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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迎新春
让未成年人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林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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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律回：即大地回春的意思。黄帝

命 伶 伦 断 竹 为 筒（后 人 也 用 金 属

管），以定音和候十二月之气。阳六

为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

则、无射；阴六为吕，即大吕、夹钟、

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农历十二月

属吕，正月属律，立春往往在十二月

与一月之交，所以曰“律回”。从节气

上说，立春即是一年之始，但在历算

上，立春之日可能赶在上一年的腊

月下旬，即在上一年未尽之时，新一

年的春天就已经来到了。古人认为

律属阳气，吕属阴气，各代表一年的

六个月，律回阴往即言立春。

岁晚：年终。

草木：泛指一切能受到季节变

化 影 响 的 事 物 ，如 动 植 物 、水 、山

等等。

生意：生机、生气。

满：遍布，充满。

参差：高低不齐。形容水面波纹

起伏的样子。

鉴赏

立春偶成
张 栻

律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

东风吹水绿参差。

在古人的世界里，每一种颜色

都被赋予了诗意的内涵，且看这些

颜色的名字，都充满了诗意。妃红、

绛紫、姜黄、果灰、花青、品红、月

白、鹅黄、杏黄、琥珀、葱绿、朱砂、

青莲、紫檀、甘青、丁香色、藕荷色、

海棠红、松花色。在古代中国，最重

要的颜色有五种，分别是：黄、青、

白、赤、黑。老子说：“目迷五色”。在

时间的长河中，当“五色”融入诗

词，诗意无限。

黄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

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

——《南歌子》秦观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

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

绿时。

——《赠刘景文》苏轼

青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诗经·郑风·子衿》

物有无穷好，蓝青又出青。

朱研未比德，白受始成形。

——《青出蓝诗》吕温

白
帘幕阴阴昼漏迟，鹅黄雪白络

新丝。

只应笑杀东邻女，不见秋千到

拆时。

——《戏赠》陆游
余霞残雪几多在，蔫香冶态犹

无穷。

黄昏月下惆怅白，清明雨后寥

梢红。

——《残花》韩偓

赤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阳借出胭

脂色。

欲落又开人共惜。秋气逼。盘

中已见新荷的。

——《渔家傲》欧阳修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

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

问津。

——《庆全庵桃花》谢枋得

黑
香销云凝旧僧家，僧刹残灯壁

半斜。

日暮松烟空漠漠，秋风吹破妙

莲华。

——《僧院影堂》许浑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

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

夜紫。

——《雁门太守行》李贺

古
诗
词
里
的
中
国
色
谱
，

怎
﹃
惊
艳
﹄
二
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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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诗的前二句“律回岁晚冰霜

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写立春节气

到来时的景象：冰霜渐渐融化，暖气

渐渐回升，冬眠的小动物蠢蠢欲动，

花草树木都感觉到了春的信息，万

物仿佛从沉睡中睁开了朦胧的眼

睛，看着时令的更新，考虑着迎接新

春的到来。“冰霜少”，透露出立春以

后天气逐渐暖和。“草木知”，透露出

冬眠的蛰虫将要苏醒，草木将要萌

发抽芽。

诗的首句写出今年立春的特殊

性，在旧岁未尽时已经“律回”，抓住

冰霜渐少作为春意萌动的表征，写

冰霜显得比往年要少。次句写自然

界的变化，以拟人笔法写草木发绿，

以代替具体的描写，最先告知了春

天到来的消息。

后两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

吹水绿参差。”写诗人的悠然遐想：

诗人不再有残冬寒冷瑟缩的感觉，

走出室外，满目清新，似乎看见了萋

萋芳草，灼灼红桃，碧烟轻浮，莺歌

燕舞，鹅鸭戏水，春意盎然、生机勃

勃的景致。回到眼前，只见宽广的湖

面上，东风轻拂，波纹粼粼，水天一

色，远帆点点。这就使人进入了一个

现实的立春境界，向往着那万紫千

红、充满生意的春天早日到来。“生

意满”，让读者从中隐现看到茸茸芳

草，碧烟轻浮，千红孕苞，鹅鸭戏于

晴江，好鸟翔于佳木，春意盎然，处

处生机勃勃的景致。

诗的三、四句，诗人借立春来阐

发自己的人生哲理，启迪人们要善于

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注意事物发展

的内在联系，融情人景，十分形象。末

句描绘了春水春风的生动景象，使全

诗增色不少，读来如沐春风，有身临

其境之感。一个“满”字，把春意写尽，

也进而折射出了诗人欣慰的心态。

诗人从立春这个节日“阴极阳

生”的特点，命意也不过说“一阳复

始，万象更新”。但诗人在内容上略

加提炼，在表达上以“春才到便觉得

生意满”的“夸饰”手法，预示春浓的

景象，以显示诗人对春天的渴望，对

春天美景的爱好。

此诗形象地描绘了立春时节的

所见所感，语言朴质清新，以景句结

尾，意味无穷。感情丰富，比喻形象，

给读者以生机盎然的感觉。诗人捕

捉大地回春景象，眼光敏锐，诗语生

动，表达的是一种欣喜的心情。在写

法上，对仗工整，用词传神，而又不

露斧凿痕迹。

全诗以“律回”为契机，律一回，

就冰霜少，则春天的温煦可知；“春

到人间草木知”，以拟人化的手法：

开春草木最先发芽。颇含韵外之致，

与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名句，

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句“东风吹水绿

参差”，亦是状物准确生动的好句。

以绿波荡漾，把视野引入水天相接

的境界，给人以开朗畅快的感染，激

励人们积极向上，悠然自得而又有

无穷遐思。 综合

“国学”，是我国传统的学术

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

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中国是

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遗留

给后人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学

习它们，就是把个人和现实放入

到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去观察，就

会有一个宽广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国学教

育的大力推广，各地中小学校广

泛开展了许多活动。您所在学校

有哪些独具特色的经验、做法？

您在国学教学中有哪些创新？欢

迎给我们来稿，与全国国学教育

工作者交流，共同进步。

邮箱：jswmtl@163.com

◎ 识剪纸 感受文化魅力

“哇，剪纸好漂亮呀。”“原来剪纸艺术

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剪纸真

是太有趣啦。”当天上午9时，平潭图书馆

4 楼多媒体室里传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声

笑语，李若林老师正带领小学生们进入剪

纸世界。

在小学生期待与好奇的眼光下，李若

林先为他们介绍了剪纸的特点：“剪纸是

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

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

术。2006年 5月 20日，剪纸艺术遗产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剪纸来源于生活，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望，内容也很有讲究。吉祥图案寓

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

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

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象

征着纳福迎祥、祈求生命，寄托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接着，李若林又从剪

纸的表现内容、象征意义和剪纸的样式等

方面，介绍了剪纸的制作手法。

为了让小学生们更了解剪纸，李若林

现场展示了多种剪纸的折剪方式。“套色剪

纸属于彩色剪纸的一种。图案剪好后，将其

正面分别扣合在所需各种色纸的背面，用

铅笔把需要套色的形状勾画下来，再分别

剪好，把剪出的各种色纸按要求部位，正面

向下，准确地套粘在主稿背面。就这样一层

又一层地套粘，就是套色剪纸的制作方式

了……”现场的小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

的还拿着笔认真地记笔记，边记录边点头。

“没想到剪纸有如此多的花纹样式，制作工

艺真是博大精深，今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收获特别多！”北门小学小施同学兴奋

地说。

虽然不是第一次接触剪纸手工，但听

完老师讲解的剪纸知识后，小学生们仍然

感到神奇与新鲜。对于北门小学小高同学

来说，剪纸有趣极了，这一次的活动也让

他对剪纸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他说：“剪纸真是神奇而又美妙的艺术，看

着这些不同形式的剪纸样式，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想要试一试了！”

◎ 赏作品领略传统之美

感受完剪纸艺术文化的魅力后，李若

林就开始展示各式各样的剪纸艺术作品，

栩栩如生、出神入化的剪纸技艺也给现场

小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幅又一幅通过红纸剪出来的传统

中国画装裱样式的剪纸作品，让小学生们

频频发出惊叹。“剪纸不仅仅只是一个传

统工艺，其实每个剪纸作品背后都有它独

特的寓意。比如这个剪纸作品上有梅花、

樱花、桃花等，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也

就寓意着希望生活能够欣欣向荣。”听完

李若林老师的解读，小学生们忍不住用手

去感受纸张上的魅力。“这是我第二次接

触剪纸，这些剪纸作品让我感受到了喜庆

与快乐。”北门小学小林同学说。

“看看这些猪的剪纸作品，它们里面

都有着不同的花纹样式装饰。”李若林详

细介绍了剪纸作品的特色。随着讲解的深

入，小学生们都情不自禁地被剪纸艺术的

魅力所吸引。“每一幅作品的样式都非常

美，我深刻地领略到了传统艺术的美丽。”

澳前中心小学小吴同学看得意犹未尽。

◎ 巧动手培养剪纸兴趣

左手拿纸、右手拿剪刀，小学生们已

经像模像样地制作起剪纸了。根据老师

的要求，他们先在纸上画出月牙纹路，

再沿着纹路认真地晃动手中的剪刀，不

一会儿，心灵手巧的小学生们就完成了

四折窗花。随后，他们将作品小心翼翼

地展开，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

笑容。

不过，真正动手剪纸，小学生们也手

忙脚乱。有的不小心把纸撕破，有的对不

准边缘线，有的甚至无从下手。

虽然不少小学生在剪纸过程中遇到

了困难，但是他们仍然怀着不放弃的精

神，经过李若林老师的耐心指导，一个小

时后，一幅幅剪纸作品诞生。学生们手里

拿着自己剪出的作品，教室里顿时洋溢着

一股浓浓的“年味儿”。家长高琛表示，剪

纸需要耐心、细心，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

力，让他成为一个专注的人。高琛说，这样

的活动以后可以多多举办，带孩子来参加

收获良多。

李若林认为，传承传统工艺美术，必

须从娃娃开始培养兴趣。同时，她也直言，

学习掌握剪纸艺术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极

大的耐心和毅力，凡事贵在坚持。看着一

张张兴趣盎然的小脸，李若林欣慰地说，

只要有更多孩子愿意学习并喜爱剪纸，就

不担心这门艺术后继无人了。

（据《平潭时报》）

释义
纲 ：鱼 网 上 的 大 绳。目 ：网 上

的眼。

提起鱼网上的大绳一抛，一个个

网眼就都张开了。比喻文章条理分

明，也指抓住事物的关键，带动其他

环节。

出 处
郑玄《诗谱序》：“此诗之大纲也。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近义词 提纲挈领

反义词 轻重倒置

吕不韦曾为秦朝的相国。他很

注意研究治理国家的理论。他在

“用民”一文中说道：“大凡使用人

民，其上策是用义服人，其次是以

赏罚治人。”

他接着写道：如果“义”不足以

让人民为国家效力而死，“赏罚”不

足以让人民弃恶从善，那就不能真

正使用自己的人民。

吕不韦说，在禹的时代，天下

有成千上万的诸侯国，到商汤时至

少也有三千，这些诸侯国所以没有

存在下去，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处

理人民的关系。

吕不韦又说，人民不听君主的

话，不受国家的使用，是因为赏罚

不严。如果说商汤和武王能够有效

地治理国家，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

使用人民的方法。

吕不韦总结说，人民所以听

凭国家的使用，是有原因的，这

就是：“用民有纪有纲，壹引起

纪，万民皆起；壹引起纲，万目皆

张。”这里说的纪和纲，也就是调

动人民积极性，治理国家的大政

方针。

综合

本报讯（南文）为了让更多师

生感受戏曲的魅力，进一步推进

重庆市南岸区“戏曲进校园”活

动，近日，南岸区“戏曲进校园嘉

年华”活动在重庆滨江实验学校

举行，南岸区 8所“戏曲进校园特

色基地学校”的百余名中小学生

以韵味十足的唱腔、丰富多变的

脸谱和独具特色的服装，带来了

精彩纷呈的戏曲文化展示。

据了解，南岸区已经连续两年

成功举办了戏曲进校园活动，旨

在全面推广普及传统戏曲文化，

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审美

素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

到“戏曲进校园”的常态化、机制

化、普及化、规范化的目标。活动

中，来自重庆滨江实验学校、重庆

市南岸玛瑙学校等八所南岸区

“戏曲进校园特色基地学校”的同

学们演绎了《穆桂英挂帅》《刀马

旦》《梨花颂》等经典曲目，以及京

剧串烧、戏曲广播操等创新形式，

通过手眼身法、唱念做打，每一个

动作、每一个姿态都展示出了中

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展现出

国 粹 艺 术 在 南 岸 校 园 的 良 好

传承。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戏曲小

明星”“优秀指导老师”以及参演

节目的最佳表演奖、最佳创意奖

等奖项。在随后的现场展示过程

中，8所学校还分别展示了京剧净

角扇面画、戏曲脸谱现场手绘、电

脑戏曲绘画、戏曲剪纸、戏曲相关

陶艺制作等作品，将各学校戏曲

艺术成果展示得淋漓尽致。

据悉，下一步，南岸区戏曲进

校园活动将继续按照精准发力、

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采取示范

先行、全面推广的工作方法，结合

实际、注重实效的工作要求，通过

观看、讲座、学唱、演出等方式，推

动专业院团与学校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最终让戏曲进校园实现全

覆盖，逐步形成具有该市特色的

戏 曲 艺 术 传 承 保 护 发 展 长 效

机制。

信息短波

福建
平潭

重庆南岸区
开展“戏曲进校园嘉年华”活动

纲举目张

一张纸，一把剪刀，一份传承。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是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为了让更多未成年人

了解、学习、传承民俗技艺剪纸，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1 月 19 日，福建平潭图书馆开展“体验剪纸艺术魅力，迎接新春到来”

的学剪纸活动，邀请北厝中心小学老师李若林前来传授剪纸技巧，来自不同学校的 30 名小学生参加了活动。通过此次活动，

小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剪纸的相关知识，还在老师的指导下剪出自己的创意作品，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了别样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