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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中感受汉字魅力

“从学习甲骨文以来，孩子对中国汉字的
演变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河南省安阳市林
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学生李梓祺的妈妈颇为感
慨，同时也惊讶于小学期间孩子竟然能对甲骨
文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安阳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学生近距
离接触甲骨文字，所以孩子们对甲骨文有特别
的亲近感与尊崇感。”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政

北路校区校长安永林对笔者说。
开展丰富多彩、别出心裁的甲骨文课程教

学与实践活动，在河南多所学校中已成常态。
“学校定期开展‘甲骨文活动周’学习体验

活动、‘甲骨文专家进校园’活动，同时利用走
廊、书法教室，以及甲骨文工作室营造浓厚的
文化氛围，定期举办甲骨文知识竞赛、甲骨文
书法展览，展示甲骨文教学成果，引领学生发
现汉字之美，感受汉字的魅力。”开封市集英小
学副校长马艳君说。

濮阳市南乐县传说是“字圣”仓颉“生于
斯、葬于斯”的地方。为了让学生了解汉字起
源，感受汉字魅力，南乐县仓颉学校组织开展
研学旅行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课堂，置身于
仓颉陵，寓学于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
存间。

但想要让学生真正了解甲骨文、汉字文

化，仅仅通过几场活动、几次讲座是远远不够
的，学校根据地域情况构建拥有学校特色的甲
骨文课程必不可少。

为构建完善的甲骨文课程，林州市第二实
验小学政北路校区组建甲骨文校本教材研发
团队，编写低、中、高学段的校本教材，由专兼
职教师共同授课。该教材以甲骨文学习研究为
主线，带领学生深入学习汉字的起源、演变。

2020年秋季学期，南阳市卧龙区槐树湾中
心小学将甲骨文教学纳入课程管理。该校结合
南阳市卧龙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
版的《汉字溯源解读与评价》，编写与统编语文
教材相配套的校本教材。

洛阳市实验小学则专门成立以校长为组
长、骨干教师为组员的甲骨文教育领导小组，
对甲骨文教学活动与研究进行指导和督查。校
内还建有甲骨文特色文化墙、甲骨文园区、书

法长廊……甲骨文元素随处可见，让学生在耳
濡目染中感受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

今年年初，河南省教育厅发文公布全省第
三批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名单，23所学校入
选，至此，河南的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已达61
所。各校以甲骨文特色学校创建为契机，积极
拓展语言文字教学新思路，开展甲骨文教育
工作。

“一种符号，万千方块，穿越千载，亘古弥
新。甲骨文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汉字文化宝
藏，在中小学大力推行甲骨文教育，对于培养
孩子们的‘跨界’思维、研究能力会有很大帮
助，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有
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殷
契文渊”开发团队负责人、安阳师范学院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刘永革说。

（《中国教育报》庞珂杨智斌）

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总称，是
人们对生活的提炼、升华和表达。文
艺作品是丰富多姿的社会关系、千
差万别的人物形象在艺术家头脑中
长期孕育并激发他们将心目中的形
象表现出来的结果。本报开设《文艺
天地》版面，内容设置为与未成年人
相关的文艺作品鉴赏（包括但不限
于影视作品、书画作品、儿童文学
等）。欢迎给我们来稿交流。请在文
末标明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

邮箱：jswmt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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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有恒，
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
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这是明朝学者胡居仁撰写的一
副读书联，是作者治学经验的总结。
全联的中心就是“有恒”，把读书要循
序渐进和贵在坚持的道理说得十分
透彻。上联告诫我们，只要“有恒”，
天天坚持学习，是用不着搞“疲劳战”
的；下联告诉我们，哪怕是最容易生
长的植物，晒一天，冻十天，也不能很
好地生长。

文亦何奇，
只如蜂蜜蚕丝，食古自化；

学能成实，
便是凤毛麟角，异代同钦。

这是清代马征麟题写的书院楹联。
此联深入浅出，比喻生动贴切：读书要
像蜜蜂采蜜、春蚕吐丝一样，一点一滴
地积累，把古人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
西；学有所成，便是凤毛麟角，让不同时
代的人敬佩。

道成于学而藏于书，
学进于振而废于穷。

出自东汉王符《潜夫论·赞学》。道，
就是路，就是理。天上地下，一切事物都
有着一定的道理。大道由勤学而完成，
它深藏在书之中；学问因努力而精进，
因懈怠而荒疏。

知不足者好学，
耻下问者自满。

出自宋代林逋的《省心录》。知道自
己不足的人就会努力学习，而不屑向别
人请教的人就会骄傲自满。

一语不能践，
万卷徒空虚。

出自明初林鸿的《饮酒》。意为若是
死抠书本而不能践行，即使书读得再多
也没有任何用处。

勤学如春起之苗，
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辍学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日有所亏。

此语出自东晋陶渊明。意思是勤于
学习就像春天的禾苗一样，虽然看不到
它增高，实际上它每天都在长高；而放
下学习好比磨刀的石头，虽然看不到它
变薄，其实石头每天都在变薄。

一口气读完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的心情激动
澎湃，久久未能停歇。在作者细腻明亮的笔触下，勤劳乐观
的母亲、倔强温暖的外婆、坚韧朴素的继父，以及与那片金
黄色的向日葵地相关的人和物，宛如朵朵向日葵花，朝气蓬
勃，向阳而生。

“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锨是最贵重的权杖。她脚
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作者笔
下的娟妈，是向日葵地里最独特鲜活的存在。她是一个再平
凡普通不过的人，却勤劳勇敢、乐观豁达。为了更好地生活，
娟妈带着一家人来到乌伦古河南岸的土地上种植向日葵。
面对土壤贫瘠、风沙干旱、野生动物侵袭等诸多恶劣的环境

因素，娟妈从未想过退缩放弃，始终以一股顽强不屈的韧劲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磨难，她的身体蕴藏着无尽的力量。生活
虽然艰苦，可娟妈的精神世界无比富足，她收养大狗丑丑和
小狗赛虎，还养了鸡鸭鹅兔牛……在一成不变的乏味生活
中，娟妈用她那双勤劳的手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智慧，让日子
变得鲜活有趣、有滋有味。

“每天我下班回家，走上三楼，她拄着拐棍准时出现
在楼梯口。那是我今生今世所能拥有的最隆重的迎接。”
作者笔下的外婆是倔强的、温暖的。外婆的一生颠沛流
离，大半生寡居，七八十岁高龄辗转于四川新疆两地，但
她始终没有向命运屈服，倔强地前行着。在书中的字里
行间，作者都透露出外婆带给自己的无尽温暖。在四川
老家，外婆以捡垃圾为生，独自抚养外孙女。来到新疆
后，大半的时间与外孙女共同生活，用余生陪伴着作者。
如果把作者比喻成一株向日葵，那么外婆的爱就是炽烈
耀眼的阳光。即使外婆离开后，她无私的爱依旧深深埋
藏在作者心中。

“其实我叔笑起来并不好看。他前几年中过风，至今
仍有点眼斜嘴歪。”在书中，作者对继父的着墨不多，但却
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坚韧朴素的形象。继父的一根皮带用
了十几年，直到最后断在向日葵地边。纵然如此，他依旧
舍不得花钱买新的皮带，而是捡拾别人丢弃的帆布细腰
带凑合着拴裤子。由于中过风，继父的手脚不如常人麻
利，在身体如此孱弱的情况下，即使作者强烈反对，他仍
然义无反顾地与妻子一起来到贫瘠的土地上种向日葵，
从未向生活低过头。

热情好客的水电站职工、率真可爱的雇工、惹是生非的
大狗丑丑、胆小怯弱的小狗赛虎……这块贫瘠土地上的生
命，犹如一株株挺拔而立的向日葵，无论生活给予的是苦辣
还是酸甜，身上都蕴藏着一种向阳而生的蓬勃力量。

合上书本的一刹那，作者笔下的人和物仿佛电影镜头
回放般，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现，他们带给了我欢乐、苦涩、
坚强、勇气……以及生命的启迪。我想我一定会再次拿起这
本书，一字一句、满含深情地去阅读它，走进那片浓茂喧闹、
金光四射的向日葵地，带着欢欣雀跃，带着热切期盼，去寻
找生命中更多的向阳力量。

读书启人智慧，阅读增广见闻。如何读好书、读懂书、读
透书？方式多种多样，路径千条万条。就我而言，就曾经诵读
过、默读过、研读过，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总结，个人认为能很
好地激发阅读兴趣的，还数“批读”。

“批读”乃“批注式阅读”的简称，是一种古老而实用的
阅读方法，其最大的特征是边读边在书籍上勾画符号或书
写感受。简而言之，就是阅读过程中，在文章的“天头”“地
脚”和其他空白处，随时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感悟和评价
写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批”是“批”，“注”是“注”，是两种截
然不同的阅读方式。

先说“批”。“批”是在文中奇妙处、动情处，就思想内容、
修辞手法、表达方式、艺术效果、篇章结构等进行评点，注明
自己思维的轨迹，打上自己认识的烙印，表达自己认同的情
感。所“批”的位置大体分为眉批、旁批、总批三种，其中“眉
批”在文章的“天头”处；“总批”在地脚或者是整篇文章的后
面；而在精彩生动、意义深刻、关键性的词句、段落旁以及其
他空白处的，则为“旁批”。

再说“注”。“注”是指用圈点、勾画的方式，对文中关
键处、疑惑处进行标示或解释。比如，将曲线画在文章精
辟和重要的语句下面，用圆圈标在文章的难词下面，用直
线标在需要着重领会的语句下面，用问号标在有疑问的
语句末尾，用分隔号来划分段落与层次。至于“注”什么，
可以通过自己翻阅工具书等资料，查阅到准确的注音、释

义、说明等信息，然后把查阅到的内容标注在文章适当的
位置。

至于批注的方法，无外乎情感式、结构式、剖析式、联
想式、质疑式等几种。金圣叹在批注《水浒传》时，将这几
种方法运用得几乎是炉火纯青。且看他在点评英雄的同
一“粗鲁”性格云：“《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
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
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
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这该有何等眼光，真是让人
叹为观止。

需要说明的是，所批注的书籍必须是自己拥有的，借阅
或调阅的书籍不便在其上批注。在批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
做到深入理解文章，只有做到了融会贯通，才能在人物的对
话中听出弦外之音，在环境的描写中体会味外之旨；另一方
面要联系个人生活经历，写出自己的共鸣，表达自己的见
解，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样才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使知识
不断地得以积累。

尽管受历史背景、欣赏对象、个人阅历、兴趣爱好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所批注的内容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
并不妨碍我们的阅读，因为审美标准本身就不是统一的，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要我们能够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提升素质、启迪灵魂，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
不妨多些“批注”吧！

朵朵葵花向阳生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

◎ 张强强《我的青春岁月》：
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阅读不妨“批注”
◎ 钱续坤

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国小康建设研
究会、中共庆阳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的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我的青春岁月》于2023年上映，
引发观众好评。同年10月，第二届“香港紫荆花
国际电影节”紫荆花奖揭晓，该片获最佳儿童影
片奖。

《我的青春岁月》将创作视野对准革命根据
地的儿童教育问题，回望那段热血激荡的岁月，
展现战火硝烟背后的温情，对革命历史进行了
创造性的解读，拓宽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空间。

1934年，革命先辈们克服条件艰苦、环境
恶劣、敌人围剿等困难，在南梁开办了“列宁小
学”。影片《我的青春岁月》以此为背景，演绎了
一段感人至深的红色往事。影片中的青年共产
党员金蕾等，把个人的追求融进了党的事业需
要，全身心投入学校建设中，尽心尽力保护孩子
们的人身安全，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带着他们
学习知识、强健身体。作品真实再现了当年创办
教育事业的艰难过程，为观众打开了一扇学习
了解中共党史军史的窗口。

以往提起“革命”“战争”，人们的第一印象
多为炮火连天的战场，主角也多为男性。但《我
的青春岁月》另辟蹊径，以女性和儿童视角切入
故事的讲述。剧情在小小的学校空间里展开，既
表现了孩子们的纯真童趣，也描写了老师的无
私奉献，更渲染了党中央对老百姓的无限关怀。
创作者塑造了一位特色鲜明的女性共产党员形
象。主人公金蕾集进步女青年的热忱与担当、为
人师者的温柔与慈爱于一身。在学校工作期间，
她不仅带着孩子读书识字，还在雪地里练红缨
枪，在篝火旁唱歌跳舞，在土炕边玩游戏，更在
孩子们想念亲人、受到惊吓时耐心陪伴守护。也
是在这个过程中，金蕾从一开始懵懂青涩、不被
孩子们所接受，到后来坚强地撑起孩子们的一
片天，成为孩子们最信任爱戴的人，在危险的战
争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让青春的生命力量得
以升华。

作品通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
式，展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从而产生了此时
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比如，在展现虎娃父亲
从军，与虎娃离别的场面时，创作者没有刻意渲
染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用人物为了国家和信
仰从容赴死的状态营造悲怆的氛围，通过沉浸
式的影像讲述将观影者带到那个特殊情境中，
让人感受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主义精
神。有观众感慨，“我们到底为何而战？这些感人
的故事，是最有力的回答”。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如何找到和观众尤
其是年轻人共情的突破口，一直是创作者思考
的问题。而《我的青春岁月》所涉及的青年人成
长话题和儿童教育内容，正好蕴含着可以跨越
年龄、地域的议题和情感，再加上接地气且富有
艺术色彩的讲述，为革命历史题材创新做出了
尝试。 （《光明日报》晏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