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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叶圣陶诞辰１３０周年”特稿

编者按：叶圣陶 （１８９４—１９８８），江苏苏州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编辑出版

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叶圣陶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

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职。他在文学、教育、编辑出版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的杰出代表，是新中国教育出版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从事教育和出版

工作近７０年，身体力行 “大家编小书”，编写过大量教材、图书和学生读物，为做

到 “无篇不精、文质兼美”尽心竭力，被誉为 “一代师表”。时至今日，叶圣陶先

生的人格魅力、著述文章、道德思想、精神风范仍沾溉后人，光耀中华大地。值此

叶圣陶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之际，本刊特开设纪念专栏，编发两篇特稿，以弘扬先生

精神，精进育人志业。

传承和弘扬叶圣陶精神

为建设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朱永新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认真学习中共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第二次全国

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这时，我们回顾叶

圣陶先生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缅怀和致

敬叶圣陶先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和多

党合作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对传承和弘扬叶圣

陶精神，推进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坚持

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

要意义。

我和叶圣陶先生的缘分可以用三个词概括。

第一个词是 “乡缘”。叶圣陶先生是苏州人，我

是２０岁来到苏州的，在苏州生活了３０年，可以

说苏州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我在苏州工作的时

候，居所对面有一所草桥小学，它的前身就是叶

老曾经就读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从草桥小

学门前的小巷往前不到１００米，就是苏州市第一

中学，它的前身是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叶圣陶

先生就是从这里毕业以后直接走上教育岗位，开

启他的教育生涯的。每天早晨，我经常会从楼上

的窗户眺望草桥小学的校舍和操场，想象着１００

多年前叶圣陶先生在这里学习时的情景。晚上有

时候跑步，我会经过第一中学，看到叶圣陶先生

亲笔题写的第一中学的校名，也会情不自禁地想

起他当年的青葱岁月，想象着他和顾颉刚、王伯

祥等人是如何在这里激扬文字的。苏州的青石弄

５号叶圣陶故居和?直的叶圣陶纪念馆也是我经

常去的地方，每一次去都能收获精神的食粮。

第二个词是 “情缘”。我们知道，在新中国，

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 （以下简称

“人教社”）结缘，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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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社的教科书长大的，我也不例外。在我读小

学和中学的时代，叶圣陶先生主持编写的教科书

成为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在后来求学的道

路上，我渐渐接触并研读了叶圣陶先生的大部分

著作，从中汲取了智慧与营养。在叶圣陶先生教

育精神的感召下，我也曾经编写 《叶圣陶教育箴

言》 《大师教你做父母①———对话叶圣陶》等。

在叶圣陶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之际，人教社邀请我

编选了 《叶圣陶教育名篇选》，更是有机会让我

通读了先生的文集，写下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

最近两年，我重新阅读先生的著作，在开明出版

社出版了两卷本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叶圣陶

教育文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习惯与教

育———朱永新对话叶圣陶》，对先生的教育思想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先生的政治立场、教育

情怀、人生态度、志业追求都是我生命叙事中的

自我镜像。所以，我跟叶圣陶先生有着特殊的

情缘。

第三个词是 “志缘”。叶圣陶先生和我都是

民进会员，也都参与了政协的工作。我们是政协

和民进的同志，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追求。我

参加民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叶圣陶先生

的崇敬。叶圣陶先生是民进的卓越领导人，他志

向高远、为人厚道，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

雨同舟。现在，我在他曾经工作的地方，接过了

民进老一辈领导人手中的接力棒。每天上班的时

候，看到大厅里叶老塑像慈祥的面容，总是感到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总之，我和叶圣陶先生都是苏州人、教育人

和民进人，乡缘、情缘、志缘，人生最奇就是

缘。在叶圣陶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之际，我就传承

和弘扬叶圣陶精神谈几点认识。

一、传承和弘扬叶圣陶先生切合人生、服务

社会的文艺创作主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奠基人

之一。五四运动前夕，他就开始发表散文和新

诗，同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创作了我国现代文

学史上第一部童话集 《稻草人》、第一部长篇教

育小说 《倪焕之》、第一部文艺理论著作 《文艺

谈》。五四运动以后，他和郑振铎、沈雁冰等人

发起了文学研究会，提出 “为人生”的文学主

张。他强调，文学作品内容要具有客观性和真实

性，要 “切合人生”。叶圣陶先生的许多观点，

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引作

用。最近，开明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一套由我主编

的 《稻草人》儿童文学书目，对接了近５０位民

进儿童作家的作品，我们将 《稻草人》作为丛书

的名称，就是向叶圣陶先生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开

创性成就致敬。

叶圣陶先生的文学创作是与时俱进的，他认

为，文学本身应该是革命的，应该肩负起改革社

会的责任。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 “粉饰太平”

倾向，他严肃地指出，一个正直的文艺家要写出

真实的生活，要反映现实，要喊出人民大众的要

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倡导文艺工作者要热情

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１９８４年，中国作家

协会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叶圣陶先

生已经是９０高龄，他还写了新诗予以祝贺，希

望作家们 “深入生活”，迎接新中国的 “大变革

时代”。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的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

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

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叶圣陶先生为我们丰富文艺

创作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我们要学习和宣传他的

文艺创作思想，践行他的文艺创作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文学

作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二、传承和弘扬叶圣陶先生心有大我、至诚

报国的教育情怀，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的 “一代宗师”。

他一生立志用教育来救国救民，他热爱救国救民

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

友。从对近代民主进步的文教事业的探索，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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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教育事业的开拓，他紧跟时

代的步伐，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 “泰山北斗”。

他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进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叶圣陶先生在漫长的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

中，构建了独树一帜的以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

教”为核心的教育理论体系。在多年的从教生涯

中，他对教师的理解不断深化，形成和产生了许

多深刻的关于教师工作意义和教师素养等问题的

思想。他高度关注教师的师表风范，认为教育工

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

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叶圣陶先

生本人关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思考和著述躬身

践行，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和为师之

道，又体现了中国现代教师的时代精神和发展要

求，是我们今天深化教育改革和推进教师队伍建

设的宝贵财富，为我们回应 “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提供了理

论借鉴。在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的当下，我们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

属性和战略属性，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宏伟目标，大力强化以叶

圣陶先生为代表的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为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供坚强支撑。

三、传承和弘扬叶圣陶先生严谨务实、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编辑出版队

伍，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

教师是叶圣陶先生的第一个职业，但是他自

认的第一个职业是编辑。他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

书店的时候，主编了 《小学月报》《中学生》《开

明少年》等杂志，编写、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学教

材和青少年读物。在人教社时，他主持编写了更

多的中小学教材、教育图书和工具书，这些出版

物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主持编写的教材，叶圣陶

先生始终亲力亲为，做着最具体、最切实、最细

致、最辛苦的工作；尤其是语文教材，更是一字

一句一个标点，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曾经写诗

说道：“选题订稿校雠三，唯审唯精为指南。”这

充分彰显了他对待编辑工作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

从１９２３年初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起，他一

生有近７０年致力编辑出版工作。他以 “我是编

辑”为荣，在编辑出版活动中传播新思想、新知

识，同时发掘扶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被誉为

“文坛伯乐”。叶圣陶先生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体

系的建立呕心沥血，尤其是为新中国教育出版事

业的建立和开拓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是中国百

年出版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模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

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出版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努力将叶圣陶先生的编辑出版思想、实践

经验及他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我

国编辑出版事业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历程中，

集中力量，守正创新，努力推出更多既能满足人

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

品，提升出版业的影响力，促进学术交流和文化

传播，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

四、传承和弘扬叶圣陶先生重视读书、乐读

善读的阅读教育理念，积极推进全民阅读，建设

书香社会

叶圣陶先生是公认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奠基

人。他在近７０年的编辑生涯中，主持编写、出

版了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语文教材和语文教

育图书，对语文教育、教材及学习进行了长期的

深入研究，其中关于阅读的见解非常丰富和

深刻。

叶圣陶先生的阅读教育理念与其教育思想和

编辑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曾经说，不单叫读书人

有书读，还要叫不读书的人愿意读书，想尽办法

让不读书的人读书，少读书的人多读书，读了书

的人善读书。他倡导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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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倡导知行合一的阅读方式，并且强调要着

力培养青年人良好的阅读习惯。他将阅读教育和

出版工作视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

视出版物的教育功能，认为阅读人口的培养和国

民阅读习惯的培育同教育事业、出版事业的发展

息息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

贺信中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

个人在多年的阅读推广活动中，也始终坚信一个

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

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文化要繁

荣、国家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阅读带

来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力量。叶圣陶先生的阅读教

育理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加强阅读引

领，拓展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发挥好阅读的教育

功能，提高全民阅读的质量水平，深入推进书香

社会建设。

五、传承和弘扬叶圣陶先生追求光明、与时

俱进的人格风范，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谱写

新时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的新篇章

叶圣陶先生的一生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

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

积极参与民族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前，叶圣

陶先生在从事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之外，参加了

由沈雁冰、杨贤江等人发起的上海教职员救国同

志会，表明坚决的反帝、救国立场。他受杨贤江

的委托，创办和主编中国济难会会刊 《光明》

（半月刊），并且为营救五卅运动中被捕的革命者

和救济被捕革命者的家属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圣陶先生曾担任１９５４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语言文字顾

问。他于１９６２年加入民进，先后当选为民进中

央副主席、代主席和主席，并被推举为名誉主

席。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

后，他积极推动确定全国教师节提案的落实，为

新中国教师节的设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于

１９８５年为第一个教师节题词 “乐育英才”。叶圣

陶先生可以算是国内最早大声疾呼正视和解决教

育减负问题的著名学者。１９８１年，《中国青年》

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 《“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

透不过气来”———来自中学生的呼声》的调查报

告。他看过这篇报告以后，心急如焚，当晚写下了

《我呼吁》这篇文章，呼吁社会各方面都来关注片

面追求升学率、减负问题。在当年年底召开的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叶圣陶先生的

这篇 《我呼吁》被写进了 《政府工作报告》。

此外，叶圣陶先生还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

协会顾问等职务，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

要职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７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协委员要

“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

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

践”。回顾叶圣陶先生的一生，他积极投身爱国

民主运动，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在广泛的社会

活动中、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都展现了高尚的

人格风范，真正践行了联系群众、服务人民。作

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

谋、好帮手、好同事。我们要珍惜叶圣陶先生创

造的精神财富，传承和弘扬他的高尚风范和不朽

精神，做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者、群众利益的维护

者、社会和谐的促进者，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事业的新篇章。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健全文化事业、文化

产业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

影响力，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叶圣陶精神。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也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和弘扬叶圣陶精神，让

我们携手并进，为建设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作出

更大的贡献。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