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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文化记忆 建 构，是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的 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 的 新 思 路，是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心价值观、培养文 化 自 信 的 新 途 径。青 少 年 文 化 记 忆 建

构是从文化时空范 畴 重 新 打 造 指 涉 过 去、立 足 当 下、面 向

未来的教育 语 境，丰 富 了 当 下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的 内 容，

为青少年创造性地继 承 和 发 展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提 供 新 的

机制。这也是学校、社 会、家 庭 教 育 所 面 临 的 共 同 历 史 任

务和使命。

一、文化记忆建构旨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注意 到，从 概 念 内 涵 来 讲， “文 化 自 信”总 是 与

“文化创新”息息相关。十九大报告 指 出，“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 发 全 民 族 文 化 创

新创造活力”，并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源自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 于 红 色 革 命 文 化 和 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植 根 于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实 践。所 谓 “文 化 自

信”，当是民族或个人，能够不跟风，不为利，为理想而不

拘一格追求的品性和胸襟；“文化创新”，是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化以及创新性发 展，是 不 但 熟 知 前 辈 文 化 路 径，而 且 能

够因势利导，结合当 今 时 代 条 件，开 辟 出 符 合 现 实 发 展 的

新路。

从时空维度看，文 化 记 忆 建 构 本 质 上 是 在 “当 下”时

空中，通过对 “过去”的 指 涉，实 现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和创新性发 展，进 而 更 好 地 面 向 “未 来”的 实 践 过 程。

这种勾连了 “过去”“现在”“未来”的 文 化 概 念，最 终 指

向国家或民族的凝 聚 性 结 构，就 我 国 现 实 来 讲，即 社 会 主

义核心价值观。德国人 类 学 家 杨·阿 斯 曼 提 出，每 一 种 文

化都会形成 “凝聚性结构”，表现在社会和时间层面上，是

连接和联系群体成员使其构建一个 “象征意义体系”，是国

家和民族成员共同 的 经 验、期 待 和 行 为 空 间。在 这 个 空 间

中创造了人与人的相 互 信 任 并 为 人 们 指 明 方 向。人 们 通 过

对 “凝聚性 结 构”的 体 认，形 成 对 于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认 同

感。［１］ （Ｐ５）因此，“文化记忆”的建构探索，正是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所 淬 炼 的 “核 心 价 值”为 背 景，为 当 代 社 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打下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五 千 多 年 文 明 发 展 中 孕 育 的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 和 人 民 伟 大 斗 争 中 孕 育 的 革 命 文 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 族 独 特 的 精 神 标 识。［２］那 么，能 够 代 表 中 华

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该 如 何 界 定？若 从 国 家

凝聚性结构视角 观 之，这 种 “独 特 精 神 标 识”必 须 能 够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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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文化底蕴和精神养料。

从源流讲，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可 以 追 溯 到 先 秦 时 期 的 儒 家

和道家文化等。正所谓 “告诸往而知来者”，从孔子 “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精神高格，到孟子 “民本意识、

至善实践”的理 想 追 求，再 到 老 子 “上 善 若 水，水 利 万 物

而不争”的无我境界，庄 子 “法 天 贵 真、复 归 于 朴”的 人

生美学，我们当下所提 倡 的 核 心 价 值 观 念 无 不 可 以 在 先 贤

思想智慧中得到启 迪 和 升 华。因 此，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发展进程，一以贯之地 体 现 着 中 国 人 民 对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理

解和追求，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３］

我们从青少年 “文 化 记 忆”建 构 的 视 角 探 讨 核 心 价 值

观培育和践行，是因 为 历 史 的 记 忆 无 法 遗 传，每 个 时 代 人

们都需结合自己的生 活 经 验 去 重 新 发 现 和 理 解 它，青 少 年

“文化记忆”建构的 过 程，就 是 通 过 对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经 典、

文化仪式等 的 传 承，培 养 青 少 年 对 中 华 文 化 精 神 的 理 解、

认同进而践行的品性。这 一 过 程 不 仅 仅 关 涉 面 对 传 统 的 态

度和方式，更要结合 当 下 现 实，寻 求 面 向 未 来 的 创 造 和 创

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 “现时性”，乃是文化记忆建构

的核心特征。正如哈布瓦赫所提出 的：“过 去”（传 统）并

不是自然而然形成 的，它 是 文 化 建 构 和 再 现 的 结 果。 “过

去”总是由特定的 动 机、期 待、希 望、目 标 所 主 导，并 且

依照当下的相关框 架 得 以 重 构。关 于 什 么 是 继 承，冯 友 兰

也指出：“在历史发展底各阶段中，各阶级从已有的知识宝

库中取来的一部分 的 思 想，必 须 加 以 改 造，使 它 跟 自 己 的

需要与当时的知识水平结合起来，然后才能 发 生 作 用。”［４］

（Ｐ１２０）因此，从 “文化记忆”动态视角来看，十九大报告

所提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是不可分割的。

换言之，现时性、动态的 文 化 记 忆 建 构，是 形 成 国 家

和民族 “凝聚性结 构”的 关 键，不 能 脱 离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谈

文化自信，更不能脱离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谈

文化自信。面对中华 民 族 五 千 多 年 的 文 明 史，只 有 当 它 被

当下的 “我 们”所 指 涉、与 当 下 的 “我 们”发 生 “对 话”

时，才产生 价 值 和 意 义。因 此，不 能 片 面 理 解 文 化 自 信，

作为中国人，并非以 知 道 一 些 传 统 经 典，背 诵 一 些 传 统 诗

文感到自豪就叫文化 自 信；而 是 要 结 合 当 代 社 会 的 现 实 需

要，以某种形式唤醒 和 传 播 传 统 文 化，使 传 统 文 化 在 创 造

和创新中焕发出勃 勃 生 机，指 向 当 代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凝 聚

性结构”———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观，进 而 创 造 性 地 为 社 会

发展和个人幸福指明方向和道路，才能称得上是文化自信。

二、以经典文本、文化仪式及博物馆教育

为核心的内涵建设

用 “文化记忆”概 念 而 不 是 “文 化 传 统”探 索 青 少 年

核心价值观培 养 问 题，是 因 为 “记 忆”比 “传 统”更 具 有

当代的 “温度”，更 能 凸 显 教 育 对 主 体 “人”的 促 进 和 关

怀。“记忆”有多种形态，文化记忆是其中独特的一种，它

指向意义的传承。其 他 记 忆 形 式 如 语 言 和 交 往 记 忆、模 仿

性记忆、物的记忆等，都 可 以 投 射 到 文 化 记 忆 的 独 特 空 间

中来。与记忆形式相 关 联，青 少 年 文 化 记 忆 建 构 从 内 容 上

来讲，主要包括了经 典 文 本 教 育、文 化 仪 式 教 育 和 博 物 馆

教育等。

（一）经典文本教育中涵养文化自信

语言交往记忆投射 到 文 化 记 忆 的 空 间 来，主 要 体 现 为

经典文本 教 育。人 们 的 语 言 交 往 记 忆，不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而是在与 他 人 的 交 往、合 作、反 省 和 调 试 中 逐 步 形 成 的。

语言交往是第一现场，文 字 则 成 为 保 存 和 再 现 交 往 的 另 一

个现场。显然，具有文化 内 涵 的 第 一 现 场 语 言 交 往 随 着 时

间的流逝，已经与我 们 渐 行 渐 远；文 字 则 成 为 再 现 有 文 化

内涵的语言交往记 忆 的 重 要 形 式。因 此，一 个 国 家 和 民 族

需要不断重读她的 “经典”，以此构建国民文化记忆。正如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所 言：经 典 作 品 是 一 些 产 生 某 种 特 殊

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 身 以 难 忘 的 方 式 给 我 们 的 想 象 力 打

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 人 或 集 体 的 无 意 识 隐 藏 在 深 层 记 忆

中。［５］ （Ｐ３）这意 味 着，哪 怕 经 典 依 然 如 故 （其 实 它 们 也

随着历史视角的转换而转换），我们自己也肯定在改变，但

我们每次 “重读”经 典，都 将 激 活 经 典 在 个 人 或 集 体 无 意

识中隐藏的深层记 忆，都 将 带 给 我 们 全 新 的 认 知、理 解 和

感受。

相较于文化仪式教育、博物馆教育的具体、形象而言，

经典文本教育的独 特 性 就 在 于 通 过 抽 象 化 的 “语 言”想 象

和创建美好的世 界，这 是 一 个 “由 内 而 外”教 育 过 程。哲

学家海德格尔称，语 言 是 存 在 的 家 园，语 言 不 仅 是 一 套 符

号系统，同时它也是 一 套 价 值 系 统 和 文 化 系 统。语 言 不 仅

有其 “语面”，而且还有 “语里”，“语里”即语言中所积淀

的深厚的社会文化因素。例如学习庄子寓言，在汪洋恣肆、

纵模捭阖、仪态万方 的 言 语 当 中，我 们 可 以 透 过 其 独 创 性

的文学意象 “鲲鹏”“涂龟”“坎井之蛙”“浑沌”“庄周梦

蝶”“庖丁解 牛”等 等 感 受 “大 言”背 后 的 “大 智”，透 过

其所创造的哲学范畴概念 “天道”“天籁”“大方”“太 虚”

“心斋”“坐忘”等走进 “无所待”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

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

的……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收某一套概念 和 价 值。”［６］

（Ｐ２０）语言所体现 的 价 值 系 统 和 文 化 系 统，是 “语 言 工 具

论”者所忽视的，这也正是经典文本教育所要着力的部分。

正是因为语言所具 有 的 抽 象 性 特 征，经 典 文 本 教 育 将

对青少年文化记忆建 构 有 着 不 可 估 量 的 影 响。如 果 说 经 典

文本是重构 “文 化 记 忆”另 一 个 现 场，那 么，青 少 年 阅 读

和学习经典，就是对 语 言 交 往 记 忆 第 一 现 场 的 唤 醒、激 发

和传播。２０１７年 《普通高中课 程 方 案》提 出 “课 程 内 容 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有 机 融 入 社 会 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革 命 文 化 和 社 会 主 义

先进文化教育内容。”其中，《普 通 高 中 语 文 课 程 标 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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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继承和弘扬中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革 命 传 统，推 动

文化创新”的课程 理 念，课 程 内 容 方 面 提 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方 面 的 内 容 始 终 贯

串必修、选 择 性 必 修 和 选 修 课 程 当 中”。２０１７年 秋 季，义

务教育 “部编本”《语文》教科书在全国使用，大幅提升了

传统文化经典的比重。语 文 课 程 无 疑 是 经 典 文 本 教 育 的 重

要阵地，其他如历 史、思 想 品 德、艺 术、音 乐、美 术 等 课

程同样须积极探索 传 统 经 典 教 育 的 内 容、思 想 和 方 法。中

华优秀经典文本，如 果 不 能 被 当 下 青 少 年 阅 读 和 学 习，不

能在当下的语境中激 发 教 育 价 值，那 么 它 便 不 再 是 意 义 的

承载体，发展和弘扬 更 是 遥 不 可 及。那 么，如 何 立 足 于 学

校课程建设让青少年亲近、走进 “经典”，并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旨归转化 为 青 少 年 的 情 感 认 同 和 行 为 习 惯，是

学校课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临的时代重任和挑战。

中华优秀经典文本 教 育，说 到 底 就 是 在 阅 读 本 民 族 传

统经典 过 程 中，对 书 面 文 字 符 号 进 行 感 知、理 解、反 应、

综合而获得个人 意 义 建 构 的 认 知 性、文 化 性、伦 理 性、存

在性的实践 活 动。［７］使 “经 典 文 本”真 正 成 为 教 育 现 场 的

重要参与者，在教育 对 话 的 意 义 溪 流 中，达 成 青 少 年 对 于

经典文本的价值体认。

（二）文化仪式教育中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仪式，既是一种 模 仿 性 记 忆，同 时 也 投 射 于 文 化

记忆当中。美 国 人 类 学 家 大 卫·科 泽 将 “仪 式”定 义 为：

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８］ （Ｐ１１）每一

种文化仪式 的 背 后，都 是 国 家 或 民 族 的 价 值 观 念 的 象 征。

文化仪式如同是转换 器，一 端 是 社 会 政 治 秩 序 的 外 部 道 德

约束和类分，另一端 是 个 体 行 为 者 的 内 在 情 感 和 想 象。社

会团结若被视为一种 社 会 需 要 的 话，仪 式 则 是 创 造 这 种 团

结的不二法门。因此，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离不开具体情境中的 文 化 仪 式 教 育。通 过 青 少 年 在 文 化 仪

式中的参与体验，调 动 其 情 感 认 同 和 想 象。例 如 生 活 中 最

为常见的给 长 辈 行 礼，其 背 后 蕴 含 着 更 深 层 的 文 化 意 味，

即我国自商周以 降 形 成 以 “孝”为 基 础 的 价 值 观 念。当 代

社会这一文化礼仪日 渐 式 微，一 方 面 是 受 到 西 方 平 等 观 念

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 我 国 国 民 对 仪 式 背 后 的 文 化 信 念

动摇所致。因此，如果在当代提倡 “孝”，就须从青少年文

化礼仪教育入手，相 比 语 言 说 教，仪 式 践 行 更 能 够 激 发 其

对抽象的价值观 念 “孝”的 情 感 认 同，进 而 内 化 为 价 值 观

念和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早已关 注 到 “礼 仪”对 国 民 教 育 的 重 大 价 值

和意义，孔子在 “礼 崩 乐 坏”的 时 代，坚 持 用 规 范 性 的、

不断重复的 “习礼”，达成当时人们对儒家文化思想观念的

体认。用孔子的话讲，即 “不学 礼，无 以 立”。 《礼 记·聘

义》讲：

　　故所贵于勇 敢 者，贵 其 能 以 立 义 也；所 贵 于 立 义

者，贵其有 行 也；所 贵 于 有 行 者，贵 其 行 礼 也。故 所

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９］ （Ｐ１４６５）

在儒家看来，所谓 “勇敢者”，是能够不加懈怠地行礼仪的

人。其中难度，就犹如酒 虽 然 清，而 口 渴 的 人 不 敢 喝；肉

干，饥饿的人不敢吃，因此，只有 “强有力者”才能做到。

通过 “行礼”，“以 成 礼 节，以 正 君 臣，以 亲 父 子，以 和 长

幼”。“勇敢者”的可贵，在 于 能 坚 守 正 义；坚 守 正 义 者 的

可贵，在于能够身 体 力 行；身 体 力 行 者 的 可 贵，在 于 “行

礼”。这就把儒 家 所 强 调 的 “义”的 价 值 观，熔 铸 于 “礼

仪”行动中来。通过 “力行”礼仪，践行儒家的至善理想。

进一步讲，为 何 儒 家 如 此 重 视 “礼 仪”呢？ 一 方 面，

“礼”的背后是 “仁”等儒家至善的价值观念。正所谓 “仁

为体，礼为用”。《论语·八佾》记载 孔 子 与 子 夏 的 一 段 对

话：

　　子曰：绘 事 后 素。曰：礼 后 乎？子 曰：起 予 者 商

也！始可与言诗已矣。［１０］ （Ｐ６）

孔子说，作画以素色为 底。子 夏 说，那 么，是 不 是 礼 乐 的

产生在 “仁义”之 后 呢？ 孔 子 深 以 为 然。孔 子 提 倡 “礼”

教的目的正是要弘扬 “仁义”。今天我们培养青少年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可 以 借 鉴 传 统 教 育 方 式，通 过 “礼 仪”这

种外在形式，激发参与 其 中 的 青 少 年 的 情 感 体 认 和 行 为 习

惯。另一方面，“礼”可 以 化 干 戈 为 玉 帛。 《礼 记·聘 义》

讲，“勇敢强有力而不 用 之 于 礼 义、战 胜，而 用 之 于 争 斗，

则谓之乱人。”［９］ （Ｐ１４６５） “勇 敢”的 人 倘 若 不 以 礼 处 世，

则可能将力量滥用为争斗，这就变成了国家的 “乱人”。所

以，我们不得不叹服：从 “行礼”到 “修 身”“齐 家”“治

国”和 “平天下”，这 是 一 个 由 内 而 外、自 然 而 然 的 过 程，

通过习 《礼》，培养 “恭俭庄敬”的君子。此外，孔子非常

强调行 “礼”之 人 内 心 的 诚 挚： “礼，与 其 奢 也，宁 俭；

丧，与其易也，宁戚。”在孔子看来，没有什么比内心的诚

挚更为接近 “礼的本质”了！

这些传统 “礼”的 教 育 思 想 和 方 法，对 我 们 今 天 培 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 值 观 具 有 积 极 启 示 意 义。十 九 大 报

告提出，发展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要 坚 守 中 华 文 化 立

场，其中 “向 上 向 善、孝 老 爱 亲，忠 于 祖 国、忠 于 人 民”

等公民道德培养，都须 在 青 少 年 文 化 礼 仪 教 育 中 具 体 贯 彻

和落实。这是学校、家庭、社 会 等 共 同 的 责 任，要 为 青 少

年文化礼仪教育提供 必 要 的 时 空 环 境，使 其 在 恰 切 的 环 境

中，通过规范性、重复性 的 仪 式 行 动 达 成 对 背 后 价 值 立 场

的体认。因此，我们探讨 “文 化 礼 仪”培 养，不 能 仅 停 留

在 “外在行为”规 范 上，而 是 要 通 过 “文 化 仪 式”的 行 为

履行，唤醒、激发和内化 仪 式 背 后 的 核 心 价 值 观 和 情 感 认

同。

（三）博物馆教育中融通文化记忆

人们对于物的记 忆，当 融 入 文 化 范 畴 时，典 型 的 代 表

即是 “文物”。文物超 越 了 普 通 物 的 实 用 性 和 审 美 性 特 征，

使得本来隐而不显的时间和文化认同变得清晰可 见［１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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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石器时代的彩 陶，西 周 时 代 各 种 青 铜 器 物 等，它 们 自

身承载着彼时社会 的 文 化 与 习 俗，通 过 博 物 馆 教 育，令 祖

先们的文化基因奇迹 般 地 呈 现 在 当 代 人 的 面 前。学 校 教 育

也讲 “玉文化”传 统，但 终 究 较 为 抽 象；而 博 物 馆 教 育，

可以通过具体形 象 的 玉 璧、玉 琮、玉 圭、玉 璋、玉(、玉

琥等 “六瑞”，令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切身体悟到器物中所蕴

含的传统玉文化 精 神，这 对 青 少 年 “文 化 记 忆”建 构 无 疑

独具价值。

现代 西 方 教 育 的 分 科，让 历 史、文 学、哲 学、考 古、

音乐、舞蹈等各自筑 起 学 科 壁 垒，甚 至 画 地 为 牢，博 物 馆

教育似乎难以归入 某 一 具 体 学 科 中 去。换 句 话 讲，无 论 从

哪个学科去看待 “文物”，都会使其部分文化密码流失、使

得理应承载的 文 化 记 忆 内 涵 被 学 科 视 域 所 遮 蔽。因 此，青

少年博物馆 教 育 的 课 程 转 化，须 适 当 打 破 这 种 学 科 壁 垒，

融合课内课外知识，在 立 体 化、综 合 性 的 大 知 识 背 景 中 走

进传统文化教育。

十九大报告中 提 出，推 动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 活 的 新 期 待，必 须 提 供 丰 富 的 精 神 食

粮。那么，“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不

仅仅是专业人士的重 要 事 业，同 时 也 应 通 过 内 容 和 形 式 创

新，使得 “文物”“遗址”等走向大众视野，走向广大青少

年 “文化记忆”建 构 的 场 域。从 我 国 目 前 学 校、社 会 的 博

物馆教育和课程转化 来 看，还 远 远 不 能 满 足 青 少 年 学 习 的

需要。一方面，学校未能建立长效的博物馆教育保障机制；

另一方面，“博物馆教育”课程开发，亟待国家和社会有识

之士的重视和关注。

首先，博物馆教育的形态是宽泛的，包括历史博物馆、

科技馆、红色革命纪 念 馆 等；其 次，博 物 馆 教 育 的 内 容 是

丰富的，包括 “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的 各 个 层 面：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 文 化、社 会 主 义 先 进 文 化 等 等；此

外，博物馆教 育 还 应 注 重 对 当 地 文 物 资 源 的 开 发 与 利 用。

如笔者在甘肃省甘谷县听语文老师讲 《论语十二章》，当时

学校所在 的 “十 里 铺 乡”正 是 孔 子 “七 十 二 贤 人”之 一

“石作蜀”的故里。试想，教师如果能够借鉴博物馆教育的

方法，在语文课程中 适 当 引 入 文 物 资 源，想 必 能 够 极 大 地

激发学生兴趣和文 化 自 豪 感。博 物 馆 教 育 是 一 门 立 体、多

元、生动、融通的综合 性 文 化 课 程。很 多 国 家 针 对 青 少 年

教育的 “博物馆课 程”已 经 有 了 丰 富 的 教 学 案 例，我 国 教

育实践中也有 “博 物 馆 课 程”开 发 的 有 益 尝 试，这 都 是 未

来发展中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三、以创造性课程转化为特征的

实践机制建设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 划 的 实 践 活 动。当 我 们 探 讨 青 少

年文化记忆培育问 题 时，无 论 是 经 典 文 本 教 育、文 化 仪 式

教育，还 是 博 物 馆 教 育，都 是 学 校、社 会、家 庭 有 目 的、

有计划的实践活动，须 遵 循 教 育 的 基 本 规 律，在 创 造 性 课

程转化中有效实施。具 体 来 讲，依 据 学 习 心 理 学 负 反 馈 理

论［１２］ （Ｐ６），我们 提 出 了 课 程 转 化 的 有 效 性 实 践 机 制：知

识刺激、激发兴趣———价值体认、内化记忆———践行体悟、

深化记忆。

（一）知识刺激中激发学习兴趣

青少年传统文化教 育 须 从 创 设 知 识 问 题 情 境 入 手，激

发其学习、理解和探 究 的 兴 趣。以 经 典 文 本 为 例，青 少 年

阅读经典，往往因为 时 代、文 化、经 验 的 差 异 而 存 在 阅 读

困难和障碍。其中较 为 突 出 的 困 难，一 是 阅 读 和 理 解 文 言

文的障碍；二是读者 阅 历 经 验 不 足，难 以 理 解 经 典 所 蕴 含

的丰富意蕴。古人在 解 决 学 习 障 碍 时，巧 妙 地 运 用 了 “背

诵”之法，张元善先 生 认 为 关 键 在 于 “熟 读 背 出，所 有 的

书都全部装在脑子里”［１３］ （Ｐ６）。古代经典教育的基本方法

就是博闻 强 记。通 过 熟 读 精 思，一 方 面 让 学 生 熟 知 经 典；

另一方面为学生深入 理 解 打 下 基 础。从 海 德 格 尔 语 言 的 本

质的观点来看，人在语言言说中 栖 居［１４］ （Ｐ２７）。因 此，青

少年熟悉经典的言 语，是 走 进 经 典、理 解 经 典 的 基 础 和 前

提。这对教育的启示 在 于，不 能 脱 离 经 典 文 本 讲 授 微 言 大

义。在教学当中，这种现 象 并 不 少 见，如 学 习 《道 德 经》，

教师从抽象的 “无 为” “自 然”等 概 念 高 度 概 括 老 子 的 思

想，而不是从熟读精 思 原 典 入 手，结 果 往 往 是 学 生 了 解 了

“大意”，却忽略了经典言语的丰富意蕴，无异于买椟还珠。

经典文本教育要回 到 语 言 文 字 的 现 场，即 创 设 语 言 文

字的知识问题情境。所谓 “知识问题情境”，强调教师不提

供答案式内容的前提 下，学 生 在 非 常 具 体 的 知 识 问 题 情 境

中，像教师 或 专 家 一 样 研 究 问 题、解 决 问 题。［１５］ （Ｐ１１９）

我们提倡 “知识 问 题 情 境”，而 不 是 “问 题 情 境”，主 要 强

调以 “知识”为教学的中介和基础，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以 《兰亭集序》为例，教 学 当 中 要 创 设 引 发 学 生 对 语 言 文

字本身感兴趣的问题 情 境。可 尝 试 让 学 生 以 临 摹 书 法 的 形

式走进文本，并 让 学 生 谈 谈 他 们 最 喜 欢 的 句 子 及 其 缘 由。

也可尝试从 “故 知 一 死 生 为 虚 诞，齐 彭 殇 为 妄 作”入 手，

探讨作者王羲之与老庄生死观的差异，进而体悟文章 “悲”

“痛”的含义。总之，无论 是 学 生 临 摹 “书 法”，还 是 探 究

文中 “关键句”内涵，其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 “知识”，教

学就是要为学生 创 设 探 究 “知 识”的 问 题 情 境。我 们 经 常

讲 “言外之意”或 “言 外 之 象”， “意” “象”无 疑 是 重 要

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 “言”。因此，经典文本教育

如此，文化仪式教育、博 物 馆 教 育 亦 同，通 过 创 设 知 识 问

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二）价值体认中内化文化记忆

从负反馈理论来 看，从 知 识 刺 激 到 思 维 操 作，是 学 习

内化的过程。通过内 化，培 养 青 少 年 对 传 统 文 化 价 值 的 体

认。以文化仪式教育 为 例，大 卫·科 泽 认 为，儿 童 的 社 会

观念主要建立在仪式象征所传递的意义之上，“一个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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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按照指定 的 要 求 参 加 到 礼 （仪 式）之 中，就 意 味 着

他已经———可以说 事 实 上———与 他 人 和 平 共 处 了，他 尽 在

仪式的摆布之中。”［８］ （ＰＰ．１７－１８）如 我 们 经 常 谈 论 “文

化熏陶”问题，文化礼仪是其众多途径中最当倚重的一种。

它通过规范性、重复 性、象 征 性 的 仪 式，使 其 蕴 含 的 意 味

变得合理化，使 参 与 其 中 的 人 获 得 一 种 强 烈 的 情 感 体 验，

从而对其 背 后 的 价 值 观 念 产 生 认 同 感。儒 家 经 典 《仪 礼》

中记载着大量关 于 “礼”的 社 会 行 为 规 范，正 是 通 过 “礼

仪”使得身在其中的 人 们 受 到 教 化 和 熏 陶。当 代 社 会 探 讨

青少年文化仪式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古代文化精神层面，

而是建设性地发扬古 代 文 化 仪 式 中 的 积 极 内 涵，以 适 应 当

代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建设和生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开 展 传 统 文 化 仪 式 教 育，使 其 指 向 社 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传统文化礼仪教 育 中，传 统 节 日 仪 式 是 重 要 内 容。涂

尔干将时间分为 “节日”时间与 “日常”时间。在 “日常”

时间中，人们所关 注 的 是 日 常 性 事 务；而 “节 日”则 为 人

们提供特别的时间 和 场 域，通 过 具 有 社 会 规 范 性、重 复 性

和象征性的礼仪行为，使得文化意义得以传达。如 “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 秋 节”等 等。

例如 “春节”文 化 仪 式 中 有 “贴 春 联”仪 式，青 少 年 通 过

年复一年多次参与 写 春 联、贴 春 联 活 动，便 能 逐 步 深 入 感

受到传统文化 “春 联”的 象 征 意 味，并 在 情 感 上 认 同 这 一

仪式背后的价值。又 如 清 明 节 “祭 祖 先”仪 式，青 少 年 参

与其中，在 缅 怀 祖 先 的 仪 式 中 逐 渐 体 悟 中 华 民 族 “孝 道”

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同 样，红 色 革 命 文 化 精 神 传 承 也 需 在

恰切的仪式中开展，促 进 青 少 年 价 值 体 认，内 化 其 文 化 记

忆，当 “仪式”背后 的 观 念 深 入 人 心 时，人 们 便 会 自 觉 地

认同并予以维护这种价值观念。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仪式是 “价值”的外 化 物，仪 式 教 育 是 青 少 年 核 心 价 值 观

培育的重要途径。

（三）践行体悟中提升文化自信

从负反馈理论来看，有 效 学 习 是 由 “知 识 刺 激－思 维

操作－践行体悟”组成的环路图。其中，“知识刺激－思维

操作”是知识和价 值 观 的 内 化 过 程； “思 维 操 作－践 行 体

悟”是知识和价值 观 的 外 化 过 程； “践 行 体 悟—知 识 刺 激

（新）”是知识和价值观的强化过程。教育教学当中，青少

年文化记 忆 建 构 的 有 效 课 程 转 化，即 须 完 整 设 计 和 实 践

“内化－外化－强化”的环路图。因此，践行体悟既是青少

年文化记忆建构的 外 化，可 以 由 此 判 断 教 育 成 效；同 时 又

是记忆建构的强化，从 而 深 化 青 少 年 传 统 文 化 知 识 和 价 值

观念。石中英教授指 出，中 小 学 生 价 值 观 教 育，包 括 社 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教 育，不 能 抽 象 地 进 行，而 应 该 诉 诸 具

体、客观和真实 的 价 值 行 为。［１６］以 博 物 馆 教 育 为 例，不 仅

要以丰富的知识激发 青 少 年 对 文 物 及 其 所 承 载 的 文 化 的 兴

趣，并将其内化为青 少 年 的 知 识 结 构、形 成 价 值 体 认，最

后还应创设践行机会进行检验和强化。

从博物馆玉器课 程 转 化 的 环 路 图 来 看，第 一，要 为 学

生提供关于玉文 化 的 知 识 刺 激，了 解 玉 器 由 “玉 礼 器”到

“玉饰品”等的功能转化。并创设知识问题情境，在观摩战

国玉饰品时引入 《诗经·木瓜》，带领青少年重新认识这些

带 “玉”旁的字：“琼琚”“琼瑶”“琼 玖”，进 而 将 抽 象 的

“玉”文化与具体的文物、传统诗歌相联系，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第二，要将其内 化 为 学 生 的 知 识，并 在 情 感 上 体 认

玉文化精神。课程中 可 设 计 让 学 生 “发 现”当 代 人 名 中 的

“玉”，如璋、璧、环 等，并 进 一 步 引 导 青 少 年 思 考 “匪 报

也，永以为 好 也”背 后 所 蕴 含 的 “此 轻 财 而 重 礼 之 义 也”

思想［１０］ （Ｐ１４６２）。第三，结合青少年的经验，反思自己 平

时是否理解认同并践行这种观念，通过青少年的践行体悟，

外化和强化其对中华 玉 文 化 精 神 的 理 解，从 而 达 到 深 化 记

忆、树立文化自信的 教 育 目 的。当 下 从 博 物 馆 教 育 现 状 来

看，往往是走马观花、知 识 灌 输 居 多，而 针 对 青 少 年 学 习

特征作有效课程转化，是 未 来 博 物 馆 教 育 亟 待 发 展 和 改 革

的方向。

四、实施路径：学校、社会、
家庭教育多元融通

青少年文 化 记 忆 建 构，是 一 个 立 体、多 元、生 动、融

通的过程，须以学校 教 育 为 中 心，融 合 社 会 教 育、家 庭 教

育等多方力量和资源。

（一）内容上开展立体、生动的记忆建构，适当打破学

科壁垒

前文已论述分科教 育 各 自 为 政 的 局 限 性，从 源 头 上 来

讲，这是西方教育 “求 真”的 传 统；中 国 传 统 教 育 讲 求 的

是 “天人合一”，将人置于天地万物之间，为万物立心，这

是中国 “求善”的 传 统。如 蒙 学 教 材 《三 字 经》开 篇 即 为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 月 盈 昃，辰 宿 列 张”，令 青 少 年

首先建立起天人 合 一 的 宇 宙 观 念。又 如 《大 学》八 目 “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 “一是

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人安身 立 命 的 根 本。在 这 样 的

背景下，青少年继承 和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更 应 遵 从 传 统

文化的基本特点，综 合 利 用 多 学 科、多 领 域 的 知 识，建 立

起青少年立体、生动的文化记忆。

以 “经典文本”教育 为 例，除 了 关 注 语 言 记 诵、篇 章

大意而外，还需关注不 同 经 典 文 本 中 所 蕴 含 的 独 特 文 化 意

蕴，适当引 入 音 乐、美 术、书 法、舞 蹈、建 筑、历 史 等 多

种知识和 元 素。明 代 王 阳 明 《训 蒙 大 意 示 教 读 刘 伯 颂 等》

中就曾提出： “古 之 教 者，教 以 人 伦。后 世 记 诵 词 章 之 习

起，而先王之教亡。其 栽 培 涵 养 之 方，则 宜 诱 之 歌 诗 以 发

其志意，导之习礼以 肃 其 威 仪，讽 之 读 书 以 开 其 知 觉。今

人往往以歌诗、习礼 为 不 切 时 务，此 皆 末 俗 庸 鄙 之 见，乌

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１７］ （Ｐ２４０）在 王 阳 明 看 来，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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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教育，往往只让学生 “记诵词章”，这是对古代圣

贤教育传 统 的 漠 视，他 提 倡 “歌 诗、习 礼、诵 书、宣 志”

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学 习 课 程，让 学 生 在 丰 富 生 动 的 课 程 体

验中理解和走进古人的 “立教之诚”。这对我们开展经典文

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博物馆教育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二）形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融合社会、家庭教育

等多方力量和资源

之所以要以学校教 育 为 中 心，是 因 为 学 校 具 备 有 效 设

计与实施传统文化 “课程转化”的师资和条件。从２０１１年

《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到２０１７年 部 编 本 《语 文》的 全 面 推

行，再到２０１７年 《高中课程标准》颁布，学校课程从内容

到形式都将全面落实 立 德 树 人 的 根 本 任 务，有 机 融 入 培 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 值 观 的 基 本 内 容 和 要 求，继 承 和 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语文、历史、思想政治、艺术、音乐、美术等课程当中，

都涉及经典文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及博物馆教育的内容。

因此，国家课程的贯 彻 实 施，为 青 少 年 文 化 记 忆 建 构 提 供

了条件保 障。从 课 程 形 态 来 讲，学 校 教 育 除 国 家 课 程 外，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以 及 少 先 队 活 动、共 青 团 活 动、社

团活动，以及校园文 化 建 设 等，都 为 立 体、生 动 地 开 展 青

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提供了平台和条件。

同时，社会教育和家 庭 教 育 也 是 青 少 年 文 化 记 忆 建 构

的重要力量，尤其是 在 文 化 仪 式 教 育、博 物 馆 教 育 中，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如历史博物馆、红色革命纪念馆等场馆，

往往通过独特的空 间 设 计，触 动 青 少 年 思 考 和 理 解。青 少

年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本身就是一种 “文化仪式”，是利用

特定空间或遗址，规范青少年行为举止、深化其思想认识、

强化其情感认同的过 程。家 庭 教 育 除 了 日 常 时 间 对 青 少 年

礼仪行为产生影响 外，尤 其 到 节 日 时 间，通 过 参 与 和 体 验

家庭中的各种传统文 化 礼 仪，将 对 青 少 年 的 文 化 记 忆 产 生

深远影响。

（三）策略上在 “重复与创造”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

性发展

文化记忆的现时 性、创 造 性 转 换 中，对 青 少 年 发 生 作

用的关键是重复。通 过 创 造 性 地 重 复，文 化 路 线 被 再 次 辨

认，并在当代人的创 造 性 转 化 中 形 成 一 定 的 模 式，从 而 使

蕴含其中的文化元素 得 以 认 同。这 也 就 是 我 们 所 探 讨 的 根

植于 “过去”、立 足 于 “当 下”、面 向 “未 来”的 青 少 年

“文化记忆”建构的过程。面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

关注的是 “被忆起的 ‘过去’都以哪些形式出现”，或者说

是 “以哪些形式被重复”？在阿斯曼看来，要使 “凝聚性结

构”对群体认同具有 规 范 性 和 推 动 力，则 必 须 关 注 三 种 途

径：存储、调取和传达。［１］ （Ｐ５１）例如我国儒家经典 “六

经”，自春秋时期孔子确立其地位，后世成为人们不断阐释

的对象，到了清代阮元整理 《十三经注疏》，将 “六经”阐

释史推向巅峰。我们 可 以 从 中 窥 见 “六 经”在 历 史 长 河 中

不断被 “重复”和 “解 释”的 过 程。但 毫 无 疑 问 的 是，每

一次 “重 复”，都 是 那 个 时 代 通 过 经 典 文 本 建 构 “文 化 记

忆”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 新 性 行 为，旨 在 打 造 当 时 社 会 群 体

认可的文化共识。例如 朱 熹 与 王 阳 明 对 经 典 阐 释 的 立 场 就

有所不同。每一次 “重 复”，都 是 对 意 义 的 “重 建”，意 义

在重建式的 “重复”中得以保持其鲜活性。

因此，当代青 少 年 从 经 典 文 本 中 提 取 意 义，不 仅 要

“复述”，更要结合当 代 社 会 发 展 的 需 要 开 展 解 释、理 解 乃

至践行。“只有在文本、解释者和听者三合一的语境中，经

典 （Ｃａｎｏｎ）的意义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１８］ （Ｐ９４）换言

之，人是教育活动中 最 关 键 的 要 素，教 育 是 人 在 不 断 的 知

识理解、消化的基础 上 不 断 追 求 新 的、更 高 的 精 神 自 由 的

过程。［１９］如果说 “文 化 记 忆”建 构 的 核 心 是 意 义 传 承，那

么，当意义不在场时，经典文本便尘封在资料库的角落中，

变成了陌生的、被遗 忘 的 知 识 和 符 号，几 乎 与 未 知 世 界 没

有什么两样。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 “提取和传达”，就是

要在文化仪式、文物 或 经 典 文 本 的 重 复 和 创 新 中，唤 起 人

们对意义的想像、建构和认同。

综上所述，青 少 年 文 化 记 忆 的 建 构，既 是 对 传 统 的

“发现”，又是对文化的 “创新”。没有重复，文化意义的传

承便会中断，创 新 则 无 异 于 遗 忘。但 如 果 不 立 足 于 文 化

“创新”，“重复”便成为无意义的空壳和过场。最后，当我

们把目光从西方 移 回 东 方，再 次 回 到 孔 子 “兴 于 诗、立 于

礼、成于乐”的教 育 思 想。不 得 不 叹 服 孔 子 教 育 的 高 妙，

他早在两千年多 前，已 为 我 们 指 明 了 “文 化 记 忆”建 构 的

外在形式和内核。这 种 源 自 传 统、面 向 未 来、立 足 现 时 性

的青少年 “文化记忆”建构，必将不断铸就中华文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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