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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与教育齐飞　　李镇西　　那天和女儿聊天，我说：“爸爸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后来当
了教师，我便把文学这种业余爱好融进我的专业，于是我有了一点成功的感觉和许多职业的幸福。
”的确如此，现在的我既是四川作家协会的会员，又是中学语文教师，呵呵，感觉真不错。
　　我曾想，如果我单纯搞写作，很难成为优秀的作家；如果我单纯搞教育，也未必成为优秀的教师
。
现在我当然也不能说我是“优秀的作家”或“优秀的教师”，但是，会点儿写作同时又懂点教育，我
就成了作家中会教书的，也是教师中会写作的。
　　十五年前，我曾应某语文教学杂志之邀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把文学梦托付给教育》。
其中有这样的话——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知青农场填报的志愿虽然全是“师范学院中文系”
，但我看重的并非“师范”而是“中文”。
从小学起便在学校大批判专栏上“发表”过大量“东风万里红旗飘”之类“诗歌”的我，自以为是“
文学爱好者”，理应进“中文系”深造。
但是，当时我很少会想到，那“动机不纯”的“师范”二字将决定我后来的人生走向，而“中文”则
似乎永远不过是一个“文学梦”而已。
1982年2月我已经分配到了中学，心里却还惦记着如何把我“创作”的一篇反映实习生活的“中篇小说
”变成铅字，以期引起哪位“文坛伯乐”的注目，然后把我这颗“文学新星”调到文联或作协。
但是，充满蓬勃生机的校园生活，使我身不由己地融进了学生之中，并真诚地爱上了他们。
我当然仍有点不甘心放弃“文学梦”，但是，对学生的钟爱不能容忍我因对“文学”的追求而对每一
堂课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敷衍塞责！
更何况，在学生的身上我渐渐发现教育其实有着不亚于文学的魅力！
我应该也可以把“文学”与“教育”融为一体。
　　是的，“教育其实有着至少不亚于文学的魅力”！
　　现在，我从教快三十年了，我对此依然深信不疑，而且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岂止是“不亚于”，
文学与教育简直就是相通的——　　文学如教育一样，着眼于人的灵魂，追求心灵的感动与激荡；教
育如文学一样，充满激情、浪漫、意趣。
　　文学如教育一样，力求把人引向真善美，引向伟大、深刻与崇高；教育如文学一样，震撼人心，
催人泪下，荡气回肠，余韵悠长。
　　如玉一般的赤子之心，如水一般的纯净灵魂，如山一般的英雄梦想，如海一般的浩渺胸襟⋯⋯文
学都具备。
　　诗歌一般的激情燃烧，戏剧一般的跌宕起伏，小说一般的惊心动魄，散文一般的从容优雅⋯⋯教
育均拥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反之亦然。
　　我还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作家与教师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生命的理解，并影响着生命的质量
——　　作家以自己的作品影响无数的读者，让自己的思想与情感通过文字进入读者的精神世界；教
师将每一个孩子当做自己的作品，在每个孩子身上倾注热情，挥洒生命，帮助他们把人生变成一首隽
永的诗或一篇厚重的小说。
　　纯真，激情，妙趣，敏锐，深刻，浪漫，智慧，责任⋯⋯这是教育的要义，也是文学的元素。
“浓妆淡抹总相宜”“道是无晴却有晴”“为有源头活水来”“润物细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是文学的表达，也是教育的境界。
　　2010年2月我在新加坡讲学，新加坡同行问我：“为什么您的教育经历中有那么多的感人故事？
”我说：“任何一个教师，只要他用心做教育，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充满许多传奇！
”比如，面对一个后进生，无论多聪明的教育者，也无法预料明天他会给自己惹什么祸事。
教育的悬念由此埋伏，这增加了教育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教育的某种乐趣。
我们期待着每一天的“悬念”，进而研究、解决不期而遇的“悬念”，享受解开“悬念”后的喜悦，
并将一个个小事件小细节小感悟等等及时记录下来，然后又期待着下一个“悬念”⋯⋯这是一个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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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有时候甚至是惊心动魄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我们和学生一起在创作教育故事和生命传奇。
这是文学的韵味，也是教育的魅力！
　　我的许多著作，比如《爱心与教育》《心灵写诗》等等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这是文学呢，还是教育？
　　有些东西真的是说不清楚。
当我梦寐以求想当“浩然”（我少年时代唯一存在的作家，当时中国很多作家都被打倒了）时，命运
让我当了教师。
当我放弃当作家的念头，专心致志地上课带班时，波澜壮阔的教育生活却让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
我写下一首首献给可爱孩子们的抒情诗，写下一篇篇表达我火热情怀的散文，甚至出版了一本本记录
我教育故事的著作：不仅仅是我的《爱心与教育》《做最好的老师》《走进心灵》《风中芦苇在思索
》《怦然心动》《心灵写诗》等三十多本引起同行共鸣的著作，还包括没有正式出版但真实记录我和
学生共同生活和青春风采的《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花开的声音》⋯⋯这些作品对我和我
的学生而言，是一段生活的定格，一页历史的缩影，一种精神的凝固，一份情感的珍藏，一簇创新的
火花，一道理想的光芒，一串记忆的珠宝，一束青春的花朵。
它们既是教育的，也是文学的。
　　更何况，无论是作家还是教师，共同的身份为“知识分子”，共同的责任叫“使命”，共同的理
想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让文学与教育携手共进，越来越成为我坚定的信念。
　　于是，近三十年来，我左手文学，右手教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就这样，理想共初衷一色，文学与教育齐飞，青春和童心为伴，生命携使命同行。
我把一部部撼人心魄的文学作品连同一位位可歌可泣的人类英雄精神巨人铸进孩子们的心灵，用文学
的激情点亮教育的理想，照亮孩子们未来的公民人生；同时，我用手中的笔书写自己的校园故事，让
文学丰盈我的教育岁月，更让我微弱而执著的声音通过文学汇入改革时代的轰鸣潮声。
　　这一套《李镇西文集》算是我教育生活的文学见证，也是我文学表达的教育结晶。
作为教育著述，也许它们谈不上“深刻”，但在我心里，每一句话都如文学般纯真而洁净；作为文学
作品，也许它们算不上“优美”，但在我眼里，每一个字都如教育般严肃而神圣。
总之，无论是把这套著作看做“教育”还是“文学”，其中的每一页都写着两个字：真诚。
巴金说：“把心掏出来。
”我当然不敢和巴金相提并论，但我也的确是把心给了亲爱的读者。
　　我愿意重复我以前写过的两段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我不止一次地庆幸我是一个教师
，因为与青春同行使我的心永远年轻；而且我特别庆幸我是语文教师，因为这使我能用一双“文学的
耳朵”随时倾听“花开的声音”，并把这种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用文字表达出来。
　　挽留青春，珍藏童心；挥洒情感，燃烧思想；从职业到事业，从幻想到理想；手足舞蹈于校园，
心灵飞翔于社会——这就是我的生活！
　　201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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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教育行走：李镇西30年文化行走散文集》是李镇西围绕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在国内外行
走与思考时所撰写的文化散文精选。
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作者以深邃的目光，透过行走中的现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自然景
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在行走中感悟人生，感悟大千世界，感悟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
行走中解读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解读教育与文明史。

　　他是时空的探索者，更是人文思想的探寻者，在丰富的文化联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
理性阐释，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思考的诗化特征。
他的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和教育的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穿越历史的睿智哲思。
这些散文随笔，让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枯荣与沉浮，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良
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具有撼人的力量。

　　《我的教育行走：李镇西30年文化行走散文集》为教师培训、进修、提升自我修养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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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镇西，一位深受孩子喜爱也深深爱着孩子的老师。
1982年2月参加教育工作以来，先后供职于四川省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成都盐道
街外语学校、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成都武侯实验中学。
长期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曾短暂担任成都市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

　　他在语文素质教育、青春期教育、班级民主管理、后进生转化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实践
。
他的教育理念是：“朴素最美关注人性做真教育，幸福至上享受童心当好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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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石室风云回眸　　学者余秋雨在比较北方的长城和西南的都江堰时曾写道：“如果说，长城占据
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指都江堰）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
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
”（《文化苦旅·都江堰》）　　此言极是。
不过，秦汉时代留传至今的财富中，还有一笔遗产同样惠泽于今而足以与都江堰相媲美，那便是成都
石室中学的前身——汉文翁石室。
　　一　　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位于成都车水马龙的市中心——从校门步行到市区中心广场不过10来
分钟，但无论是谁，只要透过干道边古色古香的花墙看到墙内博物馆式的古建筑群时，都会被那富有
汉代建筑风格的教学楼所震撼。
再走近石室中学，人们会看到那殿宇般古朴典雅而又气势恢宏的大门上方，有一块清代留传下来的黑
色巨匾，上面有清代嘉庆二十三年四川总督蒋攸铦所书四个浑厚凝重的颜体大字：“文翁石室”。
这四个字蕴藏着两千多年的厚重历史——这“历史”从黑色匾额上滴落下来，从朱红圆柱上散发开来
，从绿色琉璃瓦上流淌下来⋯⋯人们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扑面而来的文化韵味使闹市中的
人们拥有了一份心灵的宁静与肃然。
　　校门旁边的红墙上镶嵌着一石碑，上面刻着：“汉文翁石室遗址”，提醒着过往的人们：脚下这
块土地，留下过文翁的足迹、王维的足迹、杜甫的足迹、李调元的足迹⋯⋯缭绕于此的教育香火，已
经燃了2144年了，至今氤氲不绝，挥之不去。
　　遥想当年，文翁（名党，字仲翁）就任蜀郡郡守时，不知他是否想到过自己会因参与了两项伟大
工程而芳名百世。
　　西汉当然没有所谓“两手都要硬”的说法，但以今天的观点看，文翁的确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
其物质文明建设的得意之作，当属改造都江堰工程。
现在人们提到都江堰想到的往往只是李冰，其实，都江堰还凝聚着文翁的智慧。
继李冰之后，文翁拓宽疏浚了江道，进一步完善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扩大了灌溉面积，使蜀地的经济
和生产得以欣欣向荣。
如果说都江堰是滋润天府之国千年不竭的血液，那么这汩汩的血流是从李冰和文翁的血管里流淌出来
的。
这应该不算夸张。
　　文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壮举，便是兴办学校。
当时，由于都江堰的恩泽，成都平原已经算得上是富庶之地了；但比起中原，蜀地毕竟闭塞，文化教
育相当落后——“僻陋有蛮夷风”（《汉书》）。
“仁爱好教化”的文翁，决意开一代教化之风。
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3—前141年），文翁开始了他的兴学之举：他节省官府开支，从郡县小吏中选
拔十来位“开敏有材者”派遣到京师深造，从博士受业，或学律令，学成归来后重用；同时，又在首
府成都城南（即今成都石室中学校址）筑石为室，兴建文学精舍，创办了蜀郡“学官”，招收郡内子
弟入学，并从中选拔优等生员以充郡县吏。
由此开中国地方官办学府之先河。
　　文翁兴学在当时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据《汉书》记载，当时无论是县邑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对文翁石室心怀敬意，以自己能够成为“学
官弟子”为荣，因而争相前往石室求学，甚至“富人至出钱以求之”——也就是说，“大款们”愿意
“自费”就读。
不到数年，由于文翁办学有方，人文蔚然，蜀郡“由是大化”，一跃而为全国科学文化发达地区之一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如此勃然崛起的文化教育景象，让汉武帝欣慰不已，他于元朔五年颁下诏令：全国各郡都要按文翁
创办石室精舍的模式设立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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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说文翁石室在汉代已经成为“国家级示范校”了！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班固在汉书中的这一句话，不但道出了文翁办学的影响，也道出了从那以后两千多年里，巴蜀一代
又一代文人雅士生生不息的原因。
后世将“文翁化蜀”与“李冰治水”并列视为秦汉时代四川的两大造福后人、功彪史册的不朽业绩。
宋代学者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
汉文公党两祠而已。
蜀有儒自文翁始。
”一句“蜀有儒自文翁始”，奠定了文翁作为“巴蜀教育之父”的不朽地位。
我甚至想：如果没有文翁，四川后来会不会诞生苏东坡、杨升庵、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人？
　　二　　作为一所地方官办学府，文翁石室“官办”性质不仅仅体现于其首任校长文翁同时为蜀郡
太守——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吧）亲自掌管学校，是空前绝后的；更重
要的是，文翁石室所有的费用均由蜀郡财政开支——这本来当然也算不了什么，官府办学当然应官府
出钱；问题在于，对比当今我们有些学校名为国有，地方政府却不能承担所需费用，而让学校“自筹
经费”发展，因此，文翁石室就更令今人感慨不已。
　　历代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是文翁石室香火不灭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两千多年中，石室的生命曾几次濒于窒息；但每次都是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才得以起死回生。
　　最突出的一次是在明末。
当时农民起义的战火，烧到了成都。
张献忠一把大火，千年石室竟成废墟——“俎豆之地，为豺狼之所穴，狐兔之所嗥。
”清初，四川巡抚佟凤彩视察了石室遗址后，决心重修文翁石室。
但他的主张立即招来两种反对意见：一种是说现在忙于军事斗争，无暇顾及学校；另一种是说现在经
济紧张，无钱办学，等富庶起来再办教育。
佟凤彩针锋相对，痛快淋漓地驳斥了这两种谬论。
他强调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因为发展教育是保证富庶的先决条件。
争论的结果是“诸博士唯唯而退”，佟凤彩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佟凤彩
在石室废墟上大兴土木。
在历时两年的重建过程中，所有经费全由政府包干，老百姓不出一分钱。
最后，古老的文翁石室以精致、宏大的“成都府学”的面貌重现于世。
　　地方政府的重视，当然不仅仅是财力的投入，而且也体现在对石室师资的高度重视上。
自西汉石室创办之始，不但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担任校长成了文翁石室的惯例，而且延请名师执教也
是延续至今的宝贵传统。
作为蜀郡郡守的文翁，首先是一位“少好学，通春秋”的硕儒，他办学可不是象征性地当“名誉校长
”，而是从校舍的修建，师资的培训，招生的办法，以至教学的安排，都躬亲过问，甚至还亲自上课
。
政府的重视，使石室执教者决无衣食之忧，更不会有“拖欠工资”之虑。
于是，千百年来，文翁石室一直是名师硕彦的向往之地。
卢照邻、岑参、王维、杜甫、陆游等大诗人都曾在石室留下诗篇。
大文豪苏东坡还曾为文翁石室延揽人才，他曾请家安国教授到文翁石室讲学，并写下《送家安国教授
归成都》一诗，诗中充满了教书育人的无限喜悦之情。
在清代，著名教育家姜锡嘏主讲锦江书院，在《寄怀李雨村同年》一诗中写道：“三年奚不到蓉城，
高踞吟坛作主盟。
一席锦江君就否？
歌声听罢又书声。
”表达了他诚邀名师李调元到锦江书院讲学的愿望。
直到当代的成都石室中学，历届校长同时也是名震一方的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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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裴铏曾写诗道：“文翁石室有仪邢，庠序千秋播德馨。
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
人心未肯抛羶蚁，弟子依前学聚萤。
更羡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
”（《题石室》）诗中首句中“仪邢”一语的意思是“法式、模范”，诗人认为石室不仅会千秋万代
流传下去，而且为后世的办学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汉代文翁创办“石室精舍”起，学校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迭经变更：东汉到唐代为“益州州学
”，宋代为“成都府学”，元代为“石室书院”和“成都府学”，明代为“成都府学”，清代先后为
“锦江书院”、“成都府师范学堂暂设蒙养师范学堂”，一直到近代晚清的1904年改设现代中学——
成都府中学堂，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学，绵延两千一百四十多年，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甚至连校
址都没有动迁过，石室之如此神奇，恐怕于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但我想，如果离开了历代地方政府的全力扶持，而让石室“自筹经费”发展，恐怕永远不会有这
个奇迹。
　　三　　今天就读于石室中学的学生，只要一打开语文书，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撞到作古的“石室
校友”：学文言文《为学》，老师会告诉学生：“这是我们石室老校长写的一篇文章呢！
”因为作者彭端淑曾任锦江书院院长；吟诵着现代新诗《天上的街市》，同学们体会到老校友郭沫若
那浪漫的想象与恣肆的激情；著名诗人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曾执教石室，语文课本里一首《我为少男
少女歌唱》成了他献给新一代石室学子的激情诗篇；学现代散文《我的老师》，老师会告诉学生，魏
巍笔下的蔡老师给孩子们朗诵的那首优美诗篇《过印度洋》，正是周太玄从石室出发远涉重洋时在海
轮上吟成⋯⋯　　——可以想象，当孩子们读到这些课文时，心中会涌动着怎样的自豪感！
　　名师云集，高徒辈出，这是石室至今犹存的魅力所在。
然而，从根本上说，这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的魅力源于石室“高”而“严”的独特教风：“从高立法
，从严执行。
”　　这八个字，是民国初期担任石室校长的张铮提出的办学方针。
那时学校招生，校门口的布告上明确写着：“本校为培养人才深造，要求严格。
自认为不能接受严格教育者，勿庸来校报名。
”当时学校每学期不过二十周，但石室平均却有二十三周。
石室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1934年，刘刚甫校长进一步以“整齐严肃”四字为校训，要求学生“严肃身心，接受校规”。
提出：“各生仍应淬厉精神，严遵规定，毋稍逾越，俾养就刚健质朴之风，而造成中流砥柱之人材，
庶不仅学科占全川之上乘，即校规亦当为全川之表率。
”事实上，“从高”“从严”一直是石室的教学传统。
历代石室人都以“德达材实”为育人目标。
清代彭端淑任锦江书院院长时，专门写诗教诲学子们：“传语诸生相切磋，莫教容易弃前功。
”　　但是，“从高”“从严”要求，并不意味着僵硬死板，相反，在具体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教学
方法是相当生动灵活而富于启发性的。
彭端淑讲学特别注重形象，常常用比喻来说明道理。
他的《赠僧》一诗，便是借蜀中一和尚远赴京城背回韦驮佛像的事，教育学生为学必须刻苦，立志务
必躬行：“有僧远自蜀中至，赤足峰头向我鸣。
欲刻韦驮镇佛寺，为求巧匠到京城。
一瓶一钵随缘募，千山万水背负行。
志士苦行能为此，人间何事尚难成。
”清代锦江书院的另一位院长宋在诗用“春风凭汝坐”的诗句来描述石室的教学情景，当年学生如沐
春风的精神面貌和师生心灵相通的和谐氛围，由此可见一斑。
石室的教学灵活还体现在教材的选用上，上世纪30年代，石室的国文教材既有《史记》《汉书》，又
有白话新诗；英文选读《天方夜谭》、《莎士比亚剧本》。
1938年春天，时年26岁的青年诗人何其芳登上石室的国文讲台时，他给学生们讲课用的教材，是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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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选编的铅印活页文选：从朱自清、茅盾，到高尔基、马克·吐温⋯⋯第一课便是鲁迅先生的《娜拉
走后怎样》。
　　石室学子从来都不是闭门读书的书呆子，因为在提倡刻苦攻读的同时，注重生活与社会实践，也
是石室的传统。
文翁执掌石室时，就常常带着弟子出巡，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德才。
民国时期，石室校园的学生社团林立，编杂志、编墙报、平剧社、乐器组、合唱队，如雨后春笋；当
时石室的篮球队和排球队，雄踞成都各中学之首。
直到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学生文体活动仍然十分活跃——管弦乐团驰名巴蜀，女篮健儿们甚至驰骋
到了美国的赛场上。
　　于是，古老石室便孕育了郭沫若瑰丽的诗歌、李劼人凝重的小说、王光祈迷人的音乐、周太玄科
学的梦想⋯⋯　　四　　但“从高立法，从严执行”绝不意味着石室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因为“爱国利民”一直是石室的光荣传统。
上世纪初，石室校长就明确石室的生长应“因时应事”，主张学校应该与社会共呼吸，与时代同发展
。
于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史册上，石室中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壮烈篇章——　　1915
年5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成都，首先在石室校园激起强烈反响，全校师生无比愤怒。
很快各班便派出两位代表，走出校园，向省城各界人士、各学校联系，并在少城公园成立“四川爱国
会”，急电北京政府“拒绝”并“备战”，发出抵制日货的号召。
1919年5月，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使古老的石室学府也群情激昂。
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沿街游行，挥舞“内惩国贼”的旗帜，播撒“还我青岛”的传单。
石室学生“誓雪国耻”的口号声响彻在成都阴云密布的上空。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许多热血爱国青年纷纷赴法勤工俭学，在他们当中就有石室的学生：周太玄
、李劼人、李鹤龄、李季伟⋯⋯　　在成都市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一份发黄的传单。
其一题为《请大家注意》，传单写道：“此次英国日本对于我们中国施出种种惨毒手段，视人命如草
芥。
⋯⋯同胞们快群起抵御啊！
不然，中国人死亡殆尽了！
”落款是：“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全体学生叩”。
其二题为《注意，祖国要亡了》，内容也是揭露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杀戮，但落款更加悲愤
：“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学生泣血陈词”！
这两份传单忠实记录了石室学子在“五卅运动”中的英勇与悲壮。
“五卅运动”后，石室学子中先后有十余人投笔从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加入到北伐的行列。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李一氓。
　　卢沟桥的枪声，再次打破了石室的宁静。
有的学生报国心切，毅然投笔从戎。
有一个学生眼看就要毕业了，仍然中断学业奔赴战场；直到抗战胜利，他才拖着伤残的身躯回到母校
重开学业。
1938年，中共在石室正式成立支部，各种抗日宣传蓬勃开展起来。
一时间，石室校园壁报林立，刊物繁荣。
学校专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利用星期日到乡下进行抗日。
何其芳先生不但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而且还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抗日宣传。
他自己也亲自撰文鼓动抗战。
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一句名言：“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针对当时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发出了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庄严、踏实工作的
呼吁。
何其芳正是从石室出发奔赴延安。
在先后奔赴延安的石室人中，还有英文教师（著名翻译家）曹葆华、高普十一班学生曾彦修——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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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著名杂文作家严秀和后来在重庆渣滓洞英勇牺牲的韩子重。
　　40年代末，石室校园再次成为民主运动的堡垒。
面对即将倾覆的蒋家王朝，石室师生英勇地投入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洪流中。
校园内，各种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各种左派报刊纷纷涌现。
罢课、集会、游行、示威⋯⋯迎着国民党的刺刀，石室师生以自己的热血呼唤着民主与自由。
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1948年秋和1949年春由石室教师、地下党员刘骏达发动组织石室中学师生和全
市学界参与“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罢教运动。
这两次运动，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反动军警加紧了对石室师生的迫害，不少师生被捕。
1949年12月7日，刘骏达最后在成都郊外的十二桥含笑饮弹，他的鲜血流进了新中国朝霞满天的黎明⋯
⋯　　有人曾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在近代中国，大凡有着伟大学术传统的学府，同时就是救亡运动的
先锋和民主运动的堡垒。
我同意这个观点，并愿意再增加一个明证——成都石室中学。
　　和中国任何一所中学一样，每星期一的早晨，古老而年轻的石室校园都要举行升旗仪式。
但和其他任何一所中学都不同的是，石室学子面对国旗高唱《国歌》之后，还要举起右臂庄严宣誓：
“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
”　　——这是郭沫若1957年3月为母校的题词，也是新一代石室人的不懈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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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走的乡村平民教育之路是正确的，他和同事们通过“提升教师、关爱孩子和影响家长”三件事
，让孩子们享受优质教育，富有创意，符合实际，抓住了素质教育的关键问题。
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高尚的，我向他们表示敬意。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李镇西是一位真正的教育思想者，在他追求自己教育理想的
同时，也为全国广大班主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为一名优秀班主任，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引领了全国一大批优秀的班主任的成长；他亲手打造了
武侯实验学校一支优秀的班主任团队，这些优秀的班主任将李镇西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的教育实际和教
育个性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用言行感染并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班主任。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的创始人）　
　　　据说，在一些语文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课要听李镇西。
” 我没有听过镇西的课，是一大憾事；但是从这些教学实录中，我仍然不难感受到镇西在课堂上那份
挥洒自如的从容，那些灵光一闪的机智和幽默。
听这样的课，确实是一种享受。
　　——钱梦龙（著名语文教育家）　　　　李镇西的课与李镇西的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我似乎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我的直感是，李镇西的课是他自己的课，是他的心灵、他的思想、
他的情感、他对课文的理解、他对生活的认识与学生碰撞之后而生成的课，他的课带着他鲜明的个性
特色。
　　——程红兵（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华东师大特聘研究生导师、著名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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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是时空的探索者，更是人文思想的探寻者，作品畅销近百万册。
　　中国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乌克兰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
林斯卡娅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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