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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钊：“引领学生走好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7层，驻扎着一个实体化运行科

研机构。这个机构每到夜晚，从

窗内透出的灯光常常一直亮到

后半夜。这里就是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也是

刘钊坚守近二十年的地方。

2007 年，受裘锡圭先生邀

请，刘钊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的岗位上加盟复旦大学，开始在

复旦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研

究与教学工作，并率领研究团队

沿着裘锡圭先生开辟的道路披

荆斩棘，砥砺前行。在复旦任教

以来，他共培养学生 60 多人，目

前已有 35 名研究生从复旦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2024年，他获评

复旦大学“钟扬式”好老师称号。

教学风范一脉相承

“一是对工作始终保持着高

度的热情，全身心投入；二是对

学生如春天般温暖，以培养出能

超越自己的学生为毕生的职守；

三是对事业的忠诚和挚爱，竭力

把这份忠诚和挚爱转化为动能，

驱动在攀登事业高峰的路程中

焕发出人生的光彩。”这是刘钊

对于好老师的理解。

在成为一名好老师的路上，

裘锡圭先生是他最重要的领路

人。在刘钊的记忆中，裘锡圭先

生在学术上要求极高，对学生严，

对自己更严，尽管今年已经90岁，

视力极度衰退几乎双目失明，但

是在助手协助下，依然每天笔耕

不辍，近年写成了多篇重要文章，

其中一篇是超过9万字的长文。

在裘锡圭先生的治学态度和

严谨学风的影响和熏陶下，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老、中、青三代

学人勤勉刻苦，一心向学，良好的学

风得以接力传承，不改初衷。“裘先

生是我一生所见的学者中最纯粹

的。”刘钊说。在他看来，裘锡圭先

生毕生致力于出土文献和古文字

的研究工作，将学术事业视为生

命。在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上，裘

锡圭先生对刘钊有着不小的影响。

“高标准要求是必须的，要

让学生学会扎实求真、博观约

取。”刘钊说。在学术之外，他也

注重学生品德、人格的培养，告

诫学生“脚踏实地”才是做人、做

学问的不二法门。

“不怕慢，就怕站”

在刘钊看来，好老师的标准不

仅要在教学过程中贯彻，更要融入

整个培养过程中。“除了学术上的

交流和切磋，平时的闲聊和漫无目

标的评骘和臧否，也往往能起到潜

移默化、深切感悟的效果。”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2020级博士生黄博对这一

教学理念深有体会。“刘老师非常

重视基础的培养，他认为古文字学

学生最重要的素质，不是聪明和灵

气，而是对古文字的热爱和肯长期

下苦功夫的决心和自律能力。”黄

博说。在日常与学生的相处中，刘

钊常引用古文字学家于省吾的名

言“不怕慢，就怕站”，告诫学生，做

学术要有耐心，要打好基础。

培养学生，刘钊不但注重言

传，也在日常中以身作则。在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学术

基础便是对于古文字形体的掌

握。跟随导师刘钊学习期间，有

一件小事给黄博留下深刻印象，

毕业至今他仍然时时想起。

有一次，古文字研究中心决

定向前来交流的老师赠送刘钊主

编的《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一书，

需要刘钊在扉页写明“某某先生/

女士惠存”，刘钊看过黄博送来的

名单后，当场将他们的名字用甲

骨文写了出来。“我当时第一反应

是震撼，第二反应是羞愧。我也

是研究甲骨文的，但扪心自问，如

果让我当场用甲骨文写这么多人

名，我根本做不到。”黄博坦言。

震撼之余，他暗下决心，一定继续

提升自己对甲骨文的掌握，努力

向老师看齐。如今，他已赴清华

大学开展博士后工作，在古文字

研究领域持续深耕。

“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学生的学术背景、资质秉

性、聪明程度、领悟能力不同，在

教学时，我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

点，扬长避短，为其确定培养方

案，确定传授方法。”谈及教学方

式，刘钊介绍道。

对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这

门专业，刘钊将之形容为“苦学

问”，于学生而言，自发产生浓厚

兴趣并不容易，然而，其研究对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发掘中

华民族早期的历史思想和文化

价值具有关键作用，其重要性

“不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那么，如何启发学生研究兴

趣？刘钊的经验是“必须要引领

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走好学术

生涯第一步”。从发现问题、收

集论文资料到考释论证、得出结

论，他会全程引领学生，手把手

带着学生走完学术研究的全时

段，让学生领略“如老吏断狱、神

探判案”一般的考释经历。

在硕士阶段，黄博向刘钊表

达了对甲骨文的兴趣，于是，刘

钊为他专门制定了硕士三年期

间的目标，主要围绕加固甲骨文

文字掌握度进行，硕士论文题目

也与甲骨文疑难字相关。

在博士阶段，当黄博掌握一

定的文字基础知识后，刘钊向他

指出的方向是：深入商代历史思

想文化，围绕商代史准备博士论

文。关于黄博博士毕业后的研

究方向，刘钊也提出了建议，即

进一步利用甲骨文探索商代的

历史，同时对西周史进行关注。

“刘老师指导、参与了我的

大部分学术道路。”回顾求学时

光，黄博感慨道。

在刘钊的教学生涯中，他常

常如此深度参与学生学术道路规

划。针对探索欲望比较强的学

生，他会引导其进行创新性选题

的发掘；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

刘钊会为其找到原先学科背景与

古文字选课的交汇点；对于踏实

努力的学生，他则设计一个以资

料性质为主的选题进行操作……

苦心孤诣的背后，包含着他

对学生的殷殷期望：“珍惜时间，

切忌虚度，用丰富多彩的古文字

充牣自己的学习生活；以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为终身事业，在事业

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作对国

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有贡

献的人。” 实习记者漆文倩

联动本研学生，连通线上线

下，联结古今中外，这门课有点意

思！让我们走进国家级一流课

程，体验“成语与中国文化”之旅。

一份问卷诞生的课程

自2005年起，“成语与中国文

化”课程已走过20年。这门课主

要面向留学生，讲授中国特有的成

语及其蕴含的文化。复旦大学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成语与中

国文化”的第一任主讲教师王景丹

一直记得，当初开设这门课程的契

机是一份问卷：“当时我们学院做

了一次问卷调查，问留学生最想学

什么，很多学生选择了成语。”

带着学生们的向往，“成语

与中国文化”在期待当中诞生，

复旦也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课

程的院校之一。“当时全国都没

有相关的教材，我们自己上一课

写一课。”课程还登上在线教育

平台，免费开放，2024 年秋季学

期已有4800余人报名学习。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张

媛会在平台上与选课学生交流

互动，及时答疑解惑，致力于让

更多外国学生受益。经过多年

的积累，成熟完善的课程体系已

然形成，然而授课团队并不愿止

步于此，出版新教材、探索新模

式、走出国门、将成语教学送往

海外……她们对这门课有着更

长远、更广阔的计划。

所有课文均为原创
打造“语言+文化”教学模式

成语寥寥数字，却意义丰

富，堪称汉语宝库中的明珠，因

此老师们在编写例句和课文时

尤为讲究。如何最好地展现一

个成语的句法功能？这需要在

语料库里做上千条语料调查，从

而呈现最规范、最常用、难度适

宜的表达。

“所有的课文都是原创，这在

语言教材里很少见。”老师们综合

考虑常用性、习得难度、文化意义

等因素去选择成语，将成语的教

学在课文中串联起来，避免散装

式、词典式的教学。“在一个文化

的话题下去讲课，如何在传授文

化知识的时候，自然地去呈现成

语，实现语言和文化的融合是我

们的教学模式最大的特点之一。”

正如课程的名称，成语和中

国文化是不可能分割的，“我们重

视的是语言与文化的融合，需要

输出和表达，而不是语言归语言，

文化归文化。”团队探索的新模式

更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效果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在真实语境中体会成语
让教与学玩出“新花样”

课堂总是鼓励学生们积极

参与课堂讨论，引导留学生在学

习成语时融入自己的理解，表达

自己的看法。

课程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发

现留学生在学习成语时存在着

一定的困难。比如记忆负担较

重，想用却不敢用等等。为此，

每节课许国萍都会设计针对性

的练习，鼓励学生在记忆的基础

上实现创造性的应用，组织完成

情景对话、主题讨论，让学生从

真实语境中体会成语涵义，真正

实现学以致用。

成语对学生有着特殊的吸

引力，他们常对学习成语有着特

别高的热情。“一些学生在学会

成语后会非常爱用，甚至超标使

用，三四百字的文章里面用十几

个成语。”许国萍笑道。

不同于教师主导的传统课

堂，这门课程的教与学玩出了新

花样。其中，“小剧场表演”便是

一种激励性的作业形式。不同

学段的中外学生一起，从剧本撰

写到表演排练，全程由学生自主

设计完成，紧扣课程学习内容，

学生们对于“编剧”“导演”“演

员”这样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身

份有着浓厚的兴趣。

得益于在复旦大学教师教

学发展中心组织的培训中的学

习和训练，课程团队对教学的相

关理论和模式有了更加深入地

思考，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教学逻

辑，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和

建构课程。课程团队的三位老

师都相信：“教和学双方都满意

的课才是真正的好课。”

成语是文字组合，也是文化

传承，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

体。“我们希望在这门课中探索

一种新的模式，让学生能尽可能

早地接触一些语义透明度较高

的成语，更早地深入中国的语言

和文化”，这是整个课程团队对

这门课的初心和愿景。

实习记者梁启越赵帅智

国 家 一 流 课 程 ：用 成 语 展 现 中 国 文 化 魅 力

实习记者王祎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