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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

未醒，痴情换得一生泪影。雪

中行，雪中行，雪中我独行。

挥尽多少英雄豪情，唯有与

你同行，与你同行，才能把梦

追寻。”

雪，总会给世间带来一份

轻灵与洁白，引发人的无限遐

思。在古人笔下，雪又是什么

模样呢？他们在雪上寄托了什

么样的情感呢？

雪中塞北，最是银装素裹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

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
官归京》

雪中孤客，最是茕茕凄绝
千 山 鸟 飞 绝 ，万 径 人 踪

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雪中静夜，最是万籁无声
已 讶 衾 枕 冷 ，复 见 窗 户

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白居易《夜雪》

雪中寒梅，最是冬日良伴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

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

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

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沈绿蚁，

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李清照《渔家傲》

雪中行路，最是艰难险阻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

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行路难》

雪中送别，最是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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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适《别董大》

雪中归人，最是温馨熨帖
日 暮 苍 山 远 ，天 寒 白 屋

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
山主人》

中
国
人
的
雪
，

一
切
都
是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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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比 喻 团 结 互 助 ，同 心 协

力，战胜困难。后以“吴越同

舟”比喻虽有旧怨，但当同遭

危难，利害一致之时，也须互

相救助，共同努力。

出处

《孙子·九地》：“夫吴人与

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

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近义词：同舟共济

反义词：勾心斗角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经常

交战。一天，在吴越交界处河

面的一艘渡船上，乘坐着十几

个吴人和越人，双方谁也不搭

理谁，气氛显得十分沉闷。

船离北岸后，一直向南

岸驶去。刚到江心，突然天色

骤变，刮起狂风来。刹时间满

天乌云，暴雨倾盆而下，汹涌

的巨浪一个接着一个向渡船

扑来。两个吴国孩子吓得哇

哇大哭起来，越国有个老太

一个踉跄，跌倒在船舱里。掌

舵的老艄公一面竭力把住船

舵，一面高声招呼大家快进

船舱。另外两个年轻的船工，

迅速奔向桅杆解绳索，想把

篷帆解下来。但是由于船身

在风浪中剧烈颠簸，他们一

时解不开。这时不赶快解开

绳索，把帆降下来，船就有翻

掉的可能，形势非常危急。就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年轻的

乘客不管是吴人还是越人，

都争先恐后地冲向桅杆，顶

着狂风恶浪，一起去解绳索。

他们的行动，就像左右手配

合得那么好。不一会儿，渡船

上的篷帆终于降了下来，颠

簸着的船得到了一些稳定。

老艄公望着风雨同舟、共渡

难关的人们，感慨地说：“吴

越两国如果能永远和睦相

处，该有多好啊!” 综合

● 木 偶 戏 遇 上 校
园，是古老艺术和年轻
思维的完美邂逅

石阡木偶戏是农耕时代的产

物，它适应“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

环境，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方

式与审美趣味逐渐改变，石阡木偶

戏渐渐失去了生存的文化土壤和空

间，出现“ 无人表演”和“ 不看表

演”等窘境。

为保护传承石阡木偶戏，石阡

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提出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

成合力”的保护原则，出台《石阡县

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积极

引导石阡木偶戏走进学校，开始了

校园推广普及之路。

石阡县民族中学是石阡木偶戏

走进的第一所学校。从 2006 起，学

校就把石阡木偶戏作为特色教育改

革内容和素质教育重要举措列入专

门课程。目前，学校在高二年级开设

有两个木偶戏传承班，并将每周一

节的木偶戏课程纳入传承班正常教

学计划。

在石阡县花桥镇小学，学校把

木偶戏引入兴趣活动课、大课间操，

通过木偶戏展示、教学等方式，让学

生与木偶戏亲密接触。

● 多措并举，普及
路径不断扩宽

引名师，组建专业师资团队。石

阡木偶戏多在家族之间通过“口传

心授”的方式传承。将木偶戏引进校

园，如何才能教给孩子原汁原味的

木偶戏？2006 年，在县文化馆的协

调下，该县民族中学邀请到石阡木

偶戏泰洪班第七代传人付家三兄弟

坐班授课，学校抽调了 10名教师组

成学习小组学习唱腔、戏文、表演。

两年后，学校老师将石阡木偶戏的

曲目、戏词、表演牢记于心，民族中

学组建了一支素质过硬的木偶戏传

承队伍。学校教师刘超和孙洪祥就

是在那时开始学习木偶戏，并分别

成长为石阡木偶戏省级传承人、市

级传承人。

教材+课堂+社团，多维开展木

偶戏普及工作。民族中学系统性地

制订教学工作计划，同时专门成立

木偶戏教研组，负责收集流传在民

间的剧目，编撰成册作为学校木偶

戏课程的教学用书。孙洪祥作为民

族中学木偶戏传承班的班主任，每

周会在木偶戏课堂教授石阡木偶戏

历史起源、唱词等知识。在唱腔教学

方面，学校也会有音乐老师辅助教

学。除了传承班，学校还专门成立了

木偶戏社团。通过传承班授课结合

社团表演展示的方式，民族中学有

条 不 紊 地 推 进 木 偶 戏 进 校 园 的

工作。

课题研究+公益讲座，挖深度，

拓广度。孙洪祥从 2018 年开始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偶戏在高中校

园传承》的课题研究，学校组织一批

对木偶戏传承感兴趣的教师团队参

与其中，旨在找到更多更好路径推

进木偶戏在高中校园的传承与普

及。同时，为扩宽木偶戏普及广度，

孙洪祥会定期带着学生到周边中小

学校开展公益讲座并进行表演。

融入课间操，创新木偶戏展演

方式。在花桥小学，木偶兴趣班的28

名学生手持色彩亮丽的木偶站在队

伍当中，随着音乐旋律或弯腰低头

或弓步翻转，一个个木偶在孩子们

手中仿佛被激活。花桥小学校长杨

芳胜介绍：“从2017年开始，学校将

木偶戏引进校园，成立专项领导小

组，申请专项资金制作木偶。从4至

6年级中挑选对木偶戏感兴趣的同

学组建木偶戏兴趣班，聘请石阡木

偶戏传承人来学校教授学生木偶戏

的操作手法。”在杨芳胜的带领下，

花桥小学彭可禹、张元超、蒋华三位

老师加入到木偶戏的教学研究中

来，积极探索石阡木偶戏校园普及

新路径。杨芳胜说：“我们通过日常

的教学授课让学生掌握木偶戏的操

作，并将展演的舞台搬到大课间上，

这样既能普及、推广优秀民族文化，

又能陶冶师生们的情操。”

● 普及中求创新、
谋传承

在把木偶戏引入校园的过程

中，学校面临木偶太重学生舞不动、

木偶成本高以及不适合群体表演等

问题，改良木偶，创新木偶戏动作、

剧目等成为木偶戏老师们的共同

选择。

花桥小学教师彭可禹说：“木偶

的头、身、手杖三部分全部由实木制

作。一个木偶包括‘头子’、杖头、戏

服、装饰，总重量接近 4 公斤，瘦弱

一点的学生根本舞不动。”民族中学

孙洪祥则担心木偶“太贵”。他说：

“每一个木偶的‘头子’、戏服、仗头

都是特制的，极为精致考究。模子要

实木制作，戏服要选用丝绸，戏服上

的图案要采用刺绣工艺。”他担心日

常排练会导致木偶磨损破旧，增加

成本。

怎样给传统木偶减重？如何既

保障木偶教学又不至于损坏木偶？

这些都指向一个办法：改良木偶。孙

洪祥将实木杖头变成泡沫模具，给

泡沫木偶戴上打印制作的“面具”，

戏服用更廉价的布料代替，这样一

个简便、低成本的木偶就制作完成。

孙洪祥说：“我们平常练习就用这种

简易木偶，在一些重要表演时刻才

会用上传统的木偶。”

传统木偶戏往往是台上几个角

色互动，不适合群体表演展示。彭可

禹计划进一步改良木偶戏动作，将

木偶戏与花桥小学大课间操充分融

合，既保留木偶戏的美感又可以起

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孙洪祥将目光

聚焦在木偶戏剧目创新上。他说：

“一些传统木偶戏剧目已经不符合

当下审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取传统木偶戏精华，创新一批反映

学生生活的新剧目。”

石阡木偶戏穿越千年缓缓而来，

在校园中绽放出别样风采，传播普及

之路越走越宽。石阡县文化馆副馆长

饶莉表示，进校园只是石阡木偶戏普

及传承的第一步，接下来会加快数字

化记录的脚步，把老一辈传承人的

表演风采通过影像方式记录，同时

加快“非遗+旅游”步伐，让每一位来

石阡的游客喝着石阡苔茶，欣赏石

阡木偶戏。 （据中国青年网）

当木偶戏走进校园，非遗之花在孩子心间绽放

鉴赏

此诗反映了在统治阶级残酷的

剥削和压榨下劳动人民的悲惨遭

遇。全诗通过描述山中寡妇这样一

个典型人物的悲惨生活，透视当时

社会的面貌，语极沉郁悲愤。

“夫因兵死守蓬茅”概括地写出

了这位农家妇女的不幸遭遇：战乱

夺走了她的丈夫，迫使她孤苦一人，

逃入深山破茅屋中栖身。“麻苎衣衫

鬓发焦”一句，抓住“衣衫”“鬓发”这

些最能揭示人物本质的细节特征，

简洁而生动地刻画出寡妇那贫困痛

苦的形象：身着粗糙的麻布衣服，鬓

发枯黄，面容憔悴，肖其貌而传其

神。从下文“时挑野菜”“旋斫生柴”

的描写来看，山中寡妇应该还是青

壮年妇女，照说她的鬓发色泽该是

好看的，但由于苦难的煎熬，使她鬓

发早已焦黄枯槁，显得苍老了。简洁

的肖像描写，衬托出人物的内心痛

苦，写出了她那饱经坎坷的身世。

然而，对这样一个孤苦可怜的

寡妇，统治阶级也并没有放过对她

的榨取，而且手段是那样残忍：“桑

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此处的“纳税”，指缴纳丝税；“征

苗”，指征收青苗税。古时以农桑为

本，由于战争的破坏，桑树伐尽了，

田园荒芜了，而官府却不顾人民的

死活，照旧逼税和“征苗”。残酷的赋

税剥削，使这位孤苦贫穷的寡妇无

以为生。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

带 叶 烧 ”，只 见 她 不 时 地 挖 来 野

菜，连菜根一起煮了吃；平时烧柴

也很困难，燃生柴还要“带叶烧”。

这两句是采用一种加倍强调的说

法，通过这种艺术强调，渲染了山

中寡妇那难以想象的困苦状况。最

后，诗人面对民不聊生的黑暗现

实，发出深沉的感慨：“任是深山

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深山

有毒蛇猛兽，对人的威胁很大。寡

妇不堪忍受苛敛重赋的压榨，迫不

得已逃入深山。然而，剥削的魔爪

是无孔不入的，即使逃到“深山更

深处”，也难以逃脱赋税和徭役的

罗网。“任是”“也应”两个关联词

用得极好。可以看出，诗人的笔触

像匕首一样锋利，揭露了封建统治

者的罪恶本质。

诗人把寡妇的苦难写到了极

致，造成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从而

使人民的苦痛，诗人的情感，都通过

生活场景的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

产生了感人的艺术力量。最后，诗又

在形象描写的基础上引发感慨，把

读者的视线引向一个更广阔的境

界，不但使人看到了一个山中寡妇

的苦难，而且使人想象到和寡妇同

命运的更多人的苦难。这就从更大

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揭露了残酷

的剥削，深化了主题，使诗的蕴意更

加深厚。

综合

山中寡妇
杜荀鹤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本报讯（钟旖）校园操场上聚集

着参与艺术涂鸦、插花比赛、学科与

艺术的同学；舞台上，歌唱和舞蹈比

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小花园内，一幅

幅学生画作被叫价竞拍；校园食堂的

一排排餐桌，更是成了书法爱好者的

一方天地……12 月 13 日，近千名学

生在艺术节上排起“长龙”，体验学习

传统技艺。这是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

学校第十一届校园艺术节系列活动

上的“风景”。

作为繁荣校园文化、培养学生艺

术修养和审美情趣、展示学生艺术才

华和青春活力的有效举措，该校已连

续 11 年举办艺术节，令莘莘学子从

中得到成长。

当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项

目现场，近千名学生在剪纸、草编、

纸风车、中国结、茶艺、泥塑、葫芦

烙画、鸡毛毽、毛笔制作、蜀绣等体

验项目前排起“长龙”，依次体验，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

乐趣。

“最开始的校园艺术节多为文艺

演出、绘画展览等，近年来我们不断

延伸活动触角，让艺术节变得多元

化、覆盖面广，让每位学生感受艺术

熏陶。”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将校园建设成为学生

的“精神家园”，需有人文气息和生命

气息，学校希望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孩子们从中感知“生活的智慧”、“成

长的智慧”。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民族艺术，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12月 13日，山东省济南市曲

艺团走进济南高新区汉峪小学，为

二、三年级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场视听

盛宴。

区别于戏曲，曲艺属于小型的

“说唱艺术”。伴随着学生们的掌声，

一段山东大鼓精彩上演。经过了创新

的《鼓曲新韵》，把山东三大名胜古迹

的美景一一向大家介绍。孩子们通过

这个节目，更加了解了自己所生活的

这座城市。现场教学更是有趣，孩子

们到舞台上近距离地与演员们互动，

亲身去体验和感受，这样的机会对于

孩子们的启蒙教育非常珍贵。

整场演出，孩子们全情投入，踊

跃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一段山东快书

表演，孩子们一个个听得全神贯注，

纷纷拍手叫好。相声《智力测验》逗得

孩子们捧腹大笑，并不断报以热烈的

掌声。

曲艺进校园，既让同学们在愉

快的氛围中体会到了传统艺术的魅

力，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又有利于开阔艺术视野，

提高艺术修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

发展，帮助孩子们打开通向艺术世

界的大门。

（据中国山东网）

信息短波

重庆：近千名学生动手“学艺”

山东济南：让学生领略传统曲艺的魅力

注释

蓬茅：茅草盖的房子。
麻苎：即苎麻。
鬓发焦：因吃不饱，身体

缺乏营养而头发变成枯黄色。
柘：树木名，叶子可以喂蚕。
征苗：征收农业税。
和：带着，连。
斫：砍。
生柴：刚从树上砍下来

的湿柴。
征徭：赋税和徭役。

在 贵 州 省 石 阡 县 花
桥镇，孩子们手持木偶杖
头 ，伴 随 着《木 偶 戏》音
乐，在大课间表演木偶戏
成为校园一景。

石 阡 木 偶 戏 历 经 百
年沧桑，有过万人空巷的
高潮，也有过无人问津的
低谷。随着非遗进校园工
作的开展，石阡木偶戏在
孩子们的演绎中重新焕
发出生机。

吴越同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