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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侍宴
苏轼

淡月疏星绕建章，

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

一朵红云捧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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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过年总应该是喜庆的：写春

联，贴年画，吃年夜饭，守岁围炉，

穿戴一新，出门拜年，笑语盈盈，互

道祝福。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甚至

帝王将相，每到此时,总是诗兴大

发,赋诗言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

名篇佳作。新年最幸福的事，是沐

浴在祝福道贺的诗词的海洋里，与

伟大的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共享

美好，同贺佳节！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守岁》李世民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田家元日》孟浩然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王安石

北风吹雪四更初，

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

灯前小草写桃符。

——《除夜雪》陆游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

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

梅柳芳容徲，松篁老态多。

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己酉新正》叶颙

律转鸿钧佳气同，

肩摩毂击乐融融。

不须迎向东郊去，

春在千门万户中。

——《迎春》叶燮

莫嫌寒漏尽，春色来应早。

风开玉砌梅，薰歇金炉草。

稚齿喜成人，白头嗟更老。

年华个里催，清镜宁长好。

——《除夕与家人饮》梅尧臣

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

生盆火烈轰鸣竹，守岁筳开听颂椒。

野客预知农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

——《除夜》戴复古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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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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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美
的
新
年
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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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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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开展“非遗进校园”
孕育非遗传承保护沃土湖南衡阳

“非遗进校园”是非遗保护工作

的重要载体和途径。2019年，湖南衡

阳非遗中心为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扎实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一大

批非遗项目在校园内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孕育了一片非遗传承和保

护的沃土。

周密部署
助非遗项目扎根校园

在 2019 年初的工作计划中，衡

阳市非遗中心就“非遗进校园”工作

提前作了周密的安排，将非遗项目、

开展学校和传承人列出了详细的清

单，制定了时间表和责任书，及时对

活动的进展和实效进行评估和验收。

2019 年，共有 13个非遗项目及

其传承人，分别深入 13 个学校，县

（市）区所在学校均有安排。并对此

活动作了硬性规定，如课时、学生人

数、传承效果等。凡接到工作安排的

非遗传承人，也非常热衷于非遗的

传承和与学校联系、互动，在学校的

配合下，专门排出了非遗课，安排固

定的学生及老师接受相应的非遗项

目的学习和培训。经初步统计，2019

年的非遗进校园，已有 500 余名师

生参与或接受了非遗的学习，使更

多的学生了解非遗、认识非遗、爱上

非遗，为非遗的传承打下了良好的

教学基础。

市非遗中心根据对“非遗进校

园”的工作安排，2019 年 12 月 24

日、25日分别对衡南县、南岳区的非

遗进校园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通

过与非遗传承人、学校管理人员、接

受非遗学习的学生面对面交流，了

解非遗进校园工作开展的情况。

活态传承
促非遗项目遍地生花

在衡南县彭飞文武学校，衡南

七巧龙非遗传承人刘晓安长期坚守

在学校，传承的学生一茬又一茬，并

在今年排出两个重量级的龙舞，一

个是在庙会“泉湖二月八”上演出的

龙舞“人龙”，另一个是 1月 13日在

湖南潇湘电影频道演出的开场舞龙

舞“龙腾盛世”。其工作态度和效能

得到了学校方面的充分认可和肯

定。这侧证了非遗传承的不易和坚

难，也侧证了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和

执着。

在南岳区金月完小南岳剪纸非

遗传承人肖焕长期培训的剪纸非遗

课堂上，学生们既能够熟练地脱稿

剪出蝴蝶、团花等传统图样的剪纸，

又能每课创作出不同形式的剪纸新

作。学校的楼梯间、教室、宣传主栏

上百余幅作品都是学生的集中剪纸

成果展现。那一张张美丽的作品，成

为了孩子们眼中最美的校园风景，

也突显了非遗进校园开展的教育成

果。考察中，市非遗中心还实地察看

了传承人肖焕创办的剪纸传习所、

剪纸实践教学基地和剪纸实物收

藏。他的剪纸是扎根民间、扎根生

活、扎根校园的活态传承典范。

在南岳区南岳完小，南岳竹木

雕塑非遗传承人刘谷云手把手教学

生如何使用泥土和自制工具，塑造

一个个形象生动、造型逼真的雕塑

作品。传承人刘谷云在“非遗进校

园”实践课堂上，对传统民间竹木雕

的工具和材料进行了改进，采用泥

土替代竹木、木刀替代金属刀的创

新雕塑办法，从而解决了小学生操

作安全的问题。

在学校、传承人和非遗中心多

方的协同努力下，衡阳的“非遗进校

园”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已成为

一种常态的教育和保护形式。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校园里的青少年一

定会肩负起传承和保护非遗的重

任，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会焕

发出勃勃生机。

（《衡阳日报》王苏燕 左笑）

信息短波

本报讯（李雪艳）优雅柔曼的

昆 曲 旋 律 、诙 谐 灵 动 的 川 剧 高

腔、行云流水的京剧皮黄、悠扬

婉转的越剧腔调……1 月 18 日，

《蜀 戏 新 韵》—— 成 都 市 学 生 戏

曲晚会在新声剧场唱响，一场戏

曲传承发展的盛宴，让全场观众

如痴如醉。

作为“成都市戏曲进校园——

2019 学生戏曲节”的压轴大戏，这

是两年来成都市戏曲进校园活动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

是全市中小学生戏曲传承者的一

次汇报演出。多位戏曲名家、众多

师生在晚会上共同呈现梨园花开

香满园的戏曲风采。

“成都市戏曲进校园——2019

学生戏曲节”是成都市戏曲进校

园的一个重要内容。活动以“蜀戏

新韵味，传承新天府”为主题，通

过学生戏曲展演、学生戏曲晚会

等形式，集中展示两年来成都市

戏曲进校园活动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通过活动的开展，创作推出一

批优秀的戏曲节目、推介一批“川

剧小明星”“清音小名人”等校园

戏曲明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增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推动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在晚会

上，还颁发了 2019 学生戏曲节学

生展演作品奖、最佳表演奖、优秀

指导教师奖以及 2019 年成都市戏

曲进校园先进个人等奖项，表彰

在成都市戏曲进校园工作中付出

辛勤劳动、取得显著成果、呈现优

异成绩的教师及学生们。

本报讯（黄林滨）1 月 15 日上

午，义乌市关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市

文旅局举办的“走进传统节日 共享

非遗魅力”首场秀——2020 年“金

鼠闹新春 幸福中国年”活动，在五

爱小学火热上演。

活动中孩子们齐聚学校小广

场，体验非遗制作，品尝非遗美

食，徜徉年货市场……热闹非凡

的活动现场，来自五湖四海的孩

子们提前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中

国年”。舞台上，美猴王掀起层层

掌声的热浪；“中国功夫”气势磅

礴 ；《金 鼠 报 喜》携 五 爱 特 色 中

国 画 拉 开 鼠 年 序 幕 。在 非 遗 展

区 ，东 河 肉 饼 、麻 糍 、麻 糖 、白

糖、梨膏糖等非遗美食，让美味

在孩子们的舌尖起舞；画糖人、

捏泥人、剪窗花、办年货、祭祖、

更岁等过年习俗，让孩子体验无

限的年味。

活动现场，义乌市关工委向孩

子们赠送了《义乌市红色故事汇》

《聆听红色故事 争当时代先锋》等

红色读物，希望大家珍惜当下，奋

发努力，学有所成，倡议大家过一

个平安年、文化年、孝义年，并祝

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健

康成长。

下一步，义乌市关工委将继

续 以 非 遗 文 化 融 入 传 统 节 日 的

形 式 开 展 进 校 园 活 动 ，丰 富 孩

子 们 的 文 化 生 活 ，引 导 孩 子 们

弘 扬 和 传 承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

情怀。

本报讯（莫俊 罗晶晶）1 月 15

日，南宁市中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教育推进工作研讨会在市教育局举

行。会议对2020年更好开展中小学

非遗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并围绕切

实把非遗教育工作抓实、抓好、抓出

特色、创出品牌建言献策。

学校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主要

阵地。今年，南宁市中小学非遗教育

将从多个方面发力，包括遴选第一

批非遗教育试点学校，建设成为非

遗教育示范校、基地校；指导学校建

设非遗创意工作坊、非遗大师工作

室、非遗博物馆；启动非遗教育品牌

校长培养工程，培养第一批非遗教

育品牌校长；启动非遗传承人培养

工程；开展非遗教育教学科研工作；

遴选一批非遗教育实践基地；研制

中小学生非遗教育文化体验实践活

动指南；开展非遗教育培训、学习、

交流、展示活动等。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

研究院院长丁方教授、高级研究

员仲文教授等专家对南宁市中小

学非遗教育工作作了指导。他们

指出，当前兴趣传承人数比专业

传承人数要多，推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教育工作，需要吸引、汇聚和

巩固对非遗项目感兴趣的人，从

中得到充足的非遗传承的人才资

源，进一步抓好学校非遗传承宣

传和人才培养工作。

注释

上元：指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侍宴：臣子赴皇帝的宴会。

淡月：淡淡的月光。

疏星：稀疏的星星。

御炉：皇宫中用的香炉。

鹄立：像天鹅般引颈直立。

红云：比喻穿红袍的侍臣。

鉴赏
首句“淡月疏星绕建章”描绘出

仙境般的宫殿外观：淡淡的月光清

冽，寥寥的寒星闪烁，巍峨的宫殿在

它们的环绕下，恍若天上宫阙，缥缈

犹如仙境，照映着雄伟的建章宫。月

谓“淡”，星谓“疏”，有两重含义。一

是实写正月十五特有的景象。十五

月圆，群星自然隐烁稀疏，不可能繁

星满天。而时值冬末春初，月光寒

淡，不会像八月十五皓月当空，清光

四溢。所以暗示了时令；二是要使月

和星与建章（宫殿）构成一组完整意

象。诗人用了个“绕”字点明宫为主，

星月为宾的关系，为全诗定下了飘

飘若仙的基调。同时，也以宫殿与星

月的关系来暗示君臣关系，从而为

诗的最后两句实写埋下伏笔。

次句“仙风吹下御炉香”承上而

来，将上句创造的气氛坐实为仙境。写

宫殿内景：似是天上宫阙，阵阵仙界之

风吹过，吹送着御炉前的袅袅香烟，使

偌大的皇宫清香流荡。诗人以馥郁香

气的到来，暗示了皇帝即将驾临。

三句“侍臣鹄立通明殿”，照应

诗题“侍宴”。写侍宴的群臣像天鹅

一样，引颈肃立，宫殿满堂生辉，气

氛庄严而祥和。此时，群臣们静立恭

候皇帝驾临，但诗人此时已犹如置

身仙境、浮想联翩。“通明殿”，表面

上指举行宴会的宫殿灯火通明，金

碧辉煌，而实际双关天上玉帝的宫

殿。“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

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透彻，

故为通明殿。”（宋代王十朋注引

《敦误明星保留传》）典故的妙用，更

增添了仙界气氛。

末尾“一朵红云捧玉皇”突出画

面的主题：像朵朵红云烘托朝阳一

样，身着红袍的侍臣们簇拥着皇帝，

场面热烈壮观。这本是指皇帝驾临

筵席，但诗人夸张地写成在玉阶紫

殿上，红霞千朵，金光万道，簇拥着

天上至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出现。可

见，诗人早已感到置身于仙境，水到

渠成地产生了这种幻象。

此诗写作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层层铺垫，节节拔高，使

仙界气氛越来越强。表现在与仙境

直接相关的字眼越来越多。首句的

淡月疏星与建章都是实写，但只用

了一个“绕”字，便创造出了仙界的

气氛。二句用了“仙风”两字。三句用

了“鹄立通明殿”五字。而第四句则

是七字。这样，层层叠加铺垫，让仙

境更加美妙空幻。

第二，实景虚写，虚景实写。首

句本是实写所见之景，但用了“疏”

“淡”“绕”等形象不具体的飘忽的字

眼，所以造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

界。而尾句写诗人对皇帝出现场面

的幻觉联想，是个虚景，但用了范围

明确如“一朵”，色彩鲜明如“红”

“玉”等字眼，反倒显得很具体可感。

此诗虽写颂扬皇家之辞，但十

分得体，有君臣之仪，无阿谀之意。

全诗设境肃穆隆重，明朗壮美，语言

自然而形象，如身临其境，见到了宋

王朝升平时期的一次皇家盛典。

综合

四川成都：梨园小花唱成都

浙江义乌：走进传统节日 共享非遗魅力

广西南宁：大力推进中小学非遗教育工作

释义

指敏捷的文才。

出处
刘 义 庆《世 说 新 语·文

学》：“ 文 帝（曹 丕）尝 令 东

陈 王 七 步 中 作 诗 ；不 成 者

行 大 法 ；应 声 便 为 诗 曰 ：

‘ 煮 豆 持 作 羹 ；漉 菽 以 为

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

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帝有愧色。”

曹植是曹操第三个儿

子，是魏文帝曹丕的同母弟

弟。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

熏陶，有非凡的文学才华。

曹操曾几次打算把他立为

魏世子，继承自己的事业。

曹操第二个儿子曹丕一

心想当魏世子，一些拥护他

的人一再在曹操面前说他

的好话，最后终于促使曹操

改变主意，立曹丕为魏世

子。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

曹丕想尽方法使曹操对曹

植反感。曹植生性随便，不

注意遵守禁令，几次遭到曹

操处罚，从而没有机会使曹

操改变对他的看法。

汉献帝延康元年，曹操

因病去世，曹丕继任丞相。

也就是在这一年，曹丕废献

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

曹丕称帝后，借口曹植

在父丧期间礼仪不当，把他

拿下问罪。这罪犯得很重，

当时要被处死。在审问的时

候，曹丕指责他仗着自己有

才学，故意蔑视礼法，说：

“父亲在世时，常夸你的诗

文，我一直怀疑有人为你代

笔。今天限你七步内成诗一

首，如若不成，休怪我问你

死罪！”

曹植点点头，说：“请皇

上赐题。”

“就以兄弟为题，但不许

出现兄弟二字。”

曹植略一思忖，便迈开

脚步，走一步吟一句：“煮豆

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

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几

句诗的意思是：要煮豆子做

豆鼓，抱来豆梗当柴烧。豆

梗在锅下呼呼燃烧，豆子在

锅里被煮得又哭又叫：“咱

俩都是一条根上长出来的，

为什么这样狠心地煮我不

轻饶？”

曹植吟完，正好走了七

步。曹丕听了，羞愧难当，免

去了他的死罪，将他贬为安

乡侯。曹植七步成诗的事很

快传开，人们也因此而称赞

他有“七步之才”。 综合

七
步
之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