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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学
课

征 稿 启 事

注释
小至：指冬至前一日，一说指冬

至日的第二天
五纹：指五色彩线。
添弱线：古代女工刺绣，因冬至

后，白天渐长，可以多绣几根丝线。
葭：初生的芦苇。
琯：古代乐器，用玉制成，六孔，

像笛。
动浮灰：古时为了预测时令变

化，将芦苇茎中的薄膜制成灰，放在
律管内，每到节气到来，律管内的灰

就相应飞出。
腊：腊月。
云物：景物。
乡国：家乡。
覆：倾，倒。

鉴赏

词
牌
的
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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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小学生心中播下传统文化种子
李飞

信息短波

为更好地引导中小学生投入

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体验过程

中，让优秀传统文化伴随孩子们成

长，近日，安徽省亳州市各中小学

校相继开展了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又提升了他们的文明礼仪

和道德修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 种 子 深 深 埋 进 孩 子 们 幼 小 的

心田。

利辛县中疃学区曙光小学

举行古诗词背诵大赛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

高学生阅读古诗文经典的兴趣，日

前，利辛县中疃学区曙光小学举行

了“古诗文背诵比赛”，把“书香校

园”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此次比赛规则为三分钟内看谁

古诗背得多、背得好。从6个班级的

学生中精选，最后共计 20余名学生

参加比赛。比赛中给予每位小选手3

分钟时间，孩子们声情并茂、慷慨激

昂，精彩背诵了李白的《静夜思》、杜

甫的《绝句》、王之焕的《登鹳雀楼》、

孟郊的《游子吟》等许多脍炙人口的

千古名篇。比赛中，所有参赛同学声

音洪亮、吐字清晰、背得正确流利，

并且感情表达真挚、充沛，用稚嫩的

声调再一次诠释了诗文的美感，展

现了同学们追求美、展示美的情操，

令人感动。

此次古诗词背诵大赛圆满举

行，既锻炼了学生的古诗词背诵能

力，又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校园氛围，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综合

素质。

蒙城县许疃镇中心小学少

年宫举行“小小书法家”比赛

为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激发

学生对祖国灿烂文化和语言文字的

热爱之情，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书写

能力，培养他们正确的书写习惯，引

导学生把汉字写得正确、整洁、美

观，11月 2日，蒙城县许疃镇中心小

学少年宫点墨社团主办的“小小书

法家”比赛活动利用课后休息的时

间举行。

此次活动是在各班选拔赛的基

础上，推荐表现突出的选手参加现

场比赛，学生现场书写，然后评委组

现场打分，比赛时学生们都信心满

满，用心书写每个笔画、每个汉字，

比赛中每一名学生都满怀激情，他

们握笔有力、坐姿端正、书写流畅、

整体美观。在短短的时间内比赛完

成。最后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

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

此次书法比赛活动，培养了学

生的书法兴趣和爱好，展示了学生

的书法风采，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增强了学生写规范字、用规范字的

意识，更带动全校师生掀起学习书

法艺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热潮。

亳州市风华小学举行魅力

大课间“太极功夫扇”比赛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促进班集体健康发展，

11 月 6 日，亳州市风华小学举行魅

力大课间“太极功夫扇”比赛。四、

五、六年级的学生参加了此次比赛。

比赛中，参赛的班级整齐统一

的服装、规范熟练的动作、刚柔并济

的表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了赏心悦

目的太极盛宴。学生们青春动感、光

鲜靓丽，力与美、神与形完美融合，

队列整齐、步伐矫健、精神饱满，展

现了他们热情欢快、健康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青春活力。

此次比赛是风华小学传统文化

教育硕果累累的生动体现，既丰富

了校园生活，展示了学生们的青春

活力，又增强了各班级的凝聚力。

谯城区牛集中心中学举行

“非遗”清音进校园活动

11 月 10日，在谯城区牛集中心

中学，牛集镇曲艺剧社“非遗”传承

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吴玉玲

在手把手传授同学们“清音戏”的基

本动作。

伴随着悠扬的二胡和轻灵的扬

琴声，曲艺剧社的志愿者给同学们

带来了开场表演，孩子们很快进入

学习状态，大家拍着巴掌、和着节

拍，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开启了活动

序幕。

“ 弹 奏 扬 琴 需 要 有 正 确 的 手

法，左手按弦、右手拨弦，这些都

有其讲究，而且是细究。”吴玉玲

拿起琴竹耐心地向同学们讲解，要

用手腕来回击打，上臂带动着下臂

来用力击打，如果不是用手腕击打

的话，那么发出来的声音就会有些

许偏差，所以同学们在一开始学习

的 时 候 要 好 好 练 习 手 腕 ，灵 活

运用。

“阿姨，刚才只顾欣赏你弹的曲

子好听，原来弹琴还有这么多讲究

呢，要想弹出好听的声音，还真得好

好练习呢，等周末我专门找你拜师

学 艺 去 。”学 生 王 小 花 兴 致 勃 勃

地说。

“只有把非遗文化深耕到校园，

才能在孩子们心中留住传统文化

根脉，让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进而培养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牛集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负责人表示，

与非遗“零距离”互动，使学生更直

观了解非遗，希望孩子们能积极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继

承者。

11月 22日，2020年“戏聚北京”

北京市戏曲小票友京剧大赛优秀节

目展演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

行。大赛通过各区选拔，共有 70 多

名小选手参加了 11 月 14 日、15 日

在梅兰芳大剧院小剧场举办的复

赛，最终 15 名选手进入决赛，产生

了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12名，三等

奖25名，新苗奖10名。

由通州文化馆选送的尚语萱表

演的《贵妃醉酒》选段、由朝阳文化

馆选送的郑博皓表演的《搜孤救

孤》选段、由昌平文化馆选送的高

翊雄表演的《探皇陵》选段等被授

予北京市“十小名票”荣誉称号。

“戏聚北京”北京市戏曲票友京

剧大赛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由北京文

化艺术活动中心、各区文旅局、文化

馆承办。作为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

动之一，以组织北京各区民众以编

创和演出在北京地区流布的戏曲剧

种和戏剧剧目的形式，唱响主旋律，

讴歌新时代，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京剧作为北京市最重要的戏曲

艺术表演形式深受民众喜爱。近年

来北京市各区文化馆、各中小学校、

青少年宫都给小朋友们提供了学习

京剧艺术的平台。“戏聚北京”北京

市戏曲小票友京剧大赛将这些热爱

京剧、学习京剧的小朋友们组织起

来，齐聚一堂，为他们提供了展示、

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极大地促进

了青少年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

术的积极性。

此次展演是艺术家与青少年的

一次联欢，参加展演的除了获奖选

手以外，京剧名家高淑娟示范演唱

了《红灯记》之“闹工潮”选段，京剧

名家陈淑芳示范演唱了《红灯记》之

“听奶奶讲革命”选段，两位老师精

彩的演唱把展演现场的气氛推向了

高潮。 （中新网 陈杭）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偏

坡乡联合贵阳市演艺集团组织非

遗项目传承人在偏九学校开展了

以“传承民族经典 延续中华文脉”

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进校园活动，为

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传统

文化盛宴。

活动中，《山水贵客》《寻歌》

《梦里水乡》等木偶剧节目精彩上

演 ，精 美 的 木 偶 造 型 、诙 谐 的 剧

情、木偶艺术家精湛的演技让演出

高潮迭起，也充分展示了传统艺术

的魅力。此次民间艺术进校园活

动，增进了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了解，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提高了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 认 知 水 平 、保 护 意 识 和 传 承

信念。

据 悉 ，偏 九 学 校 将 以 此 活 动

为 契 机 ，着 力 打 造 以“ 木 偶 文

化 ”为 特 色 的 校 园 文 化 ，促 进 学

校 文 化 内 涵 发展，培养师生对当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

兴趣。

（《贵阳日报》温颖 樊荣）

近日，河南安阳文峰区文广体

旅局、区文化馆联合西大街小学开

展了“非遗”进校园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老安阳刘氏纸

扎年画灯笼、传统盘扣制作、彰德剪

纸等项目的传承人对传统文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诠释和“非遗”技

艺进行了传承教学，参加活动的每

一名学生都能得到一场别开生面的

研学体验，并秀出自己的作品，带走

一份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

课堂上，传承人的精彩讲解让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能动手学习

“非遗”技艺，学生都感到无比兴奋。

活动中，主办方还给每个学生发放

了“非遗”宣传手册，让学生们全方

位了解文峰区取得的“非遗”保护

成果。

据了解，近年来，文峰区持续开

展了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区文化馆相关负

责人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根本目的在于延续传统文脉，核心

内容是确保“活态”传承。而使遗产

能够“活态”传承的关键因素，是要

培养传承新人。

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们会继续深入地开展‘非

遗’进校园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了解

‘非遗’，走进‘非遗’，热爱‘非遗’，

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创造

力和民族凝聚力，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

作注入新活力。”

（《安阳日报》刘斐 张君芳）

注释

张九旭：即张旭。字伯高，吴
县（今属江苏）人，排行第九。以
草书著称，人称“草圣”。又喜饮
酒，与李白等合称“饮中八仙”。

谩：通“漫”，随便。
闲事：无事。
几回眠：几回醉。

鉴赏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

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

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

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

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

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

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

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

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

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

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

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

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

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

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

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

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

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

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

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

“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

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

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

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

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

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

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

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

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

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

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

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

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

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

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

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

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

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

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

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

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

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

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

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

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东汉

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

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

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

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

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

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

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

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

寸，包含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

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

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

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

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

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

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

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

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

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可敬可

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

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

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

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

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

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

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

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仲和

醉后赠张九旭
高适

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

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

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

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

2020年“戏聚北京”北京市戏曲小票友京剧大赛落幕

河南安阳文峰区：“非遗”文化进校园 传统文化润童心

贵州贵阳乌当区：“木偶文化”培养学生兴趣

词牌，即词的格式名称。

这些精巧的词牌，每个都有它

特定的声情，或细腻轻扬；或

激越豪放；或幽怨凄凉；或慷

慨雄壮。你知道它们的来源与

故事吗？

● 浣溪沙
又名“小庭花”“浣纱溪”。

由来：原为唐教坊曲名，

后用为词牌名。“浣纱溪”的本

意即咏春秋越国美女西施浣

纱的溪水。此调分平仄两体，

字数以四十二字居多，另有四

十四字和四十六字两种。

● 青玉案
又名“一年春”“西湖路”

“青莲池上客”等。

由来：谢桃坊《唐宋词调

考实》一文中认为，青玉案调

为 宋 人 首 创 ，是 北 宋 时 期 的

“时调新声”。其调名源自东汉

末年张衡的《四愁诗》：“美人

赠 我 锦 绣 缎 ，何 以 报 之 青 玉

案”一句。

● 长相思
又名“吴山青”“山渐青”

“ 相 思 令 ”“ 长 思 仙 ”“ 越 山

青”等。

由来：唐朝教坊曲名。调

名出自《古诗十九首》：“著以

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句。以白

居易词《长相思·汴水流》为正

体，双调三十六字，上下阕各

四句三平韵一叠韵。

● 定风波
又 名“ 卷 春 空 ”“ 定 风 波

令”“”醉琼枝”“定风流”等。

由来：原唐代教坊曲。敦

煌曲子词中其一有“问儒士。

谁人敢去定风波。”其二有“当

本。便知儒士定风波。”两词为

武将与儒士回答，定风波以喻

平定叛乱。为此调之始词。

● 念奴娇
又名“百字令”“酹江月”

“大江东去”“湘月”。

由来：调名取自唐代天宝

年间著名歌伎——念奴，许多

诗作中都有其身影。此调以苏

轼《念奴娇·中秋》为正体，双

调一百字，上阕四十九字，下

阕五十一字，各十句四仄韵。

● 点绛唇
又名“点樱桃”“十八香”

“ 南 浦 月 ”“ 沙 头 雨 ”“ 寻 瑶

草”等。

由来：因南朝江淹《咏美

人春游诗》中“白雪凝琼貌，明

珠点绛唇。”一句而得名。以冯

延巳词《点绛唇·荫绿围红》为

正体，双调四十一字，上阕四

句三仄韵，下阕五句四仄韵。

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