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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古人也追星，而且与现在相
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西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
家、政治家，名叫潘岳，字安仁，但是
热情的粉丝都把他称之为“潘安”，说
他是中国古代第一花样美男。《世说
新语》里这样描写潘安的帅气外表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
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意思是说：潘岳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
长相俊美；

少年时挎着弹弓从洛阳的大道出
去溜达，女人们看到他，就会手拉手把
他围在中间。明代的《语林》记载了粉
丝们为潘安疯狂的场面：“安仁至美，
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说潘安人
长得帅，驾车走在大街上，各个年龄段
的女粉丝们为之着迷，尤其是那些岁
数大的女粉丝，为了表达自己见到偶
像时的激动心情，纷纷把新鲜的水果
送给潘安。

和潘安同时代，有一位著名的文
人雅士叫做卫玠。相传，卫玠小的时
候就名声在外。五岁时被视作神童，
年纪轻轻就开始研究《老子》《庄子》，
成年以后更是善谈明理。再有，就是
长得漂亮。

《晋书·卫玠传》记载，说五岁时的
卫玠就生得“风神秀异”，在人群中特
别显眼。卫玠年少时乘坐羊车到街市
去，看到他的人都以为是玉人，纷纷跑
去围观他。卫玠的舅舅是朝廷的骠骑
将军，也是一位“俊爽有风姿”的大人
物，可是舅舅也是卫玠的铁杆粉丝，说
每次卫玠在自己身旁，就觉得这孩子
美得发亮，不禁感慨“珠玉在侧”，自己
的容貌就没法看了。《世说新语》记载，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
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
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这说的是当年卫玠全家从豫章搬
到下都，就是从今天的江西南昌一路
奔波搬家到江苏南京，结果城里的人
听说卫玠来了，纷纷跑到路上围观，热
情的粉丝里三层外三层，把卫玠团团
围住，卫玠本来就身体虚弱、旅途劳
顿，加上被粉丝围堵，奋力挣脱，这么
一折腾，最后还是生病了，最后竟然一
病不起，与世长辞，终年 26 岁。成语

“看杀卫玠”由此而来，都说是卫玠被
看死的，真是遗憾。

这古人追星，既有千古佳话，也
有悲剧遗憾，和如今的追星倒颇有些
相似的地方。明星偶像，说到底就是
人们内心的一个向往和榜样，人人都
想超越自我，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莫不如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说不
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和偶像明星肩
并肩。

本期名师：李东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文
学博士。教育部中国大学精
品视频公开课主讲人，2010 年
上海世博会辽宁馆主题演绎
总策划，“辽海讲坛”主讲人。

抖来看名师D

栏目主持人：李振村

主持人：李振村
“有时我不禁犯疑，苍

天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
所创造的生灵，害得他们如
此不幸，如此孤立无援，又
如此沮丧寂寞呢？”

“害怕危险的心理比危
险本身还要可怕一万倍。”

“我希望世上的人都要
从我最不幸的处境中取得
一个经验教训，这教训就
是：在最不幸的处境之中，
我们也可以把好处和坏处
对照起来看，从而找到聊以
自慰的事情。”

这些经典的语句都是
来自于经典名著《鲁滨逊漂
流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
沮丧、失落甚至悲观的时
候，可能是学习的困难、亲
人的隔阂，友情的触礁……
那么，该如何走进《鲁滨逊
漂流记》的世界，通过阅读
名著，寻找学生们自立自强
的精神家园呢。

破题者：徐丹
沈阳市实验学校高级

教师，多次主持省级课题，
省级优秀课一等奖，区骨干
教师，区十三五科研成果奖
获得者，第十四届全国中学
生作文大赛一等奖指导教
师。

古人追星也疯狂

现在的学生很少读完整的书，碎片化的，自媒体
等自媒体阅读，更是铺天盖地。学生心焦、内心烦
躁。要安静读完一本书，首先就是涵养性情，让学生
静下心来读书。我们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小任务让
他们带着问题读书。

一般情况下，一本书想要深入理解至少要阅读两
次以上，为了节约时间，初次阅读《鲁滨逊漂流记》的
任务最好放在寒暑假，这样有整块的时间来阅读，便
于对书本内容的整体把握。二次阅读和三次阅读可
以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灵活安排。

对学生而言，一般一学期能完成三本书的精读
加一些喜欢的选读书目即可。

一、初次阅读最好放在寒暑假

二、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跳读

现在的部编版教材更加重视名著的整本书
阅读，每册两本必读名著，四本选读名著，要求学
生必须真真正正进行阅读，而且要在掌握内容的
基础上，对书籍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有初步的
思考。

一 般 情 况 下 ，阅 读 一 本 书 分 三 个 阶 段 ：
初 步 感 知 、跳 读 精 读 和 主 题 阅 读 。 大 家 可 以
先 快 速 浏 览《鲁 滨 逊 漂 流 记》的 整 本 书 ，在 了
解 情 节 后 再 选 择 自 己 喜 欢 的 地 方 跳 读 精 读 ，
最后还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或关注传达的思想
或关注精妙的写法来细细品读。

三、和同学们一起交流自己的理解

现在学生学业繁重、压力大、时间紧迫，对阅
读的忽视以及只针对应试死记考点的方式大大消
减了学生的阅读热情。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要让
他们学会交流。

交流的真正效果在于在彼此的思维碰撞中产
生智慧的火花，产生我们自己更全面的思维认知。
通过读书交流让学生对整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有更为
广阔的思考空间。阅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大
家可以比一比谁讲的故事片段更精彩，比一比谁的
理解更独特而深入。

也许，你的内心有别人触摸不到的世界，那里
有漂浮的云、绵绵的雨、潺潺的溪……那里有属于
自己的净土，是灵魂栖息的家园，那就让名著走进
你的心灵，与你并肩同行！

初次阅读最好放在寒暑假

开启《鲁滨逊漂流记》的心灵之旅
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精读

这几年的阅读教学尝试，让
我慢慢找到一些办法，那就是用
任务驱动法来推进整本书阅读，让清

晰的目标和明确的任务引领学生们逐步走进名
著。

《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十七世纪有个叫鲁滨逊的
英国人，他厌倦了自己平谈无奇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下定
决心要周游世界。他登上了一艘开往非洲的轮船，但是却遇

上了可怕的风暴，孤身一人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在这个
荒岛上，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改变了荒岛也改变了他的生活。
经过二十八年多的孤苦生活，他终于脱险，返回故乡。

一个曾经非常叛逆、不听父亲苦苦规劝的年轻人，能
在一个荒无人烟、环境如此恶劣的荒岛上，吃尽了苦头，
仅用几支枪和一点大米、小麦，甚至连鞋子都没有的情况
下，生存了二十八年，这常人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鲁滨
逊却办到了。

正如稻盛和夫所说：“人生的道路都是由
心来描绘的。所以，无论自己处于多么严酷
的境遇之中，心头都不应为悲观的思想所萦

绕。”
我们今天就以《鲁滨逊漂流

记》为例，谈谈如何更好地阅读理
解名著。

如何走进
《鲁滨逊漂流记》

的世界？

突如其来的惊喜像哀愁，也使人一时
间难以承受。

聪明的人可不要自信过了头，非得认
为自己的判断力天下无敌，认为自己能替
自个儿选定不平常的生活之路。人，是一
种短视的动物，看不到离眼前稍远的地方
的事情，所以他不同于一般的感情，通常弄
巧成拙。

一个要教育别人的人，最有效的办法
是首先教育好自己。

当人们把比他们不幸的人与自己相比
时，老天可能会使他们成为那些不幸的人
中的一个，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以前的幸福;
如果老天这么做了，那这做法是正当的，也
值得所有人的考虑。

我已学会多看看自己生活中的光明
面，少看看黑暗面;多想想自己所得到的享
受，少想想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种态度
是我内心感到由衷安慰。

我们平常人，不亲眼见到恶劣的环境，就
无法理解原来环境的优越;不到山穷水尽的地
步，就不懂得珍惜自己原来享受的东西。

在考虑到所有坏事的时候，应当想到
坏事中还有好事。当然还应当想到，坏事
中还可能会有更坏的情况出现。

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若不是预先计算
一下需要多少代价，若不是预先对自己的力
量做一个正确的估计，那真是太愚蠢了。

在最不幸的处境之中，我们也可以把
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看，从而找到聊以自
慰的事情。

我一无所有，但我还活着。
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加

以使用外，实在没有别的好处。
世间万物，只有有用处，才是最宝贵

的。任何东西，积攒多了，就应该送给别人;
我们能够享用的，至多不过是能够我们使
用的部分，多了也没有用。

害怕危险的心理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
一万倍。

《鲁滨逊漂流记》
好句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