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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一曲曲悦耳迷人
的豫剧名段从河南省驻马店市第
三十二小学校园传出，2021年驻
马店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在此启
动。丰富多彩的造型，惟妙惟肖的
人物形象，让现场百余名师生近
距离领略戏曲艺术的魅力，了解
传统文化的精髓，享受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戏曲进校园”活动由驻马店
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市教育局承办。活动将陆
续深入到全市16所中小学校开
展演出、讲座及优秀戏曲节目展
演，力求让戏曲的种子在更多学
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驻马店戏曲圈，提起周明
理，大家肯定是如雷贯耳。他创作
的《桃花村》《追梦》《老兵国辉》
《嫘祖》等三十多台剧目分别被
省、市、县专业剧团搬上舞台，另
有十几部戏曲电影深受群众喜
爱，《家有贤妻》《乡村警官》《农家
妹子》均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
奖”，《梨乡妹子》获河北省“五个
一工程奖”……

“戏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化
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
价值，是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
瑰宝。让戏曲走进校园，对传承中
华民族文化、建设共有的精神家
园具有重要意义。能使学生更加
了解国粹艺术、热爱祖国，增强民
族自豪感，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驻马店市戏
曲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周明理
介绍，戏曲艺术植根于中国传统
文化土壤，集聚了文学、音乐、美
术、舞蹈、杂技、说唱等多种文艺
形式，将中国人的生活情境与情
感表达，巧妙地转化为虚拟性和
程式化的戏曲语汇，包括诗意化
的语言、音乐化的声音，舞蹈化的
动作，美术化的妆服，意境化的舞
美，构成了中国戏曲独有的美学
表意。四功五法与唱念做打是中
国人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形成
了独特的民族审美文艺形式，也
成为形式美的中国符号。

校园戏曲美育的任务和责
任，就是要将最美的戏曲艺术带
到学生面前，让他们感受戏曲艺
术的精妙绝伦。

谈及“戏曲进校园”的益处，
学校老师、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各
有感触。

驻马店市第四中学老师吴艳
茹说，戏曲艺术在传统社会生活
中除了担负娱乐功能之外，还是
规训和引导世人向善的教科书。
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以道德文
章劝世人向善，以情趣让世人赏
心悦目，以技艺让世人鼓掌叫好，
寓教于乐、情理交融正是戏曲文
化绵延流长的根由之一。戏曲剧
目题材广泛，数以千计的古代历
史故事，从远古的传闻、神话，到
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朝代中的
真人实事，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的
中华历史的画卷，是支撑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精神。

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老师张
金丽认为，经典优秀戏曲是国粹，
源远流长，传承十分必要；经典优
秀戏曲思想深刻，激发人的家国
情怀。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包含戏曲传承，可培养适应社会
发展的健全人格；当下社会竞争
激烈，心理问题随之而来，学戏有
利于排解不良情绪，追求心灵
健康。

驻马店市文旅局工作人员段
绍敏表示，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瑰宝，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中小学校的传播和普及，提高学生

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青少年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作为驻马店市知名的戏曲创
作者，周明理深感重担在肩。

周明理说：“一名文艺工作
者，首先要端正思想。思想正确，
方向才正确，作品才有正能量。要
弄懂写什么，为谁而写。我们生长
在火热的时代，生活一天比一天
好，这要感谢中国共产党领导得
好，政策好。我们要报党恩，跟党
走，用手中的笔歌颂党和祖国。如
今英雄辈出，人才济济，他们用生
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凯歌，我们
有责任把英雄的事迹写出来，鼓
舞人心，激励斗志，让世人向他们
学习。一句话，想从文，先做人。做
人先修身，损人利己之事不可做，
有损党和国家利益的红线不可
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一个
品洁德高、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
工作者。”

周明理认为，戏剧创作题材
要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同步，直接
反映今天的生活，尤其是需要更

多现实题材的戏剧。
“选择生活中有温度、有筋骨

的故事，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弘扬时代精神，是我创作戏曲作
品的方向。”周明理说。

生活中的人和事虽然平凡、
细微，却构成了生活的多彩画卷，
平凡的人和事所展现的矛盾冲
突，给戏曲创作提供了广阔天地。

周明理认为，艺术创作不能
停留在生活上，而需要作者深入
生活后，跟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进
行思考，将时代感、现实意义、艺
术个性等融会贯通，这样创作出
的作品才能有高度。

驻马店市教育局一名相关负
责人表示：“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
艺术美学的重要体现，凝聚了仁、
义、礼、智、信的价值观，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强化
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
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育意
义。戏曲在校园的传播，要立足青
少年成长的需求和特点，以青少
年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
方式激发带动更深更广的参与，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
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 （澎湃新闻李贺建）

注释：
休便休：有休息之处就随遇

而安地休息。
白苹：开白花的水上浮萍。
道人：修道的人，这里是诗

人称自己。
悲秋客：为秋天感到悲哀的

旅人。
一任：听凭。
晚山：即秋天黄昏时的山。

赏析：
这首诗是诗人暂息淮南寺

中，见秋江白苹为风吹尽因而有
理于人生行止而作。诗的首句写
诗人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遇到
能休息的地方便休息；次句写江
水中的白苹已经消失了，水波粼
粼，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后
两句即景抒怀：三句自称不是逢
秋就会伤感的一般文人；末句采
用拟人的手法，写听凭傍晚的秋
山相对发愁。诗写得富有韵味，
显示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气质。

诗的起笔突兀，一开始就指

出：不论是南去北来，还是北去
南来，诗人总是想去就去，想休
息就休息，无忧无虑，恬然适意。
诗的第二句诗人像是在解释，正
是在萧萧秋风把白苹都吹落了
的深秋季节才如此这般说来。他
身处秋气肃杀、万物凋零的深秋
季节，丝毫没有悲哀凄凉的感
觉，反而无忧无愁，安然处之。本
来，诗人得休便休已经够洒脱
了，再有后一句萧瑟景象的衬
托，就更显示出超尘脱俗的气
质。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悲
秋”的传统。一到秋天，西风瑟
瑟、枯叶飘零，这萧条凄清的景
象极易引发诗人对不如意的人
生大兴悲叹之辞。而此诗作者能
如此逢秋而不悲，随遇而安、怡
然自得。诗的前两句在叙述诗人
不寻常举止的同时也在读者心
中留下了一个问号。

诗的三四句紧扣首二句之
意。诗人以道人自比，表现出诗
人对闲适味道和飘逸、淡泊无求
境界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能够

“南去北来休便休”，就是因为他

不是见秋生悲的“悲秋客”，而是
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道人。因
此，当众人对秋生悲时，诗人自
然无悲可言。此时，作者远远望
去，楚江两岸的山脉凄清寥落，
像是在飒飒秋风中相对发愁。晚
山本来不会悲愁，只有在悲秋人
眼里，晚山连同周围的一切才看
上去像是都在悲叹哀伤。在此，
诗人没有直接去写愁容满面的

“悲秋客”，而是通过“悲秋客”眼
里所看到的秋暮中凄凉悲伤的
景物来写“悲秋客”，这样写，更
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的洒脱。

程颢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
其实，诗人并不是真的那么旷
达，真的能超凡脱俗。他写要“休
便休”，恰恰说明他对“南去北
来”已经感到疲倦，渴望守着家
人过宁静安逸的生活；他写“白
苹吹尽楚江秋”，可见他对秋天
的到来是敏感的；他写“晚山相
对愁”，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深
处的忧愁。所以欣赏诗歌，既要
看诗歌中的议论，更要看诗歌中
所描写的形象。 仲合

题淮南寺题淮南寺
程颢程颢

南去北来休便休南去北来休便休，，

白苹吹尽楚江秋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道人不是悲秋客，，

一任晚山相对愁一任晚山相对愁。。

从“孩提”到“豆蔻”，从“而
立”到“知天命”，从0岁到100
岁……盘点古人对年龄的绝美
称谓。

初 度

0 岁。语出《离骚》：“皇览揆
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孩 提

指 2 岁至 3 岁的儿童。语出
《孟子·尽心》：“孩提之童，无不
知爱其亲者。”

总 角

8 岁至 14 岁的少年。语出
《诗经·卫风·氓》：“总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豆 蔻

指少女 13、14 岁。语出杜牧
《赠别二首·其一》：“娉娉袅袅
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舞 象 之 年

指少年15至20岁。语出《礼
记·内则》：“成童，舞象，学射御。”

加 冠 / 弱 冠

指男子 20 岁。语出《孔颖
达·正义》：“二十成人，初加冠，
体犹未壮，故曰弱也。”

而 立 之 年

指 30 岁 。语 出《论 语·为
政》：三十而立。

不 惑 之 年

指 40 岁 。语 出《论 语·为
政》：四十而不惑。

知 天 命

指 50 岁 。语 出《论 语·为
政》：五十而知天命。

花 甲 之 年

指 60 岁。花甲一词出自中
国古代历法，以六十年为一循
环，一循环称为一甲子，又因天
干地支名号繁多且相互交错，又
称“花甲”。

还 历 寿

指 61 岁的寿辰。60 年为一
轮，61 岁正是新一轮重新算起
的时候，故称“还历”。

古 稀

指70岁。语出杜甫《曲江》：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
来稀。”

米 寿

指 88 岁。因米字拆开好似
八十八，故借指88岁。

白 寿

指 99 岁。因“百”字去“一”
为“白”字，故借指99岁。

期 颐

指 100 岁。语出《礼记·曲礼
篇》：“百年曰期，颐。”即人生以百
年为期，故称百岁为“期颐之年”。

文华

信息短波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10月 21日上
午，河北唐山市皮影剧团走进校
园，为郑家庄小学的师生们带来
一场视听交融的艺术盛宴。

皮影剧团的老师为学生们
介绍皮影戏的历史知识。通过
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学生们
认识了生、旦、净、末、丑等重要
角色，还知道了皮影是用驴皮
制作而成的。学生们观看了剧
团老师表演的皮影剧目《龟与
鹤》《大灰狼》《鱼妈妈的爱》。在

半透明的白布后，来回跳动着
雕镂精细、栩栩如生的皮影形
象，令学生们十分着迷。随着鼓
乐的节奏，皮影剧团的老师们
娴熟地操纵着皮影，精彩的表
演不时博得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和欢呼声。

皮影表演结束后，老师邀请
学生上台，进行体验互动学习，亲
手表演皮影戏。在触碰与拉动中，
一个个皮影形象在幕布上活灵活
现，学生们沉浸其中，感受皮影戏
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和魅力。
（环渤海新闻网张绍辉范圣英）

近日，一场活色生香的美食
文化大讲堂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正式拉开顺德非遗美食进
校园系列活动的序幕。

大讲堂活动中，顺德美食推广
大使——欢姐伦教糕、龙江煎堆、
双皮奶、羊额烧鹅、金榜牛乳、鲮鱼
干等非遗美食传承人组成的“美食
文化名家团”，与200多名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分享美食故事，并
以有奖问答的形式进行互动交流。
一道道顺德非遗美食不仅挑动着
食客的味蕾，其背后的故事、工艺、
传承、创新更加触动人心。

活动现场还对顺德非遗美食
漫画创作比赛进行了颁奖。今年
暑假，顺职院近50名绘画高手为
顺德非遗美食创作多组漫画，从
漫画角度表现非遗美食的历史传
承，经专家评审共产生18件获奖
作品。随后，美食漫画作家大虎校
长和获奖大学生将组成团队，共
同创作23幅非遗美食漫画明信

片，作为宣传顺德非遗美食的文
创产品正式发行。今后，游客来顺
德旅游，可以把23幅美食明信片
寄往全国各地。同时，明信片还会
进驻顺德30多家中小学的“校园
邮局”继续展览。

此外，顺德非遗美食还将被
拍成视频、做成课件，作为教材使
用。目前，顺德凤城美食文化体验
中心与西山小学共建的“小厨神
培训中心”已于9月20日投入使
用，小学生在学校就能进行顺德
非遗美食实践。

“顺德美食进校园”活动由顺
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
顺德凤城美食文化体验中心承
办，已连续开展三年。今年活动的
主题突出非遗美食技艺，旨在通
过美食+漫画方式传播顺德美食
文化，传承顺德烹饪技艺，增加顺
德美食年轻化的元素，更好地推
广顺德美食品牌。

（《佛山日报》周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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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唐山：
皮影进校园非遗入童心

广东顺德：
非遗美食进校园系列活动启幕

戏曲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戏剧创作题材要与时代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