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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

“

养生
”

还是
“

养性
”

？

——

《庖了解牛沖的
“

养生
”

辨析

？ 艾芝萍

（ ７工 西师 范大 学 文学 院
，

江 西 南 昌 ３３００２２ ）

摘 要 ：
人教版选修教材《 中 囯 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 《庖丁解牛 》

一文 中把
“

养生
”

，主释为
“

养

生之道
”

。 而在真 买教学过程 中
，

让学生把庖丁按牛的本身性状来解牛与
“

养生之道
”

相勾 连
，
总是

不够顺达 。 文章从知人论世 、追溯 节选课文原文和词义发展的 角 度 ，
论证在教学 的过程 中把

“

养

生
”

作
“

养性
”

（性即事物本身的性状 ）来解读 ， 更顺达。

关键词 ： 庖丁解牛 养生 养性

教参中关于
“

养生之道
”

大致有两种理解 ：

一种是文惠君悟

出 了冶理天下也好
，
为人处世也好

，修养 自 己也好
， 都要按照规

律去办事的道理 ；
另一种是文惠君悟 出 了道理 ：

一

切纷繁复杂

的事物都有它 的客观规律
，
只要不断积累经验

，
就能逐渐掌握

其规律
，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时 ，仍要谨慎认真 ，

才能把事 清做

好 。尽管在教学 中 总能把养生之道往教参上去靠 ， 但是却无法

让学生 内化于心 。

根据课堂对话我们发现
，
学生思维 中 的

“

养生
”

解读有两

种 ：

一种是
“

养生
”

，
即保护生命 ，

延年益寿
；
另一种是

“

养身
”

，
即

保养身体 、调理身体 ，
偏重在具体的身体机能上 ，

而且
一

般不具

备长远 性 。笔者倒不是要诟病这样的理解
，
只是从节选课文 《庖

丁解牛 》全篇来看
，
确实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起点 ， 要把庖丁解

牛 的髙超技术与养生联系起来也的确有不顺达之处 。

关于
“

养生
”

主题
，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

，
大致有如下几种认

识 。王夫之提到 ：

“

形
， 寓也 ，宾也 ；

心知 寓神 以驰 ，
役也

；
皆吾生

之有而非生之主也 。以 味与气养其形
，
以学养其心知

，
皆不恤其

主之亡者也 。其形在
，
其心使之然 ， 神 日疲役 、 以濒危而不知 ，

谓

之
‘

不死奚益
’

。而养形之累显而浅
，
养知之累隐而深 。

”

可见
，

王

夫之认为养生主应理解为养
“

生主
”

（神 ）而非养
“

生
”

（形体 ）主 。

又有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提到 ，

“

《养生主 》篇 ，
主 旨在说护

养生之主
——精神 ，

提示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任 自 然
”

。而曹础

基同样认为
，

“

养生主要的是养神而不是养形 。

一切现象
， 都是

道 的物化
，
是暂存的 ，

终会消失
，
而道确是永存的 。故养生要养

神 ，
养神主要修道

”

。最近有学者提出 养生形神兼养 ，
养神重于

养形 。而笔者认为关于 《庖丁解牛 》

“

养生
”

辞约 旨远
，
在文中 若

如 注释所述
，
把

“

养生
”

简单理解成
“

养生之道
”

确有不妥
，
有待

商榷 。

＿

、 知人论世 ： 自然之性状

《孟子
？万章下》 ：

“
一乡 之善士斯友

一乡 之善士 ，

一囯之善

士斯友一 囯之善士 ，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 以友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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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士为未足 ，
又 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 ，

Ｓ其书
，
不知其人

，
可乎 ？

是 以论其世也
，
是 尚友也 。

”

要Ｓ懂庄子的作品
，
得了解庄子及

其所处的时代 。

庄子
，
约公元前 ３ ６９年 前 ２８ ６ 年

，
战囯 中期宋囯蒙人

，
是

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 的代表人物 。他生 活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

的新旧交替时代 。庄子对这个大动荡大变革 的社会现实 ，
极不

适应
，
极 为不满 ， 可是又无可奈何 ，

因而道家的
“

顺其 自 然
” “

无

为而冶
”

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很突 出 。关于庄子思想研究的论

述有很多
，
这里只谈庄子思想 中 的

“

顺其 自然
”

。

庄子贵 自然
，
这是庄子研究领域都认同 的 。通常

，
绝大多数

会把
“

自 然
”

理解成
“

自 然界
”

。据有的学者统计
，
庄子书 中涉及

“

自然
”
一

词 的语句大概有七处 ： （ １ ）吾所谓无清者 ，
言人之不 以

好恶 内伤其身
，
常 因 自然而不益生也 。 （ ２ ）汝游心于淡

，
合气于

漠 ，
顺物 自 然而无容私焉

，
而天下冶矣 。 （ ３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

声
，
调之以 自 然之命 。 （４ ）当是时也 ， 莫之为而常 自 然 。 （ ５ ）知尧 、

桀之 自然而相非
，
则趣操睹矣 。 （ ６ ）夫水之于杓也

，
无为而才 自

然矣 。 （ ７ ）真者 ，
所 以受于天也

，
自然不可 易也 。从词 拄上来考

究
，
这七处

，
除了第

一

句 中
“

自然
”

是名词
，

理解为好恶这种 自然

而然的状态
，
其他几处都是作为形容词或者副词 出 现的 。 由此

可见 ，
庄子所推崇的 自然没有 自然界的意思 。

另外
，
我们还可以从老庄思想的继承上通过老子对 自然的

描写来揣测庄子的
“

自然
”

。在《老子》
一书中

，
出 现了五处 自然

一词 ： （ １ ）功成事遂 ，
百姓皆谓 ：

“

我 自然 。

”

（ ２ ）希言 自 然 。 （ ３ ）人

法地
，
地法天

，
天法道

，
道法 自然 。 （ ４ ）道之尊

，
德之贵

，
夫莫之命

而常 自然 。 （ ５ ）学不学
，
复众人之所过

，
以辅万物之 自 然而不敢

为 。亦从词 拄上来考究
，
除第三处是名词外

，
其他均为形容词或

者副词 。而第三句正好讲到了道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 ，
陈鼓应先

生解释这句 为 ：道纯任 自然
，
自 己 如此 。在这里 ，

如果此句把 自

然作为副词来理解
，那其 中

“

法
”

字就没有任何意义 ，
而且前面

三句 中
“

地
” “

天
” “

道
”

都是名词 ，
所 以句 中的

“

自 然
”

也是名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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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

自 然
”

作为名词解释为 自 然界
，那

“

道法 自 然
”

就是说道

９５要效仿 自然
，
道就不是最髙的存在 了 ，

而这是违背老子关于

道的说法的 。所以
，
老子此句 中的

“

自然
”

是名词
，但不能解释为

自 然界 ， 应理解为物 自身 固有的 拄状 ，
道应效法 自身 固有的 拄

状 。

一

切事物都有 自 己 固有的 拄状 ， 这是万物有条理活动 的根

源 ，不必要进行干预 。

正如吴 囯盛先生 的观点 ：

“

自然
”
一词含有

“

本 性
”

和
“

自 然

物
”

这两种意思
，
而且其最初和最基本的意思是第

一种
，但现代

汉语中更倾向于用后
一

种 。所 以庄子所推崇 的 自然应是事物本

身所具有的 固有 拄状 。

回 到 《庖丁解牛 》课文
，
庖丁解牛之所 以技艺能达到炉火纯

青的地步
，
是 因为遵循牛本身的 拄状而游刃有余

，
这与上文分

析的庄子思想 中对 自 然的理解异 曲 同工 。 既然如此 ， 那么文惠

君或许是悟 出 了
“

养 拄
”

的道理
，
即要认真对待事物 自身 固有的

拄状 。

二、追根溯源 ：本性说之存在

《庄子
？养生主 》是论述文

，
分为三章 ，

中 心论点在第
一章 ，

而 《庖丁解牛 》属于第二章 。下面我们来看第
一

章 ：

吾生也有 涯 ，
而知也无涯 。 以有 涯 随无 涯 ，

殆 已 ！ 已而 为知

者
，
殆而 已矣 ！ 为善无近 名 ， 为 恶无近刑 。缘督 以为 经 ， 可 以保

身 ，
可以全生

，
可以养 汞 ，

可以尽年 。

这一章提出
“

缘督 以为经
”

，
是为全篇的总 纲

，
指 出 在人生

有涯而知识无涯的境况 中
， 当顺循 中虚之道 ，

即顺应 自然之理 。

第二章 ， 借
“

庖丁解牛
”

的故事 ，
述说社会的复杂如牛 的筋

骨盘结
，
应当

“

因其 固然
” “

依乎天理
”

（顺应 自 然的纹理 ）
，
并

“

怵

然为戒
”

（要有审慎 、关注的态度 ）
，
且 以

“

善刀而藏之
”

（藏敛 ）为

自 处之道 。 由上可见
，

庄子在《养生主 》前两章节 中论述的关键

词是顺应 自然本 拄
，
而并没有谈如何

“

养生
”

。

姚曼波女士说 ：

“

对 《养生主 》的题 旨
，
历来都落 目 于

‘

养

生
’ ”

。在举例之后又说 ：

“

但从全文来看 ，
其 旨并非谈如何

‘

养

生
’

。

”

细Ｓ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 注解发现
，

“

可以全生
”

的

“

生
”

解释为
“

读为 性 （吴汝纶《庄子点勘》 ）

”

，
并且把

“

可以全生
”

译为
“

可以保全天 拄
”

。也就是说 ， 作者也是把
“

生
”

作为
“

拄
”

来

解读 。

既然如此 ， 那么庄子在《庖丁解牛》 中是要阐述
“

养生
”

还是

“

养 性
”

呢 ？

在教学《庖丁解牛 》时 ，
我们基本有如下共识 ：庖丁解牛有

三重境界 ： 目 见全牛 目无全牛 神退不 目 。而之所 以能够达

到神退不 目 的境界是 由于
“

依乎天理
”

、

“

因其 固然
”

和
“

以无厚

人有间
”

。这都是庖丁顺应牛本身的 拄状而解牛 的秘诀 。

由 此 ，
有学生提出 ：那文惠君可 以直接说

“

善哉 ！吾闻庖丁

之言
，
得依乎天理也

”

啊
，
为什么要用

“

养生
”

二字呢 ？这进一步

引起了笔者对
“

养生
”

二字理解的髙度关注 。是不是
“

养生
”

还

有其他的解释 ？这里 的
“

养生
”

跟我们平时说的
“

养生
”

是一个

意思吗 ？当然这里不是说
“

养生之道
”

主题有误
，
主要是来探讨

关于这
一

主题还有没有更精准 、更通顺 、更能让学生理解的表

述 。

赵又春在 《我Ｓ庄子》 （岳麓书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一书的 《养生

主第三 》中 明确提出 ，
他认为养生之道 的

“

生
”

理解为
“

天 拄 、本

拄
”

更顺通 。

“

养
”

则是孔子说的
“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

的

“

养
”

，

“

对待
”

的意思
，
所以文惠君是说 ： 我懂得必须按对方的本

拄 去处理同他的关系这个道理了 。这样就更通顺了 。这正是本

篇的主 旨 。

换句话说 ，
文惠君在听 了庖丁的阐述后 ，

应该这样说 ：

“

好

啊 ！我听 了庖丁这
一

番话
，
得到 了养 拄 的道理 。

”

再说明 白
一

点

就是 ：

“

好啊
，
我听 了庖丁这

一

番话
，
懂得了顺任本 性 的道理 。

”

这样的理解跟全文更调和
，
更能让学生听明 白 。

当然
，
也不能 忽视庖丁说完解牛过程达到

“

游刃有余
”

的境

界 以至
“

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

后说过的话 。他说 ：

“

虽

然这样
，
可是每遇到筋骨盘结的地方 ，

我知道不容易下手
，
小心

谨慎
，
眼神专注 ，

手脚放缓
，
刀子微微一动

，
牛就哗啦解体了 ，

如

同泥土溃散落地
一

般 。这时我提刀站立
，
张望 四方

，
感到心满意

足
，
把刀子揩干净收藏起来 。

”

这段对话 内容
，
是在论述即使技

术再髙超 ，
每当面对具体和繁难问题时 ，

也要谨慎认真 。这是对

前面之所以解牛大获全胜的原 因作补充论证 ；
换句话说 ，

就是

真正 的解牛全胜 ，既要顺应牛本身的 拄状 ，也要小心谨慎 ，
这样

才没有后患
，
才是真正 的与 自然融为一体 。

解Ｓ到这里
，
再看下文

，
就不难理解文惠君悟出

“

养 拄
”

之

道 了 。

三 、词义发展 ： 心生为 性
“

生
”

为什么能理解成
“

本 性
”

？
《说文解字 》 ：

“

生
，
进也 。象草

木生出 土上 。凡生之属 皆从生 。

” “

生
”

的本义为草木生长 出土 ，

引 申指生育 、发生 、产生 ，
如

“

无事生非
” “

无中生有
”

；
由 生长引

申指生存 、存活 ，
如 《史记

？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 的
“

今两虎共斗
，

其势不倶生
”

；
进而引 申 为生存 的期限

，
如

“

一生
” “

毕生
”

；
又引

申为生计 、生活 。

《 尚书 ？君陈》 中 的
“

惟民生厚
”

可证
“

生
”

能引 申 为
“

本 性
”

义 。

“

拄
”

，
形声字

，
从心

，
生声

，
本义为人的本 拄 。 拄 的本质 ：

心生

为 性 。从这里可以看出 ，

“

生
”

发展为
“

本 性
”

之义 ， 有过例证 ， 存

在这种可能 。

再看 《现代汉语词典》 ，

“

养生
”

指保养身体 ， 而
“

养 拄
”

指陶

冶本 拄 、修养心 性 。
二者有联系亦有区别 。联系在于

“

养
”

字
，
区

别在于养的对象不同 。所以 ，

“

养生
”

不等 同于
“

养 拄
”

。

《庖丁解牛 》 中 ，
此

“

养生
”

显然不能简单理解成现代人讲的
“

养生
”

。 因此
，
学生在

“

养生
”

的理解上 出 现疑难也就情有可原

了 。

当然
，
学生不能理解

“

养生
”

，
还存在一种可能 ， 即把

“

养生
”

与
“

养身
”

混淆 了 。这里要注意庄子的思想是深邃的
“

道
”

之思

想
，
是宏大的哲学命题 ，

不是一句
“

养生
”

能概述通彻的 。

综上所述
，
从庄子的思想本身 、从 《养生主 》全文 以及从词

义发展的可能来看
，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

，
把 《庖丁解牛 》的第

４ 自然段
，
文惠君悟出 的

“

养生
”

作
“

养 性
”

阐述
，

理解会更顺达
，

２０ １ ９６１ 语文取学通 ＿讯？ 高中 ｜ ５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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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刻板印象 ，还原真实鲁迅
—— 浅谈《呐喊》的导入课

＿ 昌 晶

（ 南京 师范大 学 附属 中 学 ，
江苏 南 京 ２１ ０００３ ）

摘 要 ： 面对
“

最熟悉 的 陌生人
”

鲁迅 ，
导入课需要 引 导学生 细读和质疑一手资科 ，

打破刻 板

印 象
，
从而还原 《呐喊 》的 写作时代和写作意 图

，

以达到 通过细读调整 自动化思维 、通过质疑打破

刻 板印 象 ，
通过探究还原真 实鲁迅 ， 为 阅读 《呐喊 》拓展思路 ，

为 自主 阅读铺平道路。

关键词 ： 鲁迅 《呐喊》 导入课

鲁迅是每
一

个语文教师都避不开的话题 ，
也是每

一

位学生

最熟悉的作家 。学生 自 小便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社戏》

《风筝》等篇 目
，
到了 髙 中又开始接触鲁迅 的杂文 《拿来主义 》

《为 了忘却 的记念 》 等 。 这就给教师出 了
一

个很大的难题 ： 《呐

喊 》还需不９５要专 门 的导人课？诚然 ，
熟悉是一件好事 ，但也是

一件麻烦事 。 很多学生对鲁迅有
一

些囫 囵吞枣的刻板印象 ，
知

道鲁迅是思想家 、革命家 、青年的导师
，但其思想价值究竟在何

处却说不明 白 。学生畏惧鲁迅的文字
，
觉得内涵深厚不易理解

，

甚至在没有通读《呐喊 》之前就大喊着读不懂
，
表示不喜欢鲁

迅 。鲁迅既是最熟悉的作家
，
也是

“

最熟悉的陌生人
”

，
所 以 《呐

喊 》需要有导人课 ，而且需要有能打破刻板印象的导人课 。

可是 ，
导人课应该怎么上 ？所谓

“

解铃还须系铃人
”

，
学生的

成见９５要学生 自 己发现和瓦解
， 《呐喊 》的导人课不能继续教师

讲述人物生平经历的模式 ，
而是要将立足点放在 引导学生 自 己

“

打破刻板印象
”

和
“

还原真实鲁迅
”

上 。

＿

、如何打破刻板印 象

１ ．重 读 一 手资枓 。

成见从何而来
，
就要溯源而上 ，

正本清源 。学生对鲁迅 的成

见源于不读
一

手文本或者读而不思 ，
这两个问题不仅见于鲁迅

一人 。课前 ，
教师可以布置学生 自 己查找鲁迅生平资料 ，但必须

强调
“
一手资料

”

的概念和
“

新认识
”

的要求 。面对鲁迅这样背景

资料多如牛毛的作家
，
很多资料尤其是 网络信息 良莠不齐 、纷

乱杂陈
，
学生必须去阅读原始材料

，
最好是鲁迅 自 己 写过的文

全文的义理也就通达 了 。

最后有
一

点９５要说明 ： 其实本文并不是
一

定要在
“

养生
”

与
“

养性
”

的辨析中追寻
一

个二元对立的答案
，
而是认为

“

教材无

非是个例子
”

， 是希望 由此可以在文本解读的道路上提升教师

以及学生的关键能力
，
以便真正落实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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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或者是同 时代的人笔下的鲁迅 ，

才可能构建出 真实的鲁迅 。

教师可布置如下预习题 ：

鲁迅是
“

横眉冷对千 夫指
”

的 斗士吗 ？还是
“

俯首甘 为孺子

牛
”

的 导师 ？

鲁迅是言辞犀利 寓意深远的 革命家吗 ？还是怀念童年 率性

书 写 的 作家 ？

请你从事实 出发了解真实的鲁迅 ，
让鲁迅在 自 己 的文字 中

逐渐现身 ，
还原 自 我 。你可以查阅 《朝花夕拾》 《两地书 》 《鲁迅 书

简》 《鲁迅 日记》等资料
，
说说经过再次阅读你对鲁迅的新认识 。

有些教师会自 己准备导人课的资料 ，
因为让学生去查找资

料
，
难免会材料扎堆 、 内容陈 旧

，
很难寻找到恰到好处的资料 。

但大多数时候教师还是不应该越俎代庖 ，
就像李泽厚所说 ：

“

我

讲用材料有两种办法 ，

一种是孤本秘籍法 ，

一种是点石成金法 ，

就是普通材料 、大路货 ，
大家熟见的

， 但讲出 另外的东西来 。

”
［ １ ］

导人课就是要
“

点石成金
”

，
教师能够教会学生在随手可得的材

料 中深人探究 、细读慢 品 、学会质疑 、读出新意
，将大家的鲁迅

读成 自 己 的鲁迅
， 将书本上那个枯燥的革命家 、思想家读成

一

个活生生 的人 。这样的导人课就不仅仅是知识课
，
同 时也是方

法课
，
授之以渔方能推陈出新

，
也能由此及彼

，
教会学生去 自 己

研究其他的作家 。

２ ． 细读和质疑 。

阅读作家生平和 阅读小说一样
，
不能只停 留在宏观的理解

层面
，
也９５要有深人细读 、质疑分析的过程 。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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