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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学习 ，《论语 》 有一段颇
为经典的记载 ， 这也是晚年的孔子和
楚国叶公的一次对话 。 叶公就是叶公
好龙的叶公，他原名沈诸梁 ，做过 “叶 ”
的地方官 ，被人称为叶公 。 原文是 ：叶
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
奚不曰 ，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

这段话的意思是 ， 叶公找到孔子
的大弟子子路问 ：“孔子是个什么样的
人啊 ？ ”子路一下子有点蒙 ，这有点不
好说。 孔子听说后 ，叹口气说 ：“子路 ，
你还不知道我吗 ？ 发愤忘食 ， 乐以忘
忧 。 发愤用功 ，连吃饭都忘了 ，快乐得
把一切忧虑都忘了 ， 连自己快要老了
都不知道。 ”

孔子学习是非常专注的 ， 孔子不
是没有忧 ，倒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
但是孔子用乐来融化了忧 ， 别说现实
的烦恼，连衰老都没有感觉到。

孔子一生 “敏以求之 ”“不知老之
将至 ”，直到晚年还研读 《易经 》，这才
有了“韦编三绝”的典故。

到此 ，你的疑问来了 ，把先贤孔子
搬出来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 我想说 ，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 ， 越来越多的人
再难以静下心来学习 、读书 ，学习 、读
书变成了一件明知有益而又奢侈的

事。
直到我见到 60 多岁的钟祥老师 ，

推翻了以上结论。
先看一下钟祥的小档案 ：17 岁辍

学当工人，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18 岁
参加高考 ，连考 2 年 ，考入周口师范学
院大专班 ，1989 年考取河南大学中文
系研究生，2003 年，考取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博士，这一年，他 44 岁！ 不仅如
此，钟祥的儿子在复旦大学读博士 ，女
儿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 毕业后分
别在郑州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任教。

一家 4 口 3 个博士 ，妥妥的 “博士
之家”！

不止我 ， 很多人会感慨 ：“这就是
传说中开挂的人生啊 ！ ”其实 ，没有谁
比谁更幸运，“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 ；驽
马十驾 ，功在不舍 ”，这样解释钟祥的
人生，才显得更加贴切。

刻苦学习 家乡传佳话

钟祥出生在沈丘县北杨集乡一个

农家，他在少年时代刻苦勤学的故事 ，
经人口口相传，成为一段佳话。

上世纪 70 年代，耕读传家、知识改
变命运是大多数农村人的信仰 ， 但在
钟祥身上似乎没有那么幸运。

青少年时代的钟祥 ， 家里的经济
条件很差 ， 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常态 。
但却没有影响他求学的执着 ，他在书
中观梨花带雨 ，诵玉盘落珠 ，忘乎所
以 。

钟祥在家备战高考那年 ，有一天 ，
突然下起大雨 ， 钟祥沉醉在书中忘记
收院子里晒的被子 ，父亲回来后 ，不由
分说把他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 ，院子里
晒着的麦子遭遇大雨 ， 他在屋里只顾
读书学习 ， 一家人的口粮被水浇了个
彻底，父亲又心疼又气 ，怒不可遏朝他
吼：“吃的都没有，还学个啥？ 再读书我
打断你的腿！ ”

在今天 ， 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一个

父亲这样冲动甚至糊涂的行为 ， 但在
上世纪 70 年代 ，钟祥家里的经济条件
确实不允许他坐在家里 “偷懒 ”。 这样
一个年轻劳力不去干活挣工分 ， 用父
亲的话说就是废物。

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中 ， 钟祥
依旧不改其乐 。 有志者 、事竟成 ，钟祥
自学考上了周口师范学院大专班 ，一
路努力奋进，44 岁考取博士，一跃成为
大学教授。

多少年 ， 钟祥的读书故事在家乡
俨然成了家长教育孩子的模板 ， 甚至
有人拿宋真宗赵恒 《劝学诗 》中的 “富
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
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 ”来印
证钟祥的成功 ，这固然流于世俗了些 ，
但确实揭示了读书和成功的一些内在

联系。
从 20 岁参加高考到 60 岁退休，钟

祥大半生都在奋斗 ， 是读书改变了他
的命运 ， 读书使他从偏远的乡村到大
学工作 ， 一度任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
副院长 、新闻传媒学院院长 ，是读书让
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他的读书故事值得读一读。

辍学进厂 自学迎考

1976 年 ，钟祥 17 岁 ，在自己的家
乡沈丘县北杨集高中上一年级 。 那年
冬天的一个下午 ，钟祥的二叔来找他 ，
要他辍学去县城当工人。

这事对他来说，当然是好事。要知
道，那时在县城里当个工人 ，即使是临
时工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 那时高
考制度还没恢复 ，上大学都是推荐制 ，
农民的孩子是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

的 。 这样一来 ，即使上了高中 ，如果不
参军不当工人，最后还得回家务农。 当
时每逢星期天回家 ， 钟祥就去在县城
机械厂当工人的二叔那里 ， 央求二叔
给他在县城找份工作。

钟祥走出教室见了二叔 ， 二叔跟
他说明情况后 ，他连教室都没回 ，也没
跟老师道别 ， 就坐到二叔自行车后座
去县城了。 他到县城报到后，才回去和
老师告别 ， 当时班主任刘效坤对他的
辍学深感惋惜。

就在钟祥去县城当临时工的第二

年 ，也就是 1977 年 ，高考制度恢复 ，这
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 。
当时读过高中的青年们都跃跃欲试 ，
有的干脆回校复习备战高考。 而他呢，
只能临渊羡鱼———自己只读了一年高

中，还经常去生产队帮助社员干活 ，学
习的文化知识少之又少。

怎么考大学呢 ？ 高考制度恢复的
第一年，钟祥急在心里。 在他上班的小
厂子里 ，钟祥的一个工友考上大专 ，工
友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春风得意 ，让
他狠狠羡慕了一把 ， 同时也给了他莫
大的鼓励：别人能考上，自己也可以！

钟祥从同学那里借来了课本 ，把
那些没学过的高中数学刻苦钻研一

番，第二年的高考 ，他的分数虽然上了
中专线 ，但由于分数偏低没被录取 ，却
仍然增添了他的信心。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和机

遇。 后来厂里裁员，钟祥被裁掉了。 面
对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 钟祥有两
个选择 ： 一是随社员去参加劳动挣工

分，二是继续复习准备高考。 他太想读
书了 ，多少次梦里 ，他梦到自己考上了
大学，笑醒。

有一天他壮着胆问父亲 ：“我想去
学校复习，咋样？ ”父亲沉默半晌，从牙
缝挤出两个字：“去呀。 ”接下来却是长
时间的沉默 。 钟祥读懂父亲那两个字
的内涵 ，那是一句十分不情愿的敷衍 ，
还掺杂着无奈。

是啊 ，家里吃饭都是问题 ，哪来的
钱供他读书呢 ？ 钟祥也知道家里的情
况，他决定在家里自学。

自学的时光是非常迷茫的 。 钟祥
托人借了几本模拟试题集 ， 连标准答
案都没有 ，即使是一般的题 ，对于只读
过一年高中的他 ，难度也相当大 ，但他
还是硬着头皮按照课本中的例题演算

了一遍又一遍。
父亲对他闭门复习的事 ， 从不管

不问到无比反感 ， 由无比反感变为恼
怒万分。 终于有一天，父亲爆发了。

那天他正坐在窗前学习 ， 突然后
背上挨了一拳 ，父亲边打边愤怒地说 ：
“这么大个人 ，不去干活 ，却坐在家里
偷懒 ，看我不把书给你烧了 ！ ”钟祥对
于父亲的行为感到十分绝望 ， 愤愤地
丢下一句狠话 ：“不让我读书 ， 除非打
死我！ ”

这句话 ，如同一盆冷水 ，彻底浇灭

了父亲胸中的怒火。 以后的日子里，钟
祥和父亲相安无事。 只是，他更加发愤
读书 ， 他要用结果证明自己的选择是
正确的。

苦心人 ，天不负 ，经过几个月的奋
斗，钟祥终于迎来了成功。 1979 年夏季
的一个清晨 ， 钟祥从田里干活回到家
中，母亲喜出望外对他说 ：“考上了 ，大
队里送来通知书了 ， 是周口师范的大
专班。 ”

钟祥赶紧跑到屋里拿过录取通知

书，端详着那张很小的铅字打印白纸 ，
各多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 多少个不眠
之夜 ，多少次挑灯夜战 ，这一刻 ，所有
的艰辛付出化作了甘甜。

钟祥自学考上大学的消息很快传

遍十里八乡 。 在上世纪 70 年代 ，考上
大专 ，比现在考上 “985” “211”要难得
多，而钟祥刻苦自学的故事 ，便被传到
现在。

不屈不挠 辗转考研考博

三年的大学生活非常短暂 ， 毕业
后钟祥被分配到沈丘县一所初中任

教。这与他的理想相差太远！他想继续
深造———考研！ 主意拿定以后，钟祥就
投入到了考研究生的准备之中 。 他一
个专科生 ，没有系统地学过英语 ，加上
工作的压力，考研谈何容易。 让他最头
疼的是英语 ，当时录音机刚流行 ，但他
买不起 ， 就跟着收音机里的广播电视
大学课程学。 除此之外，每天晚上十点
至十点半 ， 他还会跟着山东人民广播
电台的英语讲座学半个小时 ， 钟祥深
知 ， 要想考上研究生就必须在英语这
门课上下足功夫。

此间 ， 由于对初中教学生活不适
应 ， 钟祥到县教育局申请调入一所邻
近县城的郊区高中。 然而，校领导知道
了他要考研 ，很是有意见 ，他们认为钟
祥每天除了上课之外 ， 关起门在住处
学习，就是没有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钟
祥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左右 ， 又待不下
去了———校领导到县教育局局长那里

反映他的情况 。 本以为县教育局局长
会狠狠地批评他 ， 没想到老局长反而
对他赞许有加 ：“年轻人 ，有上进心 ，可
以理解 ，若不行 ，我和县进修学校说一
下 ，你去那里算了 。 那里平时闲 ，也有
利于你学习。 ”

老领导的支持与关爱让钟祥十分

感动 。 只是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 ，钟祥
没有去成 ， 辗转去了远离县城的一所
中学。

这所中学 ，远离了县城的喧嚣 ，带
着农村特有的质朴接纳了一个历经艰

难、心怀理想的年轻人 ，让他的梦想有
了成长的空间。 青灰瓦房，高大的杨树
遮天蔽日 ，每逢周末 ，静谧的环境让他
的内心十分宁静 ， 也给了他足够的时
间去思考未来的人生。 在这里，钟祥度
过了 3 年 ，并结婚生子 。 1989 年 ，一纸
从河南大学发来的通知书飞到他手

中———奋斗数载，终成正果！
然而这时 ， 钟祥的喜悦多了一份

顾虑———儿子 3 岁 、女儿 1 岁 ，妻子带
着孩子在农村 ，家里的三间土瓦房 ，每
逢下雨，便 “屋漏床头无干处 ”，他哪里
有多余的钱去读书？ 好在，当时的县教
育系统重视人才 ， 给予他特别照顾让
他读完 3 年研究生。 这次，钟祥被分配
到市里一家媒体单位 ， 钟祥思考自己
的理想是想认认真真做一门学问 ，他
决定再次进修———考博 ！ 钟祥的博士
考试共考了两次 ， 第一次是 2002 年 ，
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 因英
语差了几分与中国人民大学失之交

臂。 第二年，他报考了西北师范大学文
学院的博士 ， 专业课达到了 91 分 ，时
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赵逵夫

老师很爽快地录取了他。
但很快 ，钟祥从喜悦中冷静下来 ：

这次读博士他从单位一走 ， 工资就被
停发，没有工资就没了生活来源。 妻子
无工作 ，两个孩子正就读中学 ，自己读
博的学费就要 5 万元 。 在人生的困顿
时刻 ， 机遇再次垂青钟祥———周口师

范学院正引进博士。 在钟祥的努力下，
双方达成协议 ： 周口师范学院预先支
付学费与工资 ， 毕业后即进入学校工
作。 2006 年，钟祥博士毕业后 ，怀着无
比感恩的心进入周口师范学院工作 ，
这里良好的学术秩序和宽松的学术环

境让钟祥的理想终于有了安放的地

方。

诗书传家 儿女均为博士

诗书传家久 ， 通过钟祥的言传身
教，儿子钟远征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 ，
研究生就读于东北大学 ， 博士就读于
复旦大学，毕业后到郑州大学任教。 女
儿钟婷婷 ，本科 、研究生就读于武汉大
学，博士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 ，毕业后
到河南师范大学任教 ， 钟婷婷还是当
年高考的周口市文科状元。

反观子女的成长 ，钟祥深有感触 ：
“家庭教育 ， 既不是单纯的立志教育 ，
也不是学习方法的直接灌输 ， 更不是
强迫式的棒棍教育 ， 而是要考虑到孩
子的德 、智 、能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我
归纳了四个方面。 ”

身教重于言教 。 对孩子与其喋喋
不休地要他怎样怎样 ， 还不如自己率
先示范，做出个样子。 孩子具有天生的
模仿能力 ， 另外 ， 身边的环境潜移默
化 ，会让孩子学着去做 ，正所谓 “言教
不如身教 ，身教不如境教 ”。 《三字经 》
里“昔孟母，择邻处 ”的故事 ，生动说明
了环境对于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

的。 当年，自己下班回家后不是看书就
是写东西 ，孩子在他的影响下 ，自觉完
成自己的作业。

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 学习这样
的苦差事，也能形成一种习惯？ 答案是
肯定的。 孔子曾说：“少成若天性，习惯
成自然 。 ”意思是说 ，一个人在小时候

做什么事能形成一种习惯 ， 长大后就
会成为一种天性 。 学习习惯的养成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 ，最开始要有意而为 ，
家长要通过提醒 、督促 、言传身教让孩
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 而这种良好
学习习惯的培养与家长的提醒 、督促 、
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在家长与朋友的角色转换中把握

好分寸。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面
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孩子 ， 家长需要
培养孩子的敬畏心 。 如何让孩子有敬
畏之心呢？ 这就要说到规矩了，规矩的
最高境界就是让孩子心存敬畏 。 而给
孩子立规矩 ，不仅应该让孩子遵守 ，家
长也应该遵守 。 但守规矩并不是极端
的 “棍棒出孝子 ”，棍棒教育下的亲子
关系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恐惧 ，孩子
害怕家长 ，慢慢地 ，孩子就形成了懦弱
胆小的性格 ；另一种就是叛逆 ，孩子开
始反抗家长的教育 ， 变得越来越暴躁
乖张 。 父母要在家长与朋友的角色中
把握好度 ， 与孩子相处中保持距离又
十分亲密，互相理解又互相勉励。

培养 “洒扫 、应对 、进退 ”的处世能
力 。 真正的儿童教育学的是 “洒扫应
对 ”， 孩子在 6 岁至 8 岁之间入小学 ，
怎么扫地、抹桌子 ，怎么与老师 、大人 、
朋友讲话的礼貌态度 、规矩 ，是十分重
要的 。 古代讲入小学开始学 “洒扫应
对 ”，是学做人的基础 ，教育的目的是
做人。

朱熹在 《大学章句 》曾云 ：“人生八
岁 ，则自王公以下 ，至于庶人之子弟 ，
皆入小学 ，而教之以洒扫 、应对 、进退
之节 ，礼 、乐 、射 、御 、书 、数之文 。 ”意
思是到孩子八岁入学时 ， 就教他生活
习惯 、 为人处世的知识 ， 以及一些文
化知识技能 ， 文化知识尚可在学校学
习 ，“洒扫 、应对 、进退 ”等生活习惯和
为人处世的知识 ， 需要家长的引导与
灌输 。 “洒扫 ”是指自我管理 、卫生习
惯以及自理能力的养成 ；“应对 ” 是指
与人相处能力的培养 ， 礼仪的养成 ；
“进退 ”是指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
事情不该做 ， 这三个方面涵盖了为人
处世的各个方面 。 你不要看扫地 、抹
桌子 、 端碗没什么了不起 ， 这些都是
一种基本的教育 ， 基本的教育没有学
好 ， 光读书那叫学知识 ， 把知识学会
了 ， 而做人的基础没有 ， 这样的教育
是不完整的 。

2019 年 ， 钟祥从周口师范学院退
休，业余时间除了锻炼身体 ，最大的爱
好依旧是读书。 回望人生的得与失、成
与败 ，钟祥得出一条结论 ：一个人的成
功 ，环境 、机遇占一部分 ，但最重要的
是个人的奋斗与读书 ， 自己大半生都
在奋斗 ，是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 ，实现
了自己的理想。

钟祥说 ，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
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 脚步到不
了的地方 ，读书可以 ；眼睛到不了的地
方，读书可以。 读书就像捡拾一块块石
子铺路，最后铺就通往成功的大道。

44 岁的钟祥考取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钟远征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 钟婷婷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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