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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诸多电影流露出对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叛逆乃至深恶痛绝#中外亦然'学校特别是中小学#被导演视为禁锢思想和束

缚人性的场所#荧幕上的校长大都是古板与教条的化身#个别敢于革新的教师虽受学生拥戴#但终都失败'电影的反教育情

结#虽与导演的个性与阅历密不可分#但西式现代教育规制的反人性取向的确弊端良多#备受诟病'艺术乃至教育均须直面

人的天性#回归本真#这在全球化的后现代当下成为期盼'

关键词!电影&反教育&本真&天性&全球化&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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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中国#自古就是神圣的'*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北宋汪洙,神童诗-"'汉语*教育+一

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

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

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

乐也'+,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

子使作善也+'*教育+成为常用词#是在
#F

世纪末

!"

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

子渊%丘逢甲等贤达首开新学#迫使清政府改革教

育#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体#终致中国教育发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生从*以学为本+到*以教为本+的现代转捩'今日#

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包括高中教育"主要以

灌输为主的*教本位+#这与*教育+的古希腊文

*

!"#$

U

%&'(

+之本原*引出%导出+格格不入'古希腊

教育注重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本来潜在于学生身体

和心灵内部的禀赋引发出来'从词源上看#

*

!"#$

U

%&'(

+一词的本原是内发#强调教育是一种

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自然

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成为现实的有用状态'可

悲的是#*二战+以来#欧美教育思想日益多元化#产

业尤其商业倾向致其质量滑坡#灌输乃至违逆人性

本真的做法屡禁不止#我国庠序辟雍为之遭难更甚'

一

对教育的失望#对中小学教师的嘲讽#是中外诸

多电影特别是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普遍情结'从

V(--

<

R((M

到
W(--

<

R((M

#从欧洲到亚洲#从中国这

样的大国到伊朗这样的小国#导演们的文化虽有差

异#但其反教育情绪却一以贯之#承前继后'在貌似

滑稽的印度电影
S0*44QM2(;:

!,三傻大闹宝莱坞-"

中#三个满怀梦想的青年#为了挣脱家长的摆布#大

胆开拓#自主创业#片中不时流露出对填鸭式教育的

挖苦#似乎顽固不化的家长正是这种失败教育的产

物'在英国电影
V2:;(*

<

W(

<

:

!,历史系男生-"中#

老师被设计成一个肥胖%老气%又爱讥笑人的家伙#

他常打学生的膝盖#讽刺学生前途暗淡#还居然与一

位男生同性恋'这样一位形象龌龊%道德败坏的大

学教师#即使在
!#

世纪的英国#也是遭人唾弃的'

在美国经典电影
H4,MG(4;:/(L24;

<

!,死亡诗社-(

,春风化雨-"中#正是威尔顿学院的死板与泥古%僵

化与教条断送了富有革新思想的新老师基廷的职业

前途#毁灭了年轻人钟爱的*死亡诗社+#把具有戏剧

表演天赋的尼尔逼上了自杀的绝路'该片在美国的

巨大成功使全世界都在深思教育的本质#反思教育

的本原#探讨究竟应如何当好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笔者曾给数届学生放映%剖析该片#时常以该片

检讨自己的施教言行#自勉自省'比基廷幸运的是

法国电影
X4:P0(*2:;4:

!,放牛班的春天-"里的助

教克莱门特#他虽然任教于号称*水池底部+的三流

学校#面对的是一群问题少年#但他的音乐才华很快

就打开了学生们封闭的心扉#还意外收获了与学生

皮埃尔之母的一段恋情'该片对法国基础教育的嘲

讽是温情脉脉的#甚至带有唯美的意蕴#但从小演员

那压抑许久%桀骜不驯的男高音中#受众亦然能感受

到导演强烈的批判色彩'

学校的保守#校长的顽固#学生的渴望#是电影

展露反教育锋芒前必要的叙事预设#在这多重欲扬

先抑之后#中国武侠电影中*侠+一般富有鼎新精神

的教师才会登场#显然#女教师的侠骨柔情更具审美

情韵'美国电影
=(+,X2:,/72-4

!,蒙娜丽莎的微

笑-"中的*侠女+便是一位美丽成熟的女人凯瑟琳#

当然#她压力重重'她的学生#出身良好#大胆开放#

甚至挑战老师'更糟糕的是#该学院怂恿学生找个

好男人出嫁#并视之为育人的最终归宿#这让凯瑟琳

的教学改革备受鄙夷#心灰意冷#几近绝望'要不是

这时她迎来自己的白马王子#那她无疑会比基廷的

结局更惨'该片像中国
#FB"

年代的电影,苗苗-一

样#在教师的妥协与教育制度的强悍之间寻得平衡#

实则还是反讽教育的失败'背离本原的教育是失败

的#仅仅能把学生留住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吗/ 显然

不是'所以#与其说何群在,凤凰琴-%张艺谋在,一

个都不能少-中寄予着改良中国基础教育特别是农

村教育的美好愿望#弗如说他们发出了一个饱受中

国教育体制残戕的本土导演沉重的叹喟'难以根除

的贫困#难以抗拒的城市化#这一切都不是农村学校

学生流失的根本缘由#教育自身的沉疴与痼疾首当

其冲#责无旁贷'这声沉重悠怨的叹息#依然回荡在

,美丽的大脚-

)中#夏雨及其丈夫的慷慨资助如雨

落黄沙#瞬间就被无数干燥的毛孔吸榨净光'城市

依旧是城市#农村依旧是农村#二元对立丝毫不曾缓

和#教育*僵尸+依然坚挺作祟#阴魂不散#难怪这么

多导演的内心都涌动着叛逆与讥讽'

学校里的*侠+#虽然文质彬彬#却不软弱#这样

才能在死水一样的教育体制里掀起丝丝微澜'美国

电影
=*>V(--,+M

)

:Y

J

):

!,生命因你而动听-"中的

霍兰德起初并不满足当一名音乐教师#但是#他的渊

博与热情#渐渐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霍兰德告诉

学生#音乐不只是乐谱上的音符#音乐在你的脑中#

在你的心中'时光流逝#霍兰德逐渐从一位文艺青

年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他的行为#

影响了几百个学生的整整一生'他意识到#他曾帮

助和教育过的学生们#才是他最大的成功#最成功的

作品'每一个学生都是他作品上的一个音符#他们

一起构成*霍兰大先生的交响乐+#而这乐章正是献

给从事最高尚但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事业的人'该片

是一部纪念伟大教师的乐章#但依旧在温情之余不

忘讥讽美国在艺术教育方面的不足与纰漏'显然#

艺术#是教育体制最忽略和轻视的环节#包括冯小

刚%周星驰在内的很多中国导演均未受过高等教育#

就连张艺谋也差点与北京电影学院失之交臂#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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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新磊#孙静$中外电影导演的反教育情结及其社会心理根由探询

学经历何其坎坷与惊险0 从小学到高中#教师们普

遍认为搞艺术是不务正业#是歪门邪道#是投机取

巧#而艺术恰恰最能彰显人尤其青少年的天性#凸显

教育之本原'所以#艺术教师在保守的学校便是鹤

立鸡群#成为众矢之的#美%德合拍片
Z(L[/L0((-

!,摇滚学校-"中的杜威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讲地理%

数学却在黑板前大讲特讲重金属乐队的新锐老师'

他自由散漫的生活态度%热情激昂的音乐天分%特立

独行的思想很快感染了这些孩子#他们开始变得生

气勃勃#开始具备独立意识#开始尝试不被学校鼓励

的新事物#每个人都萌发出盛大灼热的梦想'不管

他们最终能否走上艺术之路#实现自己的梦想#杜威

老师都是他们一生不会忘记的人'

老师的恩惠#不光在于知识#还在于思想#只可

惜既有知识又有思想的老师往往身处一个保守封闭

的学校#悲剧由此酝酿开来'所以#韩国电影

!,老师的恩惠-"虽令人感到意外#但并

不反感'老师错误的教育方法居然会让学生终生刻

骨铭心#难以释怀#以至于在老师年老退休后还念念

不忘#报复寻仇'这部恐怖片难免夸张#拔高生活#

但其反应出的基础教育之普遍沉弊却在各国各地无

处不在'试问#今日之中国#有几个老师能耐心倾听

每个学生的心声#能经常无私地鼓励学生#褒奖孩

子/ 中国人对于赞扬他人天生吝啬#似乎夸赞别人

就是贬低自己#国人普遍相信涨他人志气定会灭自

己威风#难怪黄建新导演的,求求你#表扬我-这样一

部从名字看酷似道尽学生苦衷与心声实则与教育毫

不相干的电影也会被中宣部%教育部面向全国中小

学大力推广#视之为正确的教育理念向广大教师推

介'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笔者时刻提醒自己切勿伤

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笃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认

同教育是直接面对良知的崇高事业#教师引领人的

灵魂走向光明#教师实乃雕心师'所以#每每观摩郑

克洪的影片,我的教师生涯-#笔者总能萌生无限的

赞同与激动#但同时亦对该导演缺乏教育批判精神

而扼腕'

二

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并不等于就认同教育的体

制#更不等于认同教育思想的完善'教师#古今中

外#都是一个清贫的职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教师潜意识中的无私奉献与默默忍耐也

是一种对教育制度的无言嘲讽'很多教师直到年老

退休#依然难以放弃自己追求了一生的事业#戴茜就

是如此#她发现自己的黑人司机霍克不识字#便教他

写字%读书#而善良的霍克则一直陪伴在戴茜身边#

充当她的司机%朋友%学生'美国电影
H*292+

O

=2::

H,2:

<

!,为戴茜小姐开车-"在歌颂教师之余#依旧流

露出对美国驳杂教育观尤其是掺揉了种族歧视的教

育制度之辛辣嘲讽'这种讥讽#高明而入骨#发自内

心#非迫于任何外因'相比之下#姜文,阳光灿烂的

日子-里夏雨的失学与无所事事#则更多与*文革+那

个特定的时代纠结#令受众误以为似乎只有*文革+

期间的教育才是失败的#是扭曲的#但是该片并未淋

漓尽致展露批判教育之锋芒'片中缺乏一个正面教

师角色#夏雨的青春期性意识萌动因而匮缺伦理学

厚重#流于生理皮相#而美国电影
G,

<

Q;I(*R,*M

!,让爱传出去-"里的老师尤金这一形象#则具备十

分强大的社会伦理隐喻'阿琳和特维是一对生活拮

据的母子#特维自幼丧父#阿琳为了儿子整天不知疲

倦地工作#经常借酒消愁'一天#特维把一个无家可

归的流浪汉带回了家#母亲这才知道这是孩子的老

师尤金布置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作业111让世界变得

更美好'特维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他深信善有善报'

渐渐地#他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在帮助别人

的同时也得到了别人的爱'作为母亲#阿琳是幸福

的&作为孩子#特维是快乐的&作为老师#尤金是善良

的'影片在细碎而坚韧的细节累积中#涌荡出震人

心魄的人文观照和伦理力量'一个教师#一个孩子#

都在努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使人性回归本原#国家

的教育制度难道不应更多地承担和付出吗/ 影片的

讽刺意义#正是来自这种巨大的悬殊与对比'

几乎无人真正嘲讽教师#即使像韩国电影

\,+

O

!,麻辣教师-"里的鬼冢英吉那样不称

职的老师#家长乃至社会都仅会认为那是一个另类%

特别的老师#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善良的老师'教师#

在这个道德滑坡%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

时代#几乎就是善良的守护神#良知的化身#何况教

师还拥有知识和智慧'受众越是如此期待#导演就

越深刻地反省教育#日本导演木下惠介的2二十四3

瞳4!,二十四只眼睛-"里的孩子们越是爱戴他们的

女老师大石久子#受众就越能强烈地感受到导演对

*一战+后日本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失望'孩子们%

孩子们的孩子们#始终都只有这么一位教师#一位教

师教了两三代人#谁能对这样的基础教育交口称赞%

赞不绝口/ 于是#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

件-中#我们看到几代因教育失败而人生颓废的台湾

移民#他们的生活失去目标#整天浑浑噩噩#胡作非

为#成为真正的*

W4,;D4+4*,;2(+

+!垮掉的一代"'

导演采用自传体讲故事#

#F$"

年代以来#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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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海外

华语导演普遍采用这种叙事范式'从文体学的角度

看#这种以个人经验为题材的叙事#有自传的回顾与

总结#随笔的轻盈与从容#日记的私密与幽暗#同时

融合了小说!

6(94-

"%自白!

P(+.4::2(+

"%剖析!

Ê

+,;(7

<

"和传奇!

Z(7,+L4

"的特点#它可以将虚构的

故事%随意的絮语%内心的独白自由组合#使得真实

与虚构相互交织#善与恶相互转化#并将自己的叙

述%言说%幻觉交织在一起#使一个原生态的自我彻

底地展现出来'这种写作#是
!"

世纪文学*向内转+

之新举#杨德昌的这部电影也是这种典型的*内倾型+

叙事影像'当然#该片对台湾社会思考之深广绝不局

限于教育领域#但是#从台湾到大陆诸多中小学均将

其作为反面教材给莘莘学子播映#这说明其中的教育

价值不容小觑#至少导演对教育的失望与愤懑能令后

辈诫勉#检视自己之短劣弊弱'这份独特的寓意#在

法国新浪潮导演
I*,+_(2:S*)..,);

!特吕弗"的
X4:

)̀,;*4P4+;:P()

J

:

!,四百下-"中#登峰造极'

,四百下-中的男孩
H(2+4-

#生活在一个压抑的

家庭#继父与母亲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经常吵架'

H(2+4-

撒谎成性#经常逃学#还偷继父的打字机去

卖#最终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影片在一种默默反抗

家庭%学校%社会中渐臻高潮#必须释放这种令人窒

息的压抑#导演选择了长镜头'采取长镜头之前的

一个镜头是
H(2+4-

躲在桥下#见无人尾随#于是向

画面深处跑出几步#然后向左拐'第一个长镜头长

约
B!

秒#

H(2+4-

从左面出画#跳轴#强调情绪的变

化#中全景#然后一直跑#跑出少管所的范围#声音是

同期跑步声#甚至都能感受到他的心跳'第二个长

镜头#全景#

H(2+4-

从画面远处向镜头右边跑来#出

画#这时背景音乐起#镜头开始向左摇#能听到沉闷

的海浪声'当摄影机摇到海上的景色时#音乐骤大#

着力抒情#照常理这时电影就可以结束了#但
P,7̂

4*,

还在向左摇#一直摇到岸边#出现
H(2+4-

的背

影#刚才跑向镜头的
H(2+4-

继续从镜头近处向纵深

跑去#这个运动方向的转变十分自然#而且美妙#此

镜头大概
%"

秒'影片最后一个长镜头#长达一分多

钟#表现的还是奔跑#全景#

H(2+4-

从岸上下来#跑到

海滩上#继续向画右跑去#镜头开始慢慢向右后方移

动#且摇#

H(2+4-

跑向大海#在海水中横着向右走了

几步#回头向镜头走来#画面推向并定格在他那双迷

茫%忧郁的眼睛#特写#音乐%海浪声仍在继续#剧终'

与其说该片的长镜头与场面调度十分精彩#使其在

法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独树一帜#出类拔萃#弗如说

导演特吕弗童年%少年时代的苦难包括他所接受的

梦魇般沉重而残缺的教育使其对电影乃至社会有着

完全啻于常人的独特见解#导演发自内心地蔑视庠

律#痛恨序规#这正是他以一己之力抗争社会%挑战

时代的*影侠+情结之根源'中外很多电影导演的意

识深层#并不认为正统教育能裨益人生#能催生艺术

的灵感#恰恰相反#他们视学校为中世纪的教堂#视

教师为毒害心灵的巫师#视课堂为扼杀天性的牢笼#

视考试为乏味虚伪的仪式#难怪冯小刚的,一声叹

息-%,没完没了-%,甲方乙方-等电影都编织了快步

跑过大肆跨越师生众多的课堂这样的情节'即使在

,唐山大地震-这样凝重悲怆的作品中#冯小刚也不

忘设置研究生始乱终弃这样的情节#表达对高等教

育的鄙夷#这固然与他当年的亲身经历有关#但他对

近些年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抨击却值

得反思'在周星驰,逃学威龙-系列%王晶,逃学英雄

传-%朱延平,逃学外传-等港台类型片中#化学老师

非常健忘#学生大谈恋爱#厌学至极&教规繁多#严厉

冷酷&学校被刻画得不近人情%阴森可怖#简直就是

人间地狱#导演的反教育情愫不言而喻'

三

电影#是最接近人类灵魂的艺术#有时候单纯比

复杂更能深入受众的心灵'伊朗导演

!马吉德.马基迪"的代表作 !,小鞋

子-"#运用的是最简单的影像#却依旧折射出对教育

本质的深刻反思'

,小鞋子-的故事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三年级

男孩阿里在为妹妹补鞋时#意外弄丢了鞋子#这对于

一个极贫之家而言#无异于灾难'为了瞒着父母#兄

妹俩商定轮流穿哥哥的破球鞋上学#每天#他俩奔跑

于学校与家之间#其间饱受劳累以及校长的责罚'

后来#阿里决定参加长跑赛#因为季军的奖品就是运

动鞋'阿里在比赛中拼尽全力#结果一心想跑第三

名的他却成了冠军#所有人都为他欢呼#只有他自己

眼泪汪汪'阿里几乎崩溃#在他心中#他是失败者#

他没有为妹妹赢来那双梦寐以求的鞋子'整部影片

的情节就在两个孩子的奔跑中展开#虽然线头单一#

但观众仍然被深深牵引#大家都为这两个懂事孩子

坚守的心酸秘密是否会败露而担心#随之悲喜起伏'

导演马吉德.马吉迪正是用这种超乎寻常的单

纯征服了观众'他用各种细节填充着这种单纯#表

现了苦难#但没有一处直呼苦难#相反#导演总是在

灰色中调和进亮色#这种亮色就是人性的光辉111

善良%忍让%宽怀'伊朗导演的*零说教+令人折服#

他们不但远离政治#而且远离意识形态#甚至远离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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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新磊#孙静$中外电影导演的反教育情结及其社会心理根由探询

德清律#他们只深入人物内心#还他们一个简单%真

实的本来世界'事实上#和每位伊朗人一样#伊朗导

演们终生都背负着沉重的新月架#深缚于伊斯兰教

戒律'该片导演对教育的嘲讽似乎只有校长这一可

恶的角色#但即使在伊朗这样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

国度#即使在一所十分落后的乡村小学里#构建教育

体制的那套黉门清规#如教师%教室%教材%教具%教

案%年级%班级%专业%考试%学分%学位%毕业等仍无

一缺损'教育制度化比艺术尤其电影要成熟得多#

坚固得多#这也正是
B"a

的艺人投资教育哪怕是艺

术类中等学校总是导致失败之深层文化心理'艺术

尚变#教育
!

滞#二者在骨子乃至基因里龃龉'阿

里#一个瘦小的少年#默默地承受着伊朗强大而朽颓

的教育制度之重覆#令人骴然#无比心酸'

这心酸#在另一位伊朗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

夫的 !,黑板-"中的登峰造极#无以复

加#令人泪奔'一群背着大黑板的教师流浪在荒原

上#寻找愿付学费的学生'教师甲%乙脱离了大部

队#各自独行'教师甲遇见在两伊边境走私的一群

孩子#虽不认字#却又都不愿学习'教师甲锲而不舍

地跟着这群孩子#甚至献出一半黑板给其捆扎货物#

终使一个小孩接受他讲课'孩子们混在羊群里溜出

边境#中途休息时#那个好学可爱的男孩中了冷枪#

永远倒在了贫瘠的土地上'教师乙遇见一队迷途的

伊拉克难民#他为其中一位病重的老者带路#还被迫

与他那离婚有子的女儿结了婚'女人从不理睬教师

乙#黑板对她来说只是晒衣架#教师乙很愤怒#女人

第一次开口说了几句话'一家人藏在黑板下#躲避

空袭#尔后#难民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二人离婚#黑

板作为分割的财产#被女人背走#上面的*我爱你+三

字清晰可辨'该片所寄予的不仅仅是对教育的嘲

讽#这种来自战争深渊和人生低谷的作品#具有永恒

的精神力量'但是#导演偏偏选择两个教师无力的

肩膀来扛承整个国家的苦难#民族的不幸#本身就包

孕着无尽的心酸和刻骨的揶揄'

,黑板-的导演是一位年仅
!"

岁的弱女子#以她

如此短浅的人生阅历#为何能拍出如此老到凝练%饱

含哲性的佳作/ 笔者以为#伊朗导演的信仰#是其艺

术创作的哲学源泉'宗教本就是哲学#信仰浸淫在

每个伊朗人的血脉中#是其生命不可替代的基因'

基督教精神在西方崩溃后#如今恐怕只有在贫瘠的

伊斯兰世界才能觅见无比虔诚的宗教情怀'当然#

在我国西藏这片贫瘠高寒的土地上#也有类似虔诚

的宗教情怀'

电影乃至所有艺术的终极追求在于回归人之本

真#直面事实本身!这正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理论基

础"'艺术家只有视真善美为一种信仰#作品才会具

有返璞归真%朴素无华的自然哲性#而这正是艺术哲

学的终极意义'可叹的是#很多人自小接受的教育

却并非如此#而是一种被西方现代化扭曲的驳杂体

系#始终在蒙蔽和扼杀其天性'因此#出色的导演总

是在画里画外%台前幕后痛恨这种腐朽而顽固的*无

物之阵+!鲁迅,野草-"'在全球化的后现代#能恪遵

教育以及艺术的本真#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因此#

如何深化推进当代教育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
!

释#

)!

该片导演杨亚洲在电视剧,空镜子-中亦然流露出对教

育的厌恶#他将自己从小厌烦的姐姐的职业设定为小学

教师#台词多处予以挖苦%讽刺'

*!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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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前#一直效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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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青少年治理发展研究中心#简称

],+)+

"这样一个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育观%宗教

观的国家事业单位#为其摄制了十多部长短不一的教学

片以及取材于小学的纪录片%故事片#他的全部作品均

洋溢着对西方的反叛#对现代主义的漠视#对后现代主

义的睥睨#但恰恰正是西方却对其作品给予最大的肯定

和认同#这种荒唐与悖谬#难道不是对现代教育乃至整

个西方的极大嘲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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