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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闽剧在平潭的发展传承注入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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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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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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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观看闽剧

是福建平潭人常见的娱乐消遣。如

今，闽剧走进了校园，更多孩子了解

了闽剧、学习了闽剧、爱上了闽剧，

感受到了闽剧的魅力。

艺人进校授课
孩子苦学闽剧

近日，来自平潭闽剧艺术研究

会的吴苏娟、何彩玉两位老师走进

城关小学，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戏曲学习课。

“手掌朝天，四个手指并拢，左

手抓拳……”当日，在城关小学音乐

教室，学生们目不转睛，饶有兴趣，

仔细聆听，时不时发出感叹声。

吴苏娟一边指导 9 名男生的动

作，一边对着镜子做示范，先复习小

生云手动作，再学习武生拉三膀动

作。与此同时，在何彩玉的讲解下，

20多名女生也将兰花指、小碎步等

动作学得有模有样，连身段、表情都

十分到位。

实际上，这样的课程已经在城

关小学开展了三周时间。每到周一

下午，就有 30 多名学生，来到城关

小学闽剧社团里上课。除了闽剧的

形体动作外，两位老师还会为学生

们介绍武旦、小旦、小生、三花等人

物角色。

随着对闽剧的了解加深，同学

们对闽剧的喜爱也一点一点累积起

来。“一开始提出学闽剧，很多小朋

友不了解，没有特别的感觉。”吴苏

娟说，“通过闽剧老师手把手地指导

后，学生们不仅很感兴趣，还更加认

真地学习。”

开设闽剧社团
打造特色教育

为了促进孩子们对闽剧的热爱，

近年来，城关小学积极搭建了各种平

台，为孩子们创造各种展示的舞台。

早在 2017 年 9 月，城关小学成立了

“海之灵”校园闽剧社团。“由于专业

人员缺乏，活动组织断断续续，一度

被搁置。”城关小学校长王玫说。

今年，在平潭教育局德育科艺

术专干姚宏艳的牵线搭桥下，平潭

社会事业局文体处携手闽剧艺术研

究会，把富有浓郁福建地方特色的

戏曲剧种——闽剧引进城关小学，

并成立了闽剧社团。

“前期我们对城关小学进行考

察，发现城关小学的校长及学生们

对闽剧有兴趣，便选择了城关小学

作为每周固定的课程学校，并邀请

了退休闽剧人来给学生们上课，从

而将城关小学建设成具有闽剧特色

学校。”平潭社会事业局文体处主任

科员林芳说。

今年3月，闽剧社团在城关小学

正式成立，此前吸引了校内100余名

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但是考虑到场

地、人力等问题，经过多轮筛选，从报

名者中确定了30余名社团成员。

自从闽剧社团成立后，学生们

对闽剧课程的喜爱程度不断升温。

王玫说，在专家们的精心培养和悉

心指导下，孩子们在实践中了解家

乡闽剧文化，充分感受到了闽剧的

魅力，从而用传承力量来保护闽剧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培养小传承人
传播家乡名片

“平潭的戏曲剧种，主要是词明

戏和闽剧。闽剧自清初由平潭水陆

提督詹功显自福清引入，迄今已有

300多年，曾经也有很辉煌的历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喜欢了解闽

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林芳说。

今年，平潭提出深化扶贫攻坚

行动，实施“八大工程”，“特色鲜

明滨海旅游工程”就是其一，而保

护、传承藤牌操、贝雕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词明戏、闽剧等地方戏剧

被纳入其中。为此，平潭社会事业

局将加快步伐，推动地方闽剧的传

承和发掘，让传统非遗项目走进更

多学校。

林芳说，闽剧进校园这项活动

将长期开展，将城关小学发展为闽

剧特色学校，未来还会选择一所乡

村学校，让农村孩子传承闽剧文

化，放飞艺术梦想，这也是一种艺

术扶贫。

“在平潭教育局积极推动支持

下，闽剧文化将推广到全区各所学

校，让更多孩子体验到闽剧的独特

艺术魅力与价值，让闽剧文化遍地

开花。”姚宏艳说。

为了进一步做好闽剧社团，王

玫表示，闽剧对平潭来讲是非常难

得的曲艺，需要去传承。“我们会先

培养第一批学生，等到成熟后，再一

批批培养，在校内形成学习闽剧的

氛围，让学生们自发向身边的朋友、

家人传播，让更多人接纳乃至喜欢

闽剧。”

让闽剧文化根植于学生心中
冯荣

从古至今，人们对于鲜花的

喜爱未曾减少，不论春夏秋冬，

花都常常伴随在我们身边。想要

赏尽繁花，却有诸多现实问题未

能让你如愿。不如一起从古诗词

中，欣赏繁花似锦的风采。

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

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

梅花一放翁。

——陆游《梅花》

青女行霜下晓空，山茶独殿

众花丛。不知户外千林缟，且看

盆中一本红。

——刘克庄《山茶》

岁华摇落物萧然，一种清风

绝可怜。不许淤泥侵皓素，全凭

风露发幽妍。

——刘克庄《水仙花》

光风霁月瑞香盘，岁岁元宵

锦作团。春到山家今几许，不妨

邻舍借花看。

——钱时《借邻家瑞香》

李径桃蹊次第开，穠香百和

袭人来。春风欲擅秋风巧，催出

幽兰继落梅。

——苏辙《幽兰花》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

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

菜花无处寻。

——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

惟见李。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

翻空杳无涘。

——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

一架长条万朵春，嫩红深绿

小窠匀。只应根下千年土，曾葬

西川织锦人。

——裴说《蔷薇》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

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

满地不开门。

——刘方平《春怨》

闷向绿纱窗下睡，睡又不成愁

已至。今年却忆去年春，同在木兰

花下醉。

——欧阳炯《木兰花》

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

凄凄。凭阑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

泪眼低。

——李煜《感怀》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

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

动京城。

——刘禹锡《赏牡丹》

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

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

出莓墙。

——王淇《春暮游小园》

在
古
诗
词
中

赏
尽
繁
花

注释

楚城：指湖北、湖南一带的城

市，泛指旅途经过的楚地。

胡蝶梦：即蝴蝶梦，意即往事如

梦。语出《庄子·内篇·齐物论》：“昔

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动：动辄、每每之意。

华发：白发。

五湖：春秋时，范蠡佐越王勾

践成就霸业之后辞官，乘扁舟泛

五湖而去。

鉴赏

“水流花谢两无情”，诗人一

起笔，就渲染出了一片暮春景色：

春水远流，春花凋谢。流水落花春

去也——诗人深深感叹春光易

逝，岁月无情。诗的第二句“送尽

东风过楚城”更加感伤。诗人把春

光（即“东风”）拟人化了，依依为

她送别。这里，不是春风他送我回

故乡，而是他在异乡送春归。这一

“送”字表达了诗人凄楚的情怀。

诗人面对着落红满地、柳絮漫天

的残春景物，更加思念故乡，由送

春而牵动的思乡之情，笼罩全篇。

以下句句写的是思乡衷曲。

“胡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

三更。”这一联进入正题，写“春

夕”，写得极为精粹，是传诵的名

句。诗人运用了新奇的造语，对

仗工整，韵律和谐，创造出一种

曲折幽深的情境。上句巧写梦

境。由于游子日有所思，夜间便

结想成梦，梦见自己回到了万里

之外的家园。然而，这只不过像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飞

舞于花间，虽然有趣，毕竟虚幻

而短暂，醒来之后，蝴蝶还是蝴

蝶，庄周还是庄周。游子从“胡蝶

梦”中获得片刻的回乡之乐，但

梦醒以后，发现自己依旧孤眠异

乡，家园依旧远隔万里，岂不更

加空虚、失望，更加触动思乡之

情。何况此时又正当“子规枝上

月三更”——夜深人静，月光如

水；子规鸟（即杜鹃）在月下哀哀

啼唤：“子归！子归！……”听着子

规啼，想着蝴蝶梦，游子的心，该

是何等的痛苦哀伤。这十四个字

写出了三层意思：由思乡而入

梦，一层；梦醒而更思乡，二层；

子规啼唤，愁上加愁，三层。这三

层，一层比一层深，而且互相烘

托、映衬，如蝴蝶梦与家万里，一

虚一实；蝴蝶梦与子规啼，一乐

一悲；子规啼与三更月，一声一

色，构成一片清冷、凄凉、愁惨的

气氛，令人触目伤怀。

上一联以景传情，下一联则

直接诉说思乡之苦。“故园书动经

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诗人长

期不能回家，连家信也动不动长

年断绝，音讯杳然，他不可能不望

眼欲穿，忧心如焚。这句中的一个

“动”字，把诗人那种由期待而沮

丧、而嗟怨的复杂的心理，逼真地

传达出来了。“书动经年绝”暗示

当时社会动乱不安。诗人愁家忧

国到“华发春唯满镜生”的程度。

春天万物萌生，欣欣向荣，而诗人

却唯独生出了白发满头。一个

“唯”字，更加突出了他的内心愁

苦之深。如此深愁，难以解脱。

诗的最后两句更耐人寻味。

“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

争？”这两句是倒装。从暗用五湖

典故看，这里的“归”字，还含有归

隐田园之意。诗人仆仆风尘，仕途

坎坷，“自是不归归便得”一语，是

无可奈何的伤心话，深刻地反映

出诗人在政治上走投无路、欲干

不能而又欲罢难休的苦闷、彷徨

的心理。

这首诗情切境深，风格沉郁。

诗的前四句通过对暮春之夕特定

情景的描绘，缘情写景，因景抒

情，景物之间互相映衬、烘托，构

成一片凄凉愁惨的气氛。诗中没

有直接点出思乡，而一片思乡之

情荡漾纸上。后四句直抒心曲，感

情真切，凄婉动人。尾联自慰自

嘲，墨中藏意，饶有情味。 综合

水流花谢两无情，

送尽东风过楚城。

胡蝶梦中家万里，

子规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

华发春唯满镜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

五湖烟景有谁争。

本报讯（张磊 蔡孝诚 孔庆
海）为了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并

认同戏曲文化，连日来，由山东曲

阜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的“戏曲进

校园”活动先后走进鲁城街道各学

校，为近万名师生献上了精彩的本

土传统、现代经典戏曲文化大餐。

活动中，演员们为师生介绍了

戏曲的基本知识，让学生重点了解

传统戏曲的道具和唱、念、做、打的

基本特点，通过简单交流激发了大

家对戏曲的兴趣。演员们相继表演

了经典戏曲《包青天》《花木兰》《十

大劝》等选段。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高超的艺术表

现力，深深地感染着现场的师生。

大家听戏不忘学习，随着开场剧目

《包青天》的演出，同学们时而端

坐，时而探头、站起，只为跟随表演

者的节奏更清楚地观察其动作神

态。当表演进行到互动环节时，学

生们踊跃上台，穿上戏服，挥动长

袖跟唱几句。演员们也从手势、站

姿到唱腔对孩子们进行指导，引得

台下的阵阵掌声。

“这次戏曲进校园，有了去年学

习梆子戏的基础，学生们的兴趣更浓

厚，对戏曲的认识和了解也更多了。”

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大队辅导员李

文超说，通过学习与欣赏，让学生们

了解了中国戏曲的基础知识，感受到

了民族戏曲独特的文化魅力。

信息短波

本报讯（蒋永听）为让同学们进

一步走进和感受传统文化，4月3日

下午，由安徽省界首市文化旅游体育

局、界首市教育局、界首市文化馆、界

首市图书馆、界首市实验学校陈平营

校区共同承办的2019“春之声”乡村

文化艺术季活动在该校区举办。

据了解，界首木版年画具有浓

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具有形

式夸张、题材广泛、构图饱满、线条

简练、色彩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

类别有门画、对联、窗画等。

除了界首木版年画，草编、剪

纸、手撕书法、扁担戏、川剧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一一展示，让同学们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引起同

学们的极大好奇，让同学们走出课

堂，走进传统文化的天地。

释义
壑：深沟。拿邻国当做大水坑，

把本国洪水排泄到那里去。比喻只

图自己一方的利益，而把困难或祸

害转嫁给别人。

出 处
《孟子·告子下》：“白圭曰：‘丹

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

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

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

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

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近义词 嫁祸于人

反义词 守望相助

大禹在视察了各地洪水的情况

后，觉得光用息壤来堵水，不能根

本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应该把水

疏导出去。为此，他大力开掘沟渠

让水流到汪洋大海中去。大禹带领

百姓们在野外辛勤地工作了十三

个年头，曾经三次过自己的家门而

不入。最后，他终于战胜了洪水，使

江河通畅，东流大海，湖泊疏浚，能

蓄能灌。原来被淹没的土地，如今

又变成了良田。

到了战国初，有个叫白圭的水

利专家，也非常出名。什么地方河

堤有了裂缝、漏洞、渗出水来，他一

到就能修好。后来，他被魏国请去

当相国，魏国的国君对他很信任。

有一次，孟子来到魏国，白圭在

会见他的时候，表露出自己有非凡

的治水本领，甚至自我吹嘘说：“我

的治水本领已经超过大禹了！”孟

子是位非常有学问的人、当场驳斥

他说：“你说的话错了。大禹治水是

把四海当作大水沟，顺着水性疏

导，结果洪水都流进大海，与己有

利，与人无害。如今你治水，只是修

堤堵河，把邻国当作大水沟，结果

洪水都流到别国去，与己有利，与

人却有害。这种治水的方法，怎么

能与大禹的相比呢？ 综合

山东曲阜：
“戏曲进校园”走进鲁城街道

安徽界首：木版年画进校园

以邻为壑

在历史的长河中，闽剧像一颗

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它曾经屡

创佳绩，斩获多项大奖，尽领风骚多

年，如今这些已成过往云烟，闽剧离

平潭人越来越远，有些人甚至不知

闽剧为何物了。

面对变革求新的今天、面对高

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下，如何

为古老的表演艺术注入创新活力

呢？让闽剧进校园，培养青少年闽剧

人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今年，在平潭教育局、社会事业

局等相关部门积极推动下，将闽剧

引入城关小学，引入第二课堂。在专

业老师的言传身教中，越来越多的

孩子感受到闽剧艺术文化的魅力，

激发出对家乡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之情。此外，闽剧进校园，对提升校

园文化内涵，探索新课程改革和实

施素质教育的新途径、新思路，丰富

学生课余生活，也同样起着积极的

作用。

随着闽剧文化推广到全区各所

学校，将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小票

友”和“小传承人”，为闽剧在平潭的

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注入新力量。

千家诗之五十三

春夕
崔涂

福建
平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