养，提高人文科学生的科学理念、科学兴趣绝不是一朝一夕 的，也
不只是少数高校教授的事，甚至不单纯是学校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人文素质应该 从孩子的
学前就受到关注，家庭是第一关。当然不是逼迫孩子学这学那，而且家中有一 种 文明氛围。
建国五十多年来，受教育面扩大了，受教育的人大大增加，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 然而，为什
么我们的感觉却是文明下降了呢？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用杨先生的话说怎么就少了点“文
气”呢？关键在于人文素质的降低，这不仅体现在学校里，更多的还反映在社会上。
提高人文素质要从小学做起。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50年来中小学文科教育之弊， 其中
提到过去我们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然而，语文难道只是单纯地教学生写文章吗？ 我认为
不是，语文课应该担负起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举凡传统上优美的诗文，古今中 外进步
的、具有博大爱心的、有代表性的著述都应该让孩子接触到，篇幅巨大的也可以做一 些节选，
哪怕尝鼎之一脔。中小学教育有12年，长久地浸润其中，其素质必然会受到熏染。 到了大学我
主张无论文理医农都要有“大一国文”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从成年人的角度理解 人文精神，培植
人文素养，懂得社会的责任。读这些多了，必然是心胸开阔，“腹有诗书气 自华”，杨先生说
的“文人气”也就来了。过去研究性的大学所实行的通才教育也是建立在 有一定人文素养的中学
毕业生基础上的。几十年前痛批过通才教育，后来好像也未为之正名。

当然，这些说起来，好像有些迂缓，但人文素质的“素”，正像《中庸》所说“素富贵 行乎富
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素”一样，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把外在的东西变成一个人 内在
的“气”，而且能向外发散，这需要长期的浸润熏染。用一些机械方法让他口诵、默写、 甚至倒
背如流，大约也只是“入乎耳，出乎口”，“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我欣赏杨叔子先生一些惊世骇俗的大胆作为，例如，他要求博士研究生在上台答辩前先 要背
《老子》，后又增加背诵《论语》前七篇。过不了《论语》和《老子》关，休想从他手 里毕
业。这些反映了他对单面的畸形教育的挑战。实际上，这种不满是许多人都有的，大家 只是说
说就算了，可贵的是他就敢把这种不满化为行动，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施。如果这种 做法作为
象征性的行动是值得张扬的，但对他的博士生人文素质提高有多少帮助、对整个教 育中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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