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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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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文脉传承 呵护文博情怀
——五位小学生来信引发的文保连锁反应

亲情、爱情、友情都是人

缺一不可的情感。古代诗人

中，写友情的不乏其人。以下

几首友情诗，情真意切，耐人

寻味！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

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李白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

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别董大》高适

青 山 横 北 郭 ，白 水 绕 东

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

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送友人》李白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

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故 人 具 鸡 黍 ，邀 我 至 田

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

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过故人庄》孟浩然

我 居 北 海 君 南 海 ，寄 雁

传 书 谢 不 能 。桃 李 春风一杯

酒，江湖夜雨十 年 灯 。持 家 但

有四立壁，治 病 不 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

溪藤。

——《寄黄几复》黄庭坚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

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遥有此寄》李白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

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 门 今 始 为 君 开 。盘 飧 市 远

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

与 邻 翁 相 对 饮 ，隔篱呼取尽

馀杯。

——《客至》杜甫

折 花 逢 驿 使 ，寄 与 陇 头

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赠范晔诗》陆凯

宗文

信息短波

鉴赏

诗的形象性很重要，咏物诗更是

如此。一株树，一竿竹，一朵花，看起

来是静止的东西，比较平常，但有才

华的诗人，通过艺术的语言，从各个

侧面，以恰当的描画把它形象地表达

出来，就会把景物写活，从而“静止”

的东西也会变得栩栩如生。陆游这首

咏竹诗，正是以“多侧面”的形象性描

写，赋予“东湖新竹”以生命。

诗的开头一句，写出种竹时的

情景，接下来一连五句，都是从不同

角度，对新竹进行形象化的描绘。第

二句“寒碧映涟漪”，通过水来反映

它的疏影。这里竹的“寒碧”和水的

“涟漪”，互相呼应，都有“冷”“凉”

的 含 意 。第 三 句“ 清 风 掠 地 秋 先

到”，通过“风”来反映竹梢的敏感

和迎风摇曳的情景，“秋先到”三

字，十分准确生动，把“新竹”纤枝

因风而动的特点，形象地烘托出来。

第四句“赤日行天午不知”，通过

“光”来反映它的绿荫萋萋、一片苍

翠的景象。五六两句中“声簌簌”

“叶离离”，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形

象逼真地描画出新竹成长过程中的

特点，读后使人如见如闻。最后两句

抒情，写作者对竹林的爱慕和想望，

希望“官闲”时经常到此“枕簟”。而

这 竹 篾 制 成 的“ 簟 ”，又 呼 应 了

“竹”字。

诗的一、二句说由于小心围护，

使新竹长出翠绿的叶子，“寒碧映涟

漪”五字，展现了它颜色、形态的美。

三、四句写夏日在竹林中的凉快感

觉，表现了它的好处。五、六句从声

音、影子两个方面来描绘竹笋解箨、

新枝拔节的情景，表现了它蓬勃的生

命力。七八句直接表达对竹林的喜

爱，隐约流露出对闲适生活的向往之

情。全诗层次分明，描叙简练，由于在

形象性方面着意求工，诗意也就更加

清新传神了。 文华

东湖新竹
陆游

插棘编篱谨护持，养成寒碧映涟漪。

清风掠地秋先到，赤日行天午不知。

解箨时闻声簌簌，放梢初见叶离离。

官闲我欲频来此，枕簟仍教到处随。

本报讯（邱亮 袁胜敏）7月 13至

15日，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2020年

“戏曲进校园”首轮巡回演出活动，

在该县上庸镇、楼台乡、文峰乡、潘

口乡等乡镇中心学校举行。县高腔

剧团的戏曲演员们与各校戏曲爱好

者同台竞秀，为师生带来精妙绝伦

的视觉盛宴。

首场演出在上庸镇中心学校举

行，古典舞《琵琶行》、豫剧清唱《幸

福歌》让学生渐入戏曲视听佳境，最

后的压轴大戏京剧《梨花颂》，其生

动的脸谱、婉转的唱功将演出推向

高潮。在楼台乡，兴致高处，学生戏

曲爱好者们上台表演了黄梅戏《对

花》，与专业戏曲演员们同台竞技、

相得益彰。随后，在教室里，演员们

在戏曲唱腔发声、戏曲身段等戏曲

基本功方面对同学们进行手把手指

导，使学生乐在戏中，充分感受传统

戏曲的魅力。

受疫情影响，该县今年戏曲进

校园活动推迟举行。根据县文明委要

求，此后的戏曲进校园活动将在全

县已开学的各中小学校陆续举行。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创新谋划、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以系列举措

有力推进沈阳戏曲进校园工作落到

实处。

主办单位坚持创新思维、创新

举措，积极谋划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开辟了戏曲进校园线上模式，

组织市属艺术院团克服困难，成功

开展了“云·送戏”节目录制。同时，

为妥善完成工作任务，市文旅广电

局相关工作人员与沈阳京剧院、沈

阳评剧院等有关演职人员放弃周

末休息时间，统一进行了核酸检

测 ，为 圆 满 完 成 实 地 演 出 提 供

保障。

沈阳市教育局在学校全面复课

的情况下，切实把传统戏曲带到学

生身边，积极部署学校；市文旅广电

局组织沈阳京剧院、沈阳评剧院克

服档期创排剧目多、演出任务重等

困难，精心复排传统折子戏。目前，

剧院团已成功复排完成 6部传统剧

目，分别于不同时间进入 6 所学校

开展戏曲进校园实地演出，让广大

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助力提升艺术修养，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戏曲进校园”活动增进了学生

对传统戏曲的了解、培养了学生对

传统戏曲的兴趣、激发了学生对传

统戏曲乃至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积

极性，得到校方、家长及学生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

（《沈阳日报》刘海搏）

为让更多的学生感受中国古诗

词的魅力，近日，泉州市第二中心小

学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诗词嘉年华活

动，本次活动不同以往，采用线上考

级的形式，每班邀请 8 位家长作为

测评员，采用微信视频会议、钉钉直

播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分组测评。

虽然活动在线上举行，但参与

其中的学生背诵古诗的热情却丝

毫不减，大家在屏幕这头认真背

诵，测评员则在屏幕那头仔细倾

听。在经过各组评委严格考核，共

有 3876 名 学 生 实 现 诗 词 闯 关 成

功，其中有 3 位学生完成了全部闯

关，并收获了“经典诗词大王”的

称号。

据悉，此次诗词嘉年华活动在

筹备时，为了解学生古诗的背诵情

况并且调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设

置关卡的语文老师绞尽脑汁。老师

们利用钉钉家校本、钉钉古诗打卡、

微信抽查等方式，多措并举，让学生

每天坚持吟诵，形成了良好的古诗

文学习氛围。针对个别慢热的孩子，

许多老师还会通过微信每天督促检

查他们的背诵情况，给予鼓励和支

持，增强信心。另据了解，该校已举

办过两届诗词嘉年华活动，旨在为

学生们搭建一个了解中华诗词文

化、学习中华经典诗词的平台，通过

创新有趣的方式，来引导参与其中

的学生加强对经典诗词的了解，并

提升学生们的古诗词背诵效率与学

习古诗词的兴趣。

（《泉州晚报》陈士奇 彭丹凤）

沈阳：让学生领略传统戏曲之美

湖北竹山：开展2020年“戏曲进校园”首轮巡回演出活动

福建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举行诗词嘉年华活动

注释

插棘编篱：即用荆棘
编 成 篱 笆 。棘 ，有 刺 的
草木。

寒 碧 ：苍 翠 。寒 ，清
冷，竹叶给人有清凉之
感，故称寒碧。

涟漪：细小的水波。
掠地：卷地；从地上

刮来。
赤日：夏天的太阳。

箨：竹类躯干上生出
的叶，俗称“笋壳。”竹竿
生长过程中逐步脱落，
称为“解箨”。

簌簌：象声词，此形
容笋壳脱落时的声音。

放 梢 ：竹 梢 生 长 伸
展。梢，枝头末端。

离离：茂盛的样子。
此指枝繁叶茂。

簟：一种轻便细巧的
竹席。

近日，北京史家小学迎来了一

场题为《漫谈文物与保护》的讲座。

作为主讲人的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

护处处长李粮企，精心挑选了上百

张最富代表性的文物照片，向全校

师生详细阐释一系列有关文化遗产

保护特别是北京文博事业发展的大

事小情。全校师生大呼过瘾，五年级

14班的衡亚涵、文家佑、魏森淼、许

珂诚、童可佳 5 位同学心中更别有

一番体会。

连日来，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

房山区、文物管理使用单位、文博专

家、新闻媒体、学校和老师竟因为这

5位小学生的一个举动，产生了一系

列化学反应……

故事还得从北京市文物局收到

的一封来信说起。

孩子们
既认真又专业

“北京市文物局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好！我们是史家小学五年级 14

班的学生，正在开展一项调查研究。

我们主要推广那些具有深刻文化内

涵的文物古迹。”

6月中旬，一封署名为北京史家

小学《让冷门文化景点“燃”起来》项

目组的来信，引起了北京市文物局

局长陈名杰的高度关注。

5 位小学生组成的项目组实地

踏勘了坐落在北京的袁崇焕墓祠、

文天祥祠、北京空竹博物馆、时传祥

纪念馆、正阳书局等 10多个文保单

位，最终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了北

京市房山区姚广孝墓塔。

据了解，姚广孝墓塔位于房山

区青龙湖镇常乐寺村，建于明永乐

年间，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系元末明初高僧姚广孝的葬

地。墓塔坐北朝南，为八角形九层密

檐式砖塔，通高 33 米。塔基为须弥

座式，中间塔身，雕仿木隔扇门与假

窗 ，相 关 碑 文 是 明 永 乐 十 六 年

（1418）明成祖亲撰。

“看这里，第2页、第3页上的这

几段话。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如果不

是真下功夫调查研究，不会理解得

这样深刻。”陈名杰指着学生来信，

情不自禁逐字逐句读了起来。

“参观完姚广孝墓塔后，我们查

阅了《真如寺僧人墓塔研究》《北京

现存密檐式砖塔的砖雕装饰艺术浅

析》等 20 余篇论文，了解了中国石

塔的现状，学习了保护石塔的方法。

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石塔存在

一定破坏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可能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原因。由于

温度的变化引起石材的热胀冷缩，

使其内部与表层的应力分布不均

匀，产生裂缝，尘埃、霉菌、溶盐、鸟

类排泄物等侵蚀石头，使花纹、文字

受损。二是人为原因。主要是有些游

客不爱惜文物，乱刻乱画。”

“孩子们是既认真又专业！”陈

名杰感慨。

把小学生的意见
真当大事

收到5位小学生的来信后，北京

市文物局立即组织相关专家，认真

对来信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研究。

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的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向房山区文物管理

所问询，得知有关方面从 2018 年起

通过沉降监测、裂缝监测、倾斜监测

等手段对姚广孝墓塔开展了变形监

测工作，经过数据对比，发现塔身结

构及周围沉降情况基本稳定。

6 月 29 日上午，为进一步了解

姚广孝墓塔的保护情况，北京市文

物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同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所所长李

向东、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处长

尚国华等一同赶赴现场，对姚广孝

墓塔进行现场勘察。

经现场勘察，专家认为这座塔

整体保护状况较好，结构稳固。同

时，充分肯定了信件中提到的意见

建议，并提出：结合防雷工程，对塔

顶、塔身进行日常维护，清除植物；

对塔台须弥座、塔身等残损缺失的

砖砌体进行补砌；增加展示说明牌，

充分发掘其历史价值，进一步做好

文明参观的宣传工作。

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时间根据专

家意见制定了针对姚广孝墓塔保护

工作的方案，将加强姚广孝墓塔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

据了解，房山区共有不可移动

文物 343 处、不同时期出土的可移

动文物 12万余件，其中世界文化遗

产1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0处，北

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处。5 位小

学生的来信也引起了房山区的高度

重视。

房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心松

表示，房山区是文物大区。近年来，

该区相继出台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改革的一揽子文件，很多政策指导

意见与小学生来信中倡导的提升文

物保护的建议不谋而合，核心指向

是合力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各项工作

落地夯实，不断强化文物利用宣传。

用心呵护
热爱文物的心

像《让冷门文化景点“燃”起来》

项目组这样的小研究团队，在北京

史家小学乃至东城区各个中小学，

其实比比皆是。

北京史家小学副校长李娟表

示，该校已连续多年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

“博·悟课程”已经纳入学校全学科

校本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已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北京市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尤娜

介绍，东城区2017年启动的“文化·

传承 2030”工程，旨在鼓励学生了

解、感受中华文化与美德，对古老的

文化、技艺产生兴趣，自觉地传承下

去。推动全区每个中小学校均有一

门及以上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校本

课程、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优秀传统

文化展示活动……

连日来，北京史家小学 5 位同

学的来信在北京市文博系统引起

了不小的反响。令广大文博工作者

最感动的，还是孩子们信中最后的

一段话：“叔叔阿姨们，由于你们的

辛勤劳动和专业工作，北京大部分

文物都保护得很好，让北京城充满

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我们真诚地跟

你们说一声辛苦了。我们这样做，

是出于和你们同样的对文化遗产

的热爱……”

“干了一辈子文物保护工作。看

着今天的孩子们这样热爱文物，真

是打心里感到高兴。”北京博物馆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祁庆国深有感

触地说。

由一封保护姚广孝墓塔的小学

生来信发端，北京市文物局开始深

入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

形成热爱文物、关心文物、保护文物

的共识和合力。真正让不会说话的

文物“活”起来，为青少年成长提供

源源不断的滋养。

在北京市文物局推动下，一部

名为《当小学生遇见“姚广孝”》的专

题片迅速亮相热门电视栏目《这里

是北京》，引发了首都市民对文化遗

产特别是鲜为人知的郊野文物的高

度关注。

觉得回一封信还不过瘾，北京

市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大胆走进

小学讲堂，面对面为孩子们讲述文

物知识，建立日常联系的“直通车”。

北京疫情结束后，参与调研的小学

生还将受邀再次赴姚广孝墓塔，持

续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献计献策。

“要用心呵护一颗热爱文物的

心，一定要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的

真心重视。”陈名杰说。

（《光明日报》董城 邹韵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