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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的 开 花

巴金《随想录》论

黄 　科 　安

摘 　要 　巴金的《随想录》不仅是我国新时期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且可视为代表中

国知识分子精神由“放逐”到“回归”的心路历程。他倡导的“讲真话”, 真

正体现了自觉的人的意识 , 即真诚的人格、严厉的自审意识和独立的理性批判

精神 , 构成了《随想录》人文主义内涵的深厚意蕴。

关键词 　散文 　随想录 　讲真话 　人文精神

马克思说 :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①巴金的《随想

录》用倡导“讲真话”的方式 , 真正体现了自觉的人的意识 , 是“五四”散文个性精神的回

归 ; 是我国新时期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可视为代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由“放逐”到

“回归”的心路历程。它给文坛带来了震动和影响 , 其思想和文学价值不言而喻。

一

“文革”劫难结束之初 , 巴金成为率先打破往昔“寓悲愤于沉默”个性的作家之一 , ②

挥毫执笔写下了《一封信》、 《第二次解放》、 《除恶务尽》、 《望着总理的遗像》、

《“最后的时刻”》等文。这些文章既有讨伐罪恶的檄文和张扬正义的宣言 , 又有深情缅怀

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之作 , 曾一时引起文坛的普遍注意 ,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为此

叶圣陶还赋诗称赞巴金“挥洒雄健犹往昔”,“伫看新作涌如泉”。③但巴金的笔触很快就越

出单纯的政治声讨和对伟人挽悼的浅层面。“随想”作为散文文体之一种 , 为他展开更为自

由的精神领域和广阔的艺术空间。他站在“文革”废墟的边缘 , 开始了《随想录》的创

作。　　　　　

黑格尔说 :“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 , 是变幻的 ; 而对于其中的永久性的东西 , 我们必须

通过反思才能认识。”④经受过历史的沉浮 , 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炼狱 , 巴金获

得了对历史的“反思”。他说 :“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 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 , 只

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 , 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 , 在‘牛棚’里住了十年

之后 , 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⑤这正

如当代著名哲学人类学家 H·普列斯纳所说 :“只有失望的苦酒才使人变得敏感 , 痛苦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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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⑥劫后余生的巴金 , 饱含着血泪 , 扭住“文革”话题不放 , 他要为历史和后人建

起一座“文革”博物馆 , 表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诚和良知。

在《随想录》中 , 巴金愤怒斥责和抨击对人性、人的尊严的践踏的丑恶现象。他指控

“文革”十年是“人兽转化”、“人吃人”的疯狂年代 , “牛棚”林立 , “虎狼”肆虐。他本人

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 瞬间沦为“罪人”和“贱民”。他说 :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 ,

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 , 灾难怎样降临 , 悲剧怎样

发生 , 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 , 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 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 , 我不曾灭

亡 , 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 , 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 , 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

亡。”⑦那些丑类为虎作伥 , 以整人为乐 , 多少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

下油锅”、“触皮肉”和“触灵魂”的折磨和侮辱下致残 , 致死。每每回忆起那些丑类 , 他就

不觉地要感到“生理上的厌恶”。⑧那些丑类的暴行甚至连一条狗也不轻易放过 , 他的《小

狗包弟》便展现出一幅血淋淋的图画 :

批斗结束 , 他走不动 , 让专政队拖着游街示众 , 衣服撕破了 , 满身是血和泥

土 , 口里发出呻吟。认识的人看见半死半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狗从人丛中

跑出来 , 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 , 扑到他跟前 , 到处闻闻 , 用舌头

舔舔 , 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 , 用脚踢 , 拿棒打 , 都没有用 , 它一定

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 , 它发出几声哀叫 ,

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 , 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巴金在这里用“狗”作为非人年代的参照物 , 以其对主人的忠诚与情义 , 衬托出人世间的冷

酷与残暴。从而以一个特殊的角度 ———狗的不幸命运 , 来表达作家对“文革”的愤懑。

那么 , 十年的“文革”悲剧怎样会上演呢 ? 巴金说 : “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

生活过来 , 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 , 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⑨他认

为我们必须有责任、有义务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 探究产生这一悲剧的深刻根源 , 并以此为

鉴 , 把来路堵死 , 确保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再重演。这就是黑格尔所说 : “要获得对象的真

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知识。” ⑩巴金以自己的慧眼

和敏感 , 深刻地剖析了“文革”产生的根源。《一颗核桃的喜剧》便是他这方面探索的代表

作。文中摘引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的一则故事来艺术比拟“文革”狂热的造神运动。这

是围绕一位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而上演的一出喜剧。巴金指出 , 在“四害”横行

的日子里 , 这种“喜剧”也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 或

是林彪 , 或是江青 , 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了别的水果 , 或是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

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 , 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

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巴金在这里以犀利的笔墨 , 纵横结合的方式 , 深刻地

揭示“四人帮”及其种种倒行逆施同封建专制和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内在联系 , 指出这种

狂热的造神运动、个人迷信实质是宗教狂热 , 是封建的东西。诚然 , “文革”的产生 , 原因

是比较复杂的。但巴金能抓住问题的一个方面 , 振叶寻根 , 观澜索源 , 显示他思想的独到和

文笔的锋芒。

作为“五四”之子 , 巴金始终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斗士。他一生的创作紧紧维

系着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他说 :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 , 一切阻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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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 , 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lv 建国

前 , 他以一位反封建战士的身份驰骋在文坛上 , 先后写下了众多的文学作品 , 激起千千万万

读者的同情和觉醒。今天 , 他站在“文革”的废墟上 , 仍然一如既往 , 大声疾呼 : “我们这

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任务”,“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 , 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

学的大旗前进”。 �lw十年劫难后 , 巴金年逾古稀 , 但变得更加心明眼亮 , 他意识到封建地主

阶级虽然已被打倒 , 但封建毒瘤并未彻底根除 , 它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还会泛滥成灾。尤其他

目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怪诞丑恶现象 , 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 , 更表现了极大的忧虑 , 激于正

义而加以针砭。《随想录》中就有说《小骗子》、《再说小骗子》、《三谈骗子》、《四谈骗子》

等系列文章 , 集中探讨“骗子”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源 , 抨击当前社会存在的特权思想。在

《小人·大人·长官》一文中 , 巴金由简单的生活现象入手 , 深刻地批驳了“长官信仰”。他指

出人们实际上长期以来遵循着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 即“小孩相信大人 , 大人相信长官。长

官当然正确。”正因为如此 ,“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 , 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

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 , 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巴金在这里把国民

素质的改造摆到桌面来探讨 , 从而提出要重视人的思想现代化这一深刻的命题。总之 , 巴金

这些精辟的论述 , 显示作家的真诚勇气和真知灼见 , 而这便构成了《随想录》具有鲜明的人

文主义的批判精神 , 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作品本身和文学范围。

二

马克思认为 , 真正的批判和反思 , 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进行的。他说 : “基督教只有在

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 , 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 , 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

解。同样 ,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 , 才能理解封建社会、

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 �lx 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从自我解剖入手而解剖社会。他说 :“我是

从解剖自己 , 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 , 也就是在挖掘 , 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的更深 ,

才能理解更多 , 看得更清楚。” �ly 他审视自己的灵魂是严厉的 , 哪怕是心灵深处的小小隐秘 ,

也要提示出来 , 公诸于众。因此 , 那种敢于与历史分担责任 , 把自我解剖与历史反思相结合

的精神 , 正是巴金晚年的精神。他的《随想录》表现出来的人格境界 , 使人油然而生出“高

山仰止”的感情。有的学者认为它的经典性就在于是“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史”。 �lz 　　

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名言就是“认识你自己”; 笛卡尔沉思的最后结果 , 便是我知道我在

怀疑这是不能再排除的 , 所以“我思故我在”。巴金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摆进历史的

反思中去 , 正视自己在这场民族劫难中所表现出来的灵魂弱点。在《十年一梦》一文中 , 他

把自己在“文革”的心路历程 , 艺术地概括为 : “奴在心者”———“奴在身者”———“我回

到我自己”。这三层精神变化特征也代表着当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精神由放逐到回归的

典型心态。

“奴在身者 , 其人可怜 ; 奴在心者 , 其人可鄙”, 这是林琴南翻译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

记》中的一句话。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巴金在“文革”中的自我写照。他这样剖析说 :

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 (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

下) , 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 , 别人大吼“打倒巴金 !”, 我也高举右手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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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

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 : “他们不相信你 , 不要紧 , 你必须经得住考

验。”每次批斗之后 , “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 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 ,

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 , 就打起精神 , 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 , 总是承认批判

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 , 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 ,“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巴金把自己在“文革”初的这段表现 , 概括为“奴在心者”的精神特征 , 是“死心塌地的精

神奴隶”。这番灵魂的自审和拷问的确令人战栗 , 它犹如阿 Q 打了自己脸上一巴掌 , 又仿佛

打了别人一样似的 , 可怜又可鄙。这种“奴在心者”的表现 , 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

历史情境中精神的溃败和处在“非我”状态的窘境。

从六九年起 , 巴金慢慢发现周围所进行着是“一场大骗局”, 他身上那么一点点“知识”

开始发挥抵制“迷药的效力”, 他再也无法用别人的训话来思考。他说 :“我不再相信通过苦

行的自我改造了 , 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

心者’的精神境界 , 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 , 我不是服从‘道理’, 我只是服从

于权势 , 在武力下低头 , 靠说假话过日子。”这是巴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 , 他不再是为了

赎罪 , 而是为了弄清是非。只不过他屈服于“武力”, 是“奴在身者”。“四人帮”灭亡后 ,

巴金迎来了新生。他说 :

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 , 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 终于走出了“牛棚”。我

不一定看清别人 , 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 , 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

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 , 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 也不再是“奴

在身者”, 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由“奴在心”到“奴在身”, 再到“我是我自己”, 这是巴金在“文革”中所走的心路历程 ,

它典型地说明这么一个事实 :“五四”反封建的民主运动远未完成 , 摆脱奴隶哲学 , 以及重

建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 , 仍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迫切任务。正如马克思说 : “人只有在成为

他自身的主义的时候 , 才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存在物 , 而且只有当他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自

身的时候 , 他才是自己的主人。” �l}

在巴金看来 , 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关键问题是“讲真话”。“讲真话”应当视为中国

知识分子人格复苏的基本准则和情感表达方式 , 它包括真诚的人格、严厉的自审意识和具有

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这三方面自始至终流贯在《随想录》之中 , 作为他探索人类精神家园

的独特思考。因此 , 当我们阅读这部“当遗嘱写”的《随想录》时 , 我们不能不触及到巴金

这种思想在历史转折期的进步的脉动 , 同时也为他真诚的大勇和伟大的人格所震撼。

讲真话 , 是巴金劫后余生对“贩卖假话”、“灌迷魂汤”、“吹牛说谎”的十年骗局的大彻

大悟。他指出 , 说真话关键是“不隐瞒 , 不掩饰 , 不化妆 , 不赖帐 , 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

来”。 �l| 那么 , 真诚的人格应视为讲真话的基石。在“随想录”中 , 巴金时时把自己摆在平

等的地位上和读者娓娓叙谈 , 坦诚真挚 , 亲切平易 , 让人读后深受感染。以《大镜子》为

例 , 巴金通过日常起居照镜子一例生发开去 , 述说如何正确摆正自己位置的感受。他幽默地

说 , 对于照镜子自己并不感到愉快 , 那副“尊容”叫人担心 : 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

瘪 ⋯⋯。有一个时期干脆不照镜子 , 不见自己的“尊容”, 别人说“焕发了青春”, 自己完全

接受 , 甚至进一步幻想“返老还童”, 开会的通知不断 , 索稿的信件不停 , 似乎都把自己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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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了。直到自己有一天发现身体垮了 , 再到镜子里一睹“尊容”, 才发觉镜子对他是讲“真

话”。经过这一番折腾 , 巴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

每次走过它前面 , 我就看自己那副“尊容”, 既不神气 , 又无派头 , 连衣服也

穿不整齐 , 真是生成劳碌命 ! 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 , 写吧。这是我给自己

下的结论。

象这样生活事例信手拈来 , 毫不掩饰地坦露自己赤诚的心 , 确实做到不虚美 , 不隐恶 , 把心

掏给读者。正如他说 :“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创作中写的要一致 , 要表现自己的人格 , 不要

隐瞒自己的内心。” �l} 人品和文品的一致 , 使巴金的为人和为文得到和谐的统一 , 这是巴金

人格力量的所在。巴金的真诚 , 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

讲真话 , 更表现在作家有无勇气坦白无私的自剖。巴金说 : “挖别人的疮 , 也挖自己的

疮”。 �l~ 在《随想录》中 , 巴金的自审意识特别的强烈 , 他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位债主 , 要在

晚年期间以写作的方式 , 一笔一笔地偿还。说实话 , 作为一位“文革”受害者 , 巴金最有资

格表明自己的无辜清白。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去做 , 相反却把批判锋芒引向了自己 , 进行着严

厉的自我解剖和反思。他为自己在不正常的时期所写的“豪言壮语”、“违心之论”不能容忍

自己 ; 为自己在政治运动中 , 为了保全自己 , 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头而羞愧 ; 他为老舍的死而

难过 , 认为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 , 怎样向后人交代呢 ? 他也为自己不能保护妻子而痛心 ;

为不能保护小狗包弟的性命而自责 ; 他甚至把笔触伸入自己的潜意识 ———梦境世界 , 来剖

析自己 :

我在梦中斗鬼 , 其实我不是钟馗 , 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 , 只是保护自

己 , 大声叫嚷 , 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 , 很想找到一点珍宝 , 可是我

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 �mu

读着巴金这类自剖的文字 , 令人想起鲁迅在 1926 年写的《穷人·小引》中 , 引用陀思妥耶夫

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手记》中的一句话 :“将人的灵魂的深 , 显示于人的”, 鲁迅指出 :

“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 , 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的愈合中 , 等到苦的涤除 , 而上了

苏生的路。” �mv 巴金的《随想录》也具有这样的功效 , 这类严厉的自剖文字促人深思、引人

警策 , 显示巴金作为一位思想家在剖析知识分子精神时的坦诚与深度。

讲真话 , 就是要“讲自己心里的话 , 讲自己相信的话 , 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mw因此从

高一层意义上说 , 讲真话不仅是指作家内心的真诚流露 , 更重要还应包括人的独立思考。巴

金在反思十年的“非人生活”时 , 曾作这样的检讨 : “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

主要的责任还是我自己。” �mx “我还想说 : ‘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 ,

人 !’” �my 巴金的这番话很有深意 , 这些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真话”, 凝结着深刻的教训

和宝贵的经验 , 值得我们再三深思。巴金在《随想录》里这样说 , 也是这样做的 , 他怀着强

烈的正义感和一个老人稀有的勇气 , 发出自己的声音 :

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 ⋯⋯只要一息尚存 , 我还有感受 ,

还能思考 , 还有是非观念 , 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 , 我也要讲真话。讲什

么 ? 还是讲真话 ⋯⋯我想起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 :“皇帝

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讲出真话来 :“他什么衣服也没穿。”

看来 , 讲真话需要作家有真诚的勇气 , 才能越过许许多多人为的障碍 , 顺着自己的思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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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 得出应有的结论。

不过 , 真话要讲得深刻 , 分析得透彻 , 还需要作家具备成熟的智慧 , 也就是说具有独立

的理性批判精神。这是衡量知识分子人格复苏的重要标志。鲁迅曾说过 : “必须正视现实 ,

这才可望敢想 , 敢说 , 敢作 , 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 , 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mz 巴金正

是这样 , 对“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产生的苦痛”, 身体力行 , 敢于歌哭 , 勇于剖析 ,

做到“真诚地、深入地 , 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作品来。 �m{ 不过作为清

醒、独立的现实主义者 , 他的一切批判应该是为理想而批判 , 应该是位为追求一个合理人

生、合理社会的杰出歌手。巴金尊敬卢梭 , 在于卢梭敢于讲真话 , 维护着真理和正义的尊

严 , 是一位拿着“出”和“草帽”为人民不辞辛苦的“日内瓦公民”。 �m| 他崇尚托尔斯泰 ,

不仅认为托氏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 而且代表着“十九世纪世界的良知”。 �m} 从巴

金的身上 , 我们不难看出卢梭、赫尔岑、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思想先哲对他的影响。

他们在追求真理、维护正义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在《随想录》创作中 , 巴金不顾自己年迈多

病 , 一笔一划地写着他的随想 , 一点一滴地记录着他真诚的思想和感情 , 表达他对祖国对人

民的爱。巴金说 :

人们的幸福生活给破坏了 , 就应当保卫它。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

生活的安排不合理 , 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 , 我更加热爱生活 , 热爱光

明。从伤痕里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 �m~

巴金以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 , 确立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前沿位

置。他的《随想录》也将成为留给后人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产品 , 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作者为泉州师专中文系副教授·泉州·362000)

注释 :

②“寓悲愤于沉默”, 是陈仲贤评巴金语 , 转引自巴金《“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③转引自巴金《我的责任编辑》。

④、⑩黑格尔 :《小逻辑》, 第 87 页 , 74 页。

⑤巴金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⑥H·普列斯纳 :《新的眼光》, 斯图加特 1982 年 , 第 171、172 页。

⑦巴金 :《“文革”博物馆》。

⑧巴金 :《我的噩梦》。

⑨巴金 :《说真话之五》。

�lv 巴金 :《我和文学》。

�lw巴金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lx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 第 108、109 页。

�ly 巴金 :《随想录·日译本序》。

�lz 王尧 :《乡关何处 : 20 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 第 6 页 , 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l{ 马克思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转引《人道主义思想论库》, 罗国杰主编 , 第 735 页 , 华厦出

版社 1993 年版。

�l| 巴金 :《序跋集·跋》。

�l} 《巴金谈文学创作 ──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l~ 巴金 :《探索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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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巴金 :《说梦》。

�mv 鲁迅 :《集外集· (穷人) 小引》。

�mw巴金 :《真话集·后记》。

�mx 巴金 :《病中 (三)》。

�my 巴金 :《怀念叶非英兄》。

�mz 鲁迅 :《坟·论睁了眼看》。

�m| 巴金 :《再访巴黎》。

�m} 巴金 :《再认识托尔斯泰》。

�m~ 巴金 :《未来 (说真话之五)》。

(责任编辑 戴南兴)

(上接第 17 页) 的目的 , 重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使学

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综合素

质的锻炼和培养。对师范生来说 , 特别是教学技能技巧的训练和提高。

再次 , 我们可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作一些尝试和努力。比如 , 教师可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

丰富藏书的优势 , 结合专业特点规定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阅读几本相关的书籍 , 并写出读书

心得甚至评论等 , 教师予以评分评奖。这样学生学有兴趣 , 学得主动 , 还可锻炼他们的自学

能力、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书写能力。另外 , 要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电教设备 , 进行电化

教学。因为电化教学具有直观形象、生动逼真、感染力强等特点 , 有助于使理性问题感性

化、抽象问题具体化、深奥问题通俗化、复杂问题简单化。为此 , 师范院校就要对教师如何

运用电教手段进行教学加以训练和指导。

最后 , 实施素质教育 , 必须加强师范院校与中小学的沟通与联系 , 互相反馈素质教育的

有关信息 ; 必须重视教育科学的研究 , 对成功的典型经验及时进行总结、研究和推广 , 共同

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和深入发展。(作者系泉州师专政史系副教授·362000)

(责任编辑 　周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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