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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读书的
系统性并不仅仅是作家
或学者才需要的？

周国平：我 觉 得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阅 读 和 写
作，都是非职业的。并
不是说阅读人文书籍就
是学者的事情，写作就
是作家的事情，不是这
样的，它属于每一个珍
惜 、关 注 灵 魂 生 活 的
人。只要你珍惜灵魂生
活，就会不由自主读好
书，并记下自己的感受
和思考。

我的第一部作品《尼
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是 1986 年出版的，当时
我已经 49 岁了，比韩寒
和郭敬明差远了。但我
总是说我从 5 岁开始写
作的，我上小学一年级，
会写字了，就开始自发
写日记，一开始很幼稚
的，我父亲带我去同事
朋友家里做客，主人会
拿出糕点给我吃，我就
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
就不好了，我想留住就
写了。后来我回顾，通
过写日记留住了人生中
许多智慧，个人经历中

的感受和思考是你最宝
贵 的 财 富 ，应 该 留 住 。
我很早就有这个意识，
就坚持写日记，我发现
很多人，包括歌德等，他
们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
日记开始的，要为自己
留下一些珍宝，不愿意
岁月就这样白白流逝，
这种意识促使人开始写
作。

记者：写日记并不仅
仅是为了练作文。

周国平：我特别主张
认真地写日记，仅仅为
自 己 写 ，不 给 任 何 人
看。一个人面对自己灵
魂的诚实是最重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让生活有
一种境界，而且才能写
出好东西来。因为你是
很重视日记，要把这些
素材给自己留住，所以
一 定 会 注 意 准 确 地 表
达。一个人写日记的时
候，是不会写美文的，不
会光写华美的东西给自
己看。如果真是这样的
话，这个人不可救药……
一定要准确地表达。

（邓琼）

周国平：

阅读对标准答案说不

周国平，1945 年生于上海，中国社
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学术
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
形而上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自
的朝圣路》《觉醒的力量》，纪实作品《妞
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情——
我的心灵自传》，以及《人生哲思录》等。

《对标准答案说不：试卷中的周国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高考刚刚落幕，除了各地
的作文题备受关注之外，今年语文科
的“阅读理解”题，也因浙江考生遭遇
到的“一条草鱼”而意外走红——连原
作者自己都做不出来的理解题，是对
中学生母语阅读能力的科学考查吗？

高考结束不到两个月，著名作家
周国平已经在他的新书中这样发问
了。一本《对标准答案说不：试卷中的
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
版），收录了55份各级语文试卷中有关
周国平作品的现代文阅读题，既附有
参考答案，也有作家本人针对这些答
案的再分析。

有意思的是，周国平对这些根据
自己作品所出的试题，常常感慨“我自
己决不会想这个问题”、“给不出答
案”……比如：“问某个句子运用了什
么论证方法，我看了答案才知道，竟有
道理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正反
论证、比喻论证、引用论证等这么繁多
的名目，而我写这些句子的时候哪里
想得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国平说：
“测试对文本的理解，我主张用两种方
式，一是写评论或读后感，二是设计出
能够激发独立思考的试题，这样的试
题就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因此，他期待本书能在语文教学
界引起讨论，也欢迎有切身体会的中
学生发表意见。毕竟，谁不是被语文
考大的呢？

记者：但是，只要作为知
识考查，命题总需要有一个切
入点、有限定的范围，不可能
漫无边际地让考生自我抒写。

周国平：我要郑重强调一
个观点：语文绝不只是知识。
这有两层意思。其一，即使你
在逻辑上正确地归纳了文本
的中心论点和段落大意（这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知识），
也不等于理解了文本，因为好
的文本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一
点儿知识。其二，知识有标准
答案，文本的意义则不可能有
标准答案，好的文本的意义一
定是开放的，因此真正的理解
也一定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
的。可是，标准答案的存在却
逼迫学生只能作被动的理解，
把注意力放在揣摩可能的答
案上面，阻塞了主动的积极的
理解过程。

记者：那语文非要考“阅
读理解”应该怎么办，把重点
放在哪里呢？

周国平：无论课文阅读，
还是文本测试，都应该把重点
放在调动和增加学生的心灵
积累上，以此促进学生的心灵
生长。

测试对文本的理解，我主
张用两种方式，一是写评论或
读后感，二是设计出能够激发
独立思考的试题，这样的试题
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在这两
种方式下，评判的标准都是看
有无真实感受和独立见解，能
否言之成理。事实上，在自然
的阅读状态中，学生哪里会去

关注主题思想、段落大意之类
的东西，他如果读得兴趣盎
然，内心必有一种共鸣或者抗
争，而这正是他的理解力得到
了充分动员的表现。

记者：这样的考查方式是
需要与平时的语文教学充分
联动的。

周国平：我认为，语文课
有两项使命。一是母语的训
练，让学生学会正确地读、想、
写。二是人文素质的培养，亦
即上文所说的心灵的生长。
在实际的教学中，二者是不可
分的。教材是基础，应该既是
优秀的母语范文，又有纯正的
人文内涵。无论母语的训练，
还是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是通
过 阅 读 好 作 品 受 熏 陶 的 过
程。理解不是孤立的能力，它
是在熏陶中不知不觉形成的，
语文测试所测试的实际上就
是熏陶的效果。

记者：您比较欣赏什么样
的语文老师？

周国平：我们那个时代的
语文老师，其实很多都是一些
真爱文学的人，他们陶醉在这
些古文、诗歌里面。我还记得
读中学的时候，课间休息经过
语文教研室，看见老师摇头晃
脑读诗歌，很享受，真喜欢。
我觉得语文老师就应该是这
样的，必须自己是酷爱文学、
自己爱阅读爱写作，才能教学
生怎么样阅读和写作，这是一
个前提，所以语文老师挺难当
的。

记者：您听说今年高考浙
江考生遭遇的“一条鱼”阅读
题了吗？其实这也间接应和
了 您 写 作 此 书 的 初 衷 和 思
考。考生、网友大叫，这篇文
章和相关题目都太难、太坑
人，请问您怎么看？

周国平：这是语文测试中
所谓“阅读理解”题的常见现
象，让学生死抠范文中某个句
子的含义，并且设定标准答
案。这就像猜谜，如果谜语设
计得太差，考生没法猜，就会
叫喊太难、太坑人了。应该改
变这种测试方式，而且我希望
对考生给出的答案有更宽容
的判断。

记者：您有数十篇作品入
选重要语文考试，那您如何看
待“作者自己也无法在对这篇
作品的阅读理解测试中得满
分”这一现象？

周国平：其实不用说得
满分，作者自己能及格就不
错了。因为这种方式考的有
可能不是真正的理解能力，
而是按照某种确定的或模糊
的模式猜答案的本领。在这
个方面，作者不具备任何优
势，多半还不如学生，学生毕
竟身在这个体制中。

有一回，一个初三女生拿
给我一份试卷，是以我的《人

的高贵在于灵魂》为文本的测
试，她让我自己做一下，然后
按照标准答案打分，我得了69
分。她十分得意，因为我比她
分低，她还得了71分呢。当然
不能说作者一定很理解自己
的作品，但是，如果标准答案
是作者自己也不容易猜中的，
我们就有理由问：所谓标准答
案的根据是什么？这种有标
准答案的测试方式能否测出
真实的理解能力？

记者：从选文和命题的状
况看，您觉得哪一类的文章容
易成为现在的语文题考查的
材料呢？这与您心目中的理
想阅读、科学考查的标准是否
相吻合？

周国平：语文测试的文章
历来以说理文和记叙文为主，
我的文章是作为说理文这一
类被选上的。我自己不曾分
析过常被选上的原因，有中学
语文学界的朋友认为，可能是
因为我的文章条理比较清晰，
结构比较完整，容易出题。

我在这本书中已经指出，
其实我有些文章并不适合用
于测试。不过，关键是要改变
现行测试方式，是这种方式远
离了理想阅读和科学考查，无
论谁的文章被用于这种测试
方式，结果都是令人遗憾的。

1
死抠文句含义，作者考不过学生

2
语文绝不只是考知识 重在促进心灵生长

记者：但对于很多学
生来说，高考备战还是需
要有答题范式的，这和平
时 个 性 阅 读 之 间 的 矛 盾
怎么处理呢？

周国平：考试模式就
是这样的，虽然现在也在
调整中，但是基本的没有
变。学生必须对付考试，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平时
自然的阅读固然重要，但
是考试一定要对付一下，
其实对付也不难，基本上
就一个模式，你掌握它的
规律以后也是好对付的。
但是一定要清楚，这不是
学语文主要的收获，主要
的收获是自己自然的阅
读。

记者：说到自然的阅
读，那您怎么看待消遣性
的阅读？很多学生不爱看
课文里面的文章，觉得很
乏味无趣，喜欢看网络文
学、青春文学，或者其他的
大部头小说。

周国平：阅读作为消
遣无可非议，也是消遣非
常好的方式，关键在于阅
读的内容。通过读什么
样的东西得到消遣或者
精神的愉悦或者放松，这
一点体现了你的境界的
高低、水准的高低。我不
反对消遣，但是我反对用
那些低品质的、没有精神
含量的东西消遣，关键是
内容。

记者：对于学生来说，
应 如 何 筛 选 有 价 值 的 好
书？

周国平：人年轻的时
候，学生时代首先要读一
批公认的好书，自己筛选
很难。公认的好书，就是
经典著作，你读了这些、有
了底子才有鉴别能力，你
内心就有一个标杆了。这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
有读过好书，没有标杆乱
读的话，可能人就乱了，永
远区别不了好书与坏书。

记者：像现在的人用
手机比较多，通过微信转
帖阅读，您怎么看待这种
碎片化的阅读方式？

周国平：看看手机上
的微信里面传播的东西，
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把
你阅读的主要内容放在这
里，不能把太多时间花在
上面。如果你的阅读全部
是这种，基本上就等于没
有阅读生活、没有读书生
活了。你基本上是一个手
机文化市场消费大众中的
一员，不是阅读者。

记者：那还是得通过
书本阅读？

周国平：当然也可以
通过阅读器，电子文档也
可以。这完全是一个形式
问题，关键是内容，真正需
要的是有系统地读，读一
些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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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手机转帖不算阅读者

4
真正的阅读和写作应该是非职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