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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

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

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

客有归欤叹，凄其霜露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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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少年成非遗传承重要力量

◎ 让孩子近距离体
验传统魅力

佛山市博物馆馆长、市非遗保

护中心主任曹学群介绍，秋色赛会

活动将非遗传承基地与学校链接起

来，让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指导学

生创作各种非遗工艺品。2020 年的

佛山秋色赛会“小手拉大手·大城小

工匠”活动在国庆节假期举行，约

460 名小学生及家长分别体验了佛

山彩灯、佛山木雕、佛山秋色、佛山

狮头、佛山剪纸、佛山木版年画等项

目的传承课程。

黄宏宇、何雅欣、陈嘉彦、黄卓

浩、周嘉欣、刘钟萍等新一代的非遗

传承人出任 2020年的授课老师。黄

宏宇带来了新作《喜莲莲》文创彩

灯，不仅灯身色彩粉嫩，材质独特，

通过分解巧妙设计的图案，经简单

的拼接、折叠就可制作出一盏古色

古香的佛山彩灯，提高了彩灯的可

观赏性和可操作性。刘钟萍与师母

带来两块佛山木版《少年黄飞鸿》和

鼠年主题的《丰年福鼠图》。在她们

的指导下，孩子们自选图案后，便在

帆布包上进行印制，并在包上绘上

五彩的颜色，写下美好的祝愿。

12 岁的小学生黄梓淇，曾参加

两届“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活

动。她说：“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对佛

山彩灯有了更深的了解，亲自动手

让我特别有成功感，同时也体会到

佛山民间艺术的无穷乐趣。”

“经过 5年的培育，佛山市民对

这项活动的认知度非常高，官网发

出报名信息后，不到 1 天时间，180

个名额全部报满了。”佛山秋色赛会

“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活动项

目负责人郭燕冰说，2020 年的赛会

活动精选了 6 个非遗项目，无论是

课程作品，还是非遗传承人的教学

方式，都很令人惊喜和期待，不少新

开 发 的 非 遗 课 程 在 此 次 活 动 中

首发。

当天，不少参观市民纷纷表示，

期待这项活动也能让中学生、大学

生以及成年人参与，让更多的优秀

非遗文创产品获得大众的关注。

◎ 让“非遗”融入日
常生活

近年来，佛山共有 9 所学校和

13个非遗传承基地成为“小手拉大

手·大城小工匠”活动中青少年体

验、学习非遗的主要阵地。

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很

多传统手工艺都面临着生存困境。

为给佛山非遗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佛山市非遗保护中心主动联系南海

金箔锻造技艺的传承人，建议他们

利用南海区联和金箔厂的场地，开

展“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活动。

郭燕冰与年轻的传承人吴炜全在课

程中融入金箔历史和内涵文化，让

小朋友体验捶打和切箔的步骤，参

观工场的机器，用贴金箔的工艺制

作儿童感兴趣的文创作品。为了让

小朋友感受金箔的材质，传承人还

开发“传递金箔”的小游戏增加了课

程互动性和趣味性。这种授课形式

颇让孩子们满意。南海金箔锻造技

艺传承基地连续三年承接“小手拉

大手·大城小工匠”培训班，通过升

级改造，该基地还成为南海区定向

非遗旅游点，开发了 10种以上的非

遗体验项目，每年接待大量游客。

五年时间，“小手拉大手·大城

小工匠”活动广泛走进佛山各所学

校及非遗传承基地，通过“学习——

制作——巡游”一系列活动，使学生

和家长参与到制作和巡游当中，体

味工匠精神，感受非遗传承的荣

耀感。

佛山市博物馆副馆长、佛山市

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谈道，佛

山拥有丰厚的非遗资源，但活化非

遗的道路任重道远，通过“小手拉大

手·大城小工匠”活动，一方面让孩

子们了解佛山非遗的历史价值、人

文价值，另一方面引导非遗传承人

参与到非遗创新中，通过产品创新、

更新传播方式，从而拉动非遗持续

性发展。

◎ 让孩子体验“沉
浸式”非遗教育

佛山秋色赛会“小手拉大手·大

城小工匠”活动至今已举办五年。其

间，由佛山市博物馆、佛山市非遗保

护中心牵头，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与学校、社会机构

联动，不仅在学校内举行非遗展演、

展览、讲座等活动，更让非遗项目融

入课堂，成为学校第二课堂或融入

各个学科，甚至将学生带进非遗传

承基地，深入现场进行“沉浸式”非

遗体验。

2020 年，主办方还联合禅城区

青少年关爱协会开展青少年志愿者

服务，使课程内容渗入大中小学学

生心中，在青少年职业体验和非遗

传播方面进行尝试和拓展。

据郭燕冰介绍，自2016年开始，

佛山市非遗保护中心重视整合资

源，发挥该中心的示范作用，带动学

校和非遗传承人群体参与其中，“这

个过程中的每次活动都有系统设

计，项目负责人提前与非遗传承人

进行课程内容设置、非遗传承环境

等内容进行细节沟通，我们一直提

倡非遗传承人进行创新式非遗教

育，比如开发适合孩子特点的课程、

创新教育方式或编写因地制宜的非

遗教案……不少佛山非遗传承人在

这方面做出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并

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佛山秋

色赛会“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

活动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模式。

2016年该项目获得佛山市博物馆优

秀项目奖、2017年获得广东省“博物

馆优秀青少年教育项目十佳奖”。

对此，曹学群谈道，非遗保护传

承要从娃娃抓起，只有让孩子从小

接触、了解、喜欢上非遗文化，才能

让孩子真正成为非遗文化、传统文

化的守护者、创新者。因此佛山秋色

赛会“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活

动意义重大，对孩子的成长也有裨

益，因为传承、保护、弘扬、活化非遗

文化，不仅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

和文化自信，也能提升孩子的综合

素质。 （《佛山日报》束维）

注释

秦川：泛指今秦岭以北平原地
带。此诗中指长安一带。

朝：早晨。
迥：遥远。
净：明洁。
重：重叠。
秋声：指秋天里自然界的声音。
寒色：寒冷时节的颜色、景色。
五陵：指长安城北、东北、西北

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长陵（高祖刘
邦）、安陵（惠帝刘盈）、阳陵（景帝
刘启）、茂陵（武帝刘彻）、平陵（昭
帝刘弗陵）。

归欤：归去。
凄其：凄然，心情悲凉的样子。
霜露浓：比喻官场上不得志，就

像是遭受风霜雨露那样，萎靡不振
失去生机。

鉴赏

这首诗由“望”字入手，描述了长安附近，

渭河平原一带，秋风萧瑟、凄凉寥落的景象。

诗的前四句写景：旭日东升，登高一望，八百

里秦川尽呈眼底。正东方的山峰起伏嵯峨，

在初日的映照下，山形尤显清晰。四周环顾，

远近层峦叠嶂，泾渭纵横，山河互映，都显得

明亮洁净，而长安都城则随山势而逶迤曲

折，尤显气势雄伟。这四句既写出秦川的广

阔视野，又衬托出长安城的巍峨雄姿，而眼

界广阔，山河明净，正是秋高气爽时节观景

的特点，不言秋而秋色已自见。下四句即转

而着重写秋。无数竹丛在寒风中摇曳，瑟瑟

作响，一派秋声，五陵的苍松翠柏，虽然不像

其它树木那样黄叶凋零，但其森然林立，透

露着浓重的寒意。写秋亦全然由具体的景物

来作渲染和衬托。诗中对秋景的描写既有侧

重，又互相交融，笔墨简淡，线条清晰，犹如

一幅萧疏散淡的山水画卷。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清晨，遥望

辽阔的秦川大地，太阳刚刚从东面苍凉的峰

峦间隙中显露出来，照得长安、渭水一片苍

翠。一个“迥”字，将渭河平原的辽远开阔，准

确地表现了出来。红日东升，本是极其绚丽多

彩的景色，但是由于诗人的心境不佳，这美景

也随着萧瑟的秋风显得肃穆苍凉。

太阳升起来了，将大地照得一切都能看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远处山葱草翠，近处渭水

泛波。那蜿蜒起伏、逶迤连绵的城阙正是帝都长

安。这“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句中的“净”字

和“重”字，将长安城周围的庄重肃穆，秋色的苍

劲凄清，传神地点染出来。

接着，诗人进一步渲染秋的悲凉气氛，

“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汉代豪门贵族曾

聚居于五陵一带。这两句是说，帝都附近，家

家有竹，秋风袭来，竹摇叶动，萧萧飒飒，五陵

松柏，蓊郁苍翠，微风吹动，松涛声响，更给长

安增添了几分寒意。

前面的诗句在着意渲染气氛，结尾两句则

是要说明写此诗的原意。诗人“望秦川”是因

为“客有归欤叹，凄其霜露浓”。诗人才华出

众，为时人所推崇。但只任过新乡县尉那样的

小官，而且长期不得升迁，而如今就要返乡，

诗人郁郁不得志而有“归欤”之叹。尾联是全

诗的主旨，表明了作者辞官归隐的决心。

这首抒情诗，对秋景的描述极为生动细致

的，它不但用悲凉的气氛烘托了诗人的心境，

而且将秦川大地的秋色呈献在读者面前，是

一首不可多得的情景交融的诗篇。 仲和

信息短波

近日，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优秀戏曲文化，

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和魅力，山东省临沂市临

沭县戏曲进校园活动在该县第五实验小学举

行。本次戏曲进校园活动由山东省临沂市临沭

县委宣传部、临沭县文学艺术届联合会、临沭县

教育和体育局、临沭县文化和旅游局、临沭县

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临沭县戏曲家协会、临

沭县第五实验小学、临沭县摄影家协会承办。

活动中，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

情》、《我爱你中国》、《三家店》、《梨花颂》等由

临沭县戏曲家协会的老一辈京剧表演艺术家

们的现场表演下让人不禁感叹京剧之美。临

沭县第五实验小学京剧社团自2019年亮相临

沭县戏曲春节晚会后就与戏曲结下不解之

缘。此次京剧艺术团的小演员们与老戏曲家

联袂登台，共同表演了现代京剧《红灯记》选

段，赢得了观众们的掌声。临沭县第五实验小

学的徐清辰老师和县戏曲家协会根据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的感人故事创作的京剧，更是把

戏曲融入生活，在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

让戏曲更具时代魅力，令人耳目一新。

戏曲进校园是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举措。临沭县认真贯彻落实《关于

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精神，深入开展戏曲

进校园活动，大力培养学生对戏曲的兴趣和爱

好，推动了全县的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发展。本

次活动不仅给学生们搭建了与传统文化交流

的平台，也将色彩内涵、服饰文化、历史知识、

道德教育等内容带给了学生们，更激发了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增强了他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海外网 孙延喜 宁涛）

近日，甘肃酒泉敦煌中学的学生们在课间

操时间集体跳起的敦煌舞火遍了各种“圈”。

据敦煌中学的老师张梦婷介绍，这支舞蹈融

入了不少敦煌莫高窟的文化元素，他们已经

跳了4年。

张梦婷介绍，2015年底按照学校“敦煌文

化进校园”的要求，在考虑中学生特点、舞蹈推

广性等基础上，她与喜欢舞蹈的梁文景、喜爱

音乐的郜尧蓉、金俊音3名学生耗时4个月，完

成了“舞美敦煌”课间操的编排。校领导班子验

收后立即在全校推广，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舞美敦煌”敦煌舞课间操开始面向全校推广，

至今已有4年多的时间了。这期间，学校将敦煌

舞列为高一学生入学的必学内容，并在每年新

生入学时举办敦煌舞课间操比赛。

“高中学生的学习任务比较重，各种压力也

比较大，加之单调的学校生活让他们比较压抑。

而通过丰富的课间活动，比如增加“舞美敦煌”

课间操等内容，让他们在通过跑步、游戏、自主

活动等活动内容后，进一步增强对敦煌文化的

热爱。”敦煌中学后勤主任、工会主席卢明说。

“不少毕业的学生已经上大学、甚至大学

毕业了还向我要敦煌舞的视频和音乐。”张梦

婷说：“他们在新学校和单位上展示一段高中

时的敦煌舞蹈课间操，就让老师和朋友们深

深地喜欢，并刨根问底地打听和敦煌文化相

关的内容，这让他们作为敦煌人的一分子感

到自信满满。” （《兰州日报》刘学智）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背

诗。在我们的认知里，有五言诗、

七言诗，再加上四言的诗经，杂

言的歌行，参差的词曲……构

成了诗词的美妙世界。在这些

长长短短的句子里，“六言诗”

无疑是小众的，但不可否认的

是，它也有种独特的美。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

春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

客犹眠。

——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

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

洞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

是丹青。

——苏轼《惠崇芦雁》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

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

落前村。

——李白《立冬》

晴川落日初低，落日孤舟

解携。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

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

前溪后溪。惆怅长沙谪去，江

潭芳草萋萋。

——刘长卿《感怀》

家住白云山北，路迷碧水

桥东。短发潇潇暮雨，长襟落

落秋风。

——杜牧《山行》

听月楼高太清，南山对户

分明。昨夜姮娥现影，嫣然笑

里传声。

——王昌龄《望月》

水落溪流浅浅，寺秋山霭

苍苍。树色犹含残雨，钟声远

带斜阳。

——张仲素《山寺秋斋》

夹岸人家临镜，孤村灯火

悬星。乔木千枝鹭下，深潭百

尺龙吟。

——岑参《村居》

行尽风林雪径，依然水馆

山村。却是春风有脚，今朝先

到柴门。

——朱熹《铅山立春六言
二首·其二》

文华

山东临沭：让戏曲传统文化走进校园

甘肃酒泉：敦煌舞课间操火遍各种“圈”

广东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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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秋色是广东省佛山市人民秋季庆丰收的节令习俗，佛山手工业者制作出精美的工艺品，通过秋色赛会进行展示和竞技，使他们的店号行业和个

人技艺名声大振，促进佛山手工业繁荣发展。2008 年，佛山秋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秋色巡游成为佛山市民了解、观赏秋色民俗的一道风景线。

自 2016 年起，在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指导下，佛山市博物馆、佛山市非遗保护中心主办佛山秋色赛会“小手拉大手·大城小工匠”活动，每

年一届，由非遗传承人传授，佛山青少年亲手制作非遗作品，经过展览和评选、投票，获奖学员将有机会在秋色巡游中向观众展示自己的优秀作品。这项

活动至今已吸引约 2500 个家庭参与非遗传统技艺的学习，成为佛山市民喜闻乐见的非遗公益品牌，从而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和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