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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风”席卷校园，传统文化浸润心灵

现象 哪吒元素“闹”校园

2月 16日是福建省厦门市中小学生报到
注册的日子。当天上午，该市人民小学举行“灵
珠闪耀 勇闯新程——做自己的英雄”入学仪
式，为孩子们布置了一个哪吒主题校园，校门
口的拱门背景墙上印有哪吒、敖丙的形象，“新
学期新征程，我的人生我定义”等字眼特别醒
目。校长、老师们手持朱砂印，轻点学生额头，
寓意像哪吒那样获得“天眼”开启智慧。校园里
设置了“哪吒法宝能量站”，陈列着“乾坤圈”
（甜甜圈）、“风火轮”（转盘）、“火尖枪”（毛笔）
等福运法宝。老师介绍，学生触摸这些物品，以
及转动寓意好运与机遇的“风火轮”，借哪吒的
福运，祈愿新学期平安顺遂、学业有成。

学校还设置了非遗拓福摊位，学生拓印带
有哪吒形象与福字的图案。进入班级后，每个
学生抽取一个“灵珠扭蛋”，参与AI互动游戏。
孩子们根据“灵珠扭蛋”中的提示语向AI提
问，探索知识宝藏。这些活动意在以哪吒“逆天
改命、勇担责任”的精神内核为线索，结合传统
非遗技艺，通过沉浸式体验，引导学生感悟“我
命由我不由天”的成长信念，从而激发孩子们
的学习兴趣与探索精神。

2月14日上午，安徽省巢湖市第三中学以

“哪吒精神”为主题，为学生上了一节生动、形
象的“开学第一课”。各班老师充分调动学生的
兴趣，通过分析《哪吒2》中哪吒的成长蜕变历
程，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导学生在“哪吒精
神”的浸润中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以更加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
态，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中去。

2月 13日，安徽省合肥市兴华苑小学以
“传统文化新魅力，哪吒携手新学期”为主题开
启新学期，校长张良才在开学典礼上鼓励全体
师生要有哪吒的勇闯精神，脚踏“风火轮”，在
新起点大步向前；手持“火尖枪”，在新学期瞄
准目标；舞动“混天绫”，在新征程挥洒精彩。

期待 让更多“哪吒”涌现

在“哪吒风”席卷校园时，不少老师表示，
《哪吒2》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乐趣，还为父母
上了一堂深刻的亲子教育课，期待有更多影视
作品特别是动画电影，聚焦亲子教育。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会员宋雨霜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在国产
动画电影市场，孩子们爱看的作品除了“喜羊
羊系列”和“熊出没系列”，其他优质作品屈指
可数。近年来，无论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
百折不挠的孙悟空，还是《长安三万里》中个性

迥异、命运多舛的众多诗人，这些复杂立体的
人物形象，不仅让孩子看得津津有味，还让大
人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

宋雨霜表示，让像《哪吒2》这样的优秀动
画电影不断涌现，不只是为了孩子们，从陪孩
子看到全家一起看，国产动画电影已从儿童娱
乐向全民娱乐发生着深刻转变，换言之，如今，
动画电影已经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因此，探
讨亲子关系、教育理念的国产动画电影不妨再
多一些。

要让更多老少皆宜的“哪吒”涌现，既需要
国内的动画特效制作水准不断提升，还需要相
关方面有更大作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院长王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
前我国动画产业的人才培养和扶持机制仍然
有改进的空间，希望未来，政府和企业可以进
一步加大对年轻人才的扶持力度，以人才培育
带动产业的良性发展。

说法 让美育与热点“相遇”

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在2018年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把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
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有专家指出，《哪吒2》等优秀动画电影，除

了可以丰富学校的德育内容，还可以丰富学校
的文化教育与美育。比如，《哪吒2》通过文物拟
人化等形式，让海内外观众得以了解一些文化
瑰宝，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到商朝的
青铜器，再到宋徽宗名画《瑞鹤图》等，它为观
众呈现了一道关于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也在
不经意间深化了文化内涵。

2月17日上午，上海市继光初级中学开学
典礼在学校操场举行，一位家长代表从中国动
画《哪吒2》中处处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谈起，鼓励学生在新学期积极参与学
校组织的各类文化活动，用心去感受文化之美，
从每次经典诵读、每次参与其他文化活动开始，
将宝贵的文化财富传承下去。一位教育专家就
此点评说，这是让文化教育、美育与文化热点

“相遇”，更好地浸润学生心灵的好做法。
近年来，巧用文化热点提升学校的德育、

美育效果，是部分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探索。宋
雨霜认为，一些文化热点具有广泛的社会影
响，时效性强、覆盖面广、贴近生活，是理论联
系实际的有效载体。让美育与文化热点“相
遇”，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热情，
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去年夏天，随着《黑神话：悟空》这款国产
游戏掀起全球热潮，“孙悟空”这个经典形象再
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动漫博物馆为此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画出心中的悟空”暑
期漫画艺术研学营活动，让孩子们在互动与创
作中感受动漫的魅力，种下欣赏美、创造美的
种子。

有识之士呼吁，高水平美育才能引领学生
向美而行，借助文化之美深化美育工作，丰富
学生的文化生活，应成为全面的行动。

（综合中新网、《厦门晚报》《市场星报》等）

春雨氤氲
诗词缱绻

◎ 陈仙

自古以来，春雨便是文人墨客笔下
永恒的主题。在古诗词的韵律中，聆听春
雨，能感受大自然的呼吸，触摸穿越时空
的心灵悸动。

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我听到自
然的复苏与生机盎然。其《春夜喜雨》写
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
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首
诗以喜悦之情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
点和成都的夜雨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
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一句“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将雨拟人化，其中
的“知”用得最为传神，将“雨”写得生动
形象，流露出诗人对这场“好雨”到来的
无限喜悦，表现出对大自然生命力的赞
美。我们感受到，这雨，就像一位慈爱的
母亲，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每一个
渴望生长的灵魂。山川、河流、田野、树
林，一切都在春雨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
生机，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重新赋予生命
的力量。

在北宋词人秦观的词中，我听到情
感的寄托与思绪万千。其《浣溪沙·漠漠
轻寒上小楼》写道：“漠漠轻寒上小楼，
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
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
闲挂小银钩。”这首词含蓄有味。一句

“淡烟流水画屏幽”，恬淡悠闲，含蓄隽
永，以白描手法，把那一腔淡淡的哀怨
变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渗透出来。在

“无边丝雨细如愁”一句中，丝丝细雨落
下如同词人的忧愁，让人不禁沉醉于一
种凄迷而唯美的意境之中。此时的春
雨，仿佛是诗人内心深处最细腻的情感
表达，它用无声的文字，诉说着那些难
以言说的心事，让我们产生了跨越时空
的情感共鸣。

在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我听到生
活的诗意与美好愿景。其《临安春雨初
霁》写道：“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
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
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
家。”诗中虽有杏花春色，却更隐含着

“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
“戏分茶”的无聊之绪。一句“小楼一夜
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讲述诗人只
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
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叫卖杏花
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这样的场景
充满生活气息，让人心生向往。这时的
春雨，仿佛是一位巧手的画家，以无比
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温馨而美好
的生活画卷。在这些画卷中，我们看到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感受
到那份在平凡生活中寻找诗意与远方
的执着。

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中，我还听
到岁月的流转与人生感慨。其《春雨》写
道：“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
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
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诗中，李商隐
借助飘洒的春雨，融入主人公迷茫的心
境、依稀的梦境，以及“春晼晚”“万里云
罗”等自然景象，烘托别离的寥落、思念
的深挚，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在古诗词里，春雨或温柔细腻，或清
新怡人，或含蓄悠长，或忧愁缠绵。春雨，
让每一颗心，在岁月中觉醒，于诗意中
沉醉。

茶余饭后翻闲书
◎ 涂启智 黄群国

茶余饭后，不宜剧烈运动，枯坐有些无
聊，此时可以翻看闲书。

闲书，与学习无关，与业务无关，亦非工
具书。看闲书，不会有精神负担，如闲云野鹤
一般，率性随意，悠闲自在。

茶余饭后翻闲书，不必像在课堂上那样
正襟危坐，而是以放松心态进入阅读天地。一
本微型小说集，抑或短篇散文集，均是不错的
选择。当然，假如翻看中篇或长篇小说，阅读
一个章节或三五页即可，留一点悬念，且待下
回分解。

很多闲书，亦是鞭策激励读者昂扬奋进
的好书。它们如同和风细雨，让粗糙坚硬的心
灵变得温润柔软；又似万花筒，从不同角度折
射人世间的千般风景。

阅读改变人生，看闲书也可能改变命运。
著名作家梁晓声初中毕业后，成为黑龙江生产
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也是一名下乡知青。他
从小就爱看闲书，先是看小人书，后来“啃大部
头”。这个仿佛与生俱来的爱好，加上特殊的生
活阅历，使其人生得以逆袭，获得茅盾文学奖，
并以教授身份走上高校讲坛传道授业。

也许有人要说，梁晓声有文学天赋，普通
人看闲书又有何用？此言差矣！当年，胡适先
生曾谆谆教诲北大毕业生，走出校门后永远
不要放弃学问，“即为吃饭计，学问也绝不会
辜负人的”。学问代表见识，一方面在谋生时
能多一些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学问也可使
人充满自信，精神世界丰盈多姿。

我喜欢读贾平凹的短文。《丑石》全文一
千余字，内容丰富跌宕，方寸之地风生水起。
丑石的命运，恰恰应验“人不可貌相，海水不
可斗量”，以及“是金子早晚要发光”。此外，该
文还引发读者深度思考：一件物品或一个人，
蕴含非同一般的价值，是甘于寂寞，等待伯乐
发现，还是抓住机遇，主动推销自己？再假如，
村里有人不仅嫌丑石碍眼，而且不怕费力，把
丑石搬走，埋到阴沟里或沉到水塘中，那么，
天文学家即便来到村里，也不会发现它，丑石
岂非又要寂寞千年？

我也喜欢作家丁立梅的美文。丁老师善
于从身边景物和日常点滴入手，以她特有的
细腻文笔，引领读者走进五彩缤纷的美好意
境。其文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结尾一两句话
画龙点睛，令人回味不已，比如，“活着的最好
态度，原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
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
一滴的拥有，用心地去欣赏，去热爱，去感
恩。”是的，摒弃风急火燎，学会放慢脚步、慢
慢欣赏，我们才能品尝到生命的好味道。

我还喜欢泰戈尔的诗歌。其诗总是将情感
隐藏在语言后面。如“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
可我已经飞过”，寓意奋斗无悔、追求无悔，人生
不能蹉跎。这句诗非常经典，时常被人们引用。

坚持茶余饭后翻闲书，每一个平凡的日
子，都将变得有意义，哪怕云遮雾罩，也能看
到天际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光芒。

和孙子小杰坐在影院的第七排，当《熊出
没·重启未来》的片头音乐响起时，他攥着爆米
花的小手，突然停止往嘴里送，眼睛全神贯注
地盯着银幕。那一刻，我知道，一场穿越时空的
冒险已悄然开启。这部新作用未来科幻的外
壳，包裹着永恒的情感内核，在欢笑与泪水中
叩击着不同年龄观众的心门。灯光再亮起时，
小杰转头问我：“爷爷，我们以后也要像熊大他
们一样保护森林吗？”这一刻，我确信这部电影
早已超越娱乐本身，成为一颗播种希望的
种子。

影片将观众带入一个百年后的孢子世界
——摩天大楼被藤蔓绞杀，霓虹灯在荧光菌丛
中闪烁，人类蜷缩在金属堡垒里苟延残喘。当
熊大拨开遮天蔽日的蕨类植物时，小杰不自觉
地把身体往座椅里缩了缩。3D特效赋予孢子
植物近乎真实的质感，每一根颤动的菌丝都仿
佛要穿透银幕。更惊艳的是时空隧道的设计：
量子粒子如流萤环绕着冒险小队，历史片段在
扭曲的时空中闪现，当光头强伸手触碰1912
年蒸汽火车的虚影时，连成年观众都发出了
低呼。

熟悉的角色在新语境下焕发出崭新魅力。
熊二依然是笑点担当——他试图用蜂蜜贿赂

巡逻机器人反被粘住鼻子的桥段，让全场孩子
笑作一团。最颠覆性的蜕变当属光头强，这个
曾经的伐木工在未来的审判庭上直面自己的
过往。光头强年轻时砍下的树木，在百年后演
变成吞噬城市的变异植物。当全息投影重现他
当年砍倒的每一棵树时，闪烁的电子镣铐不仅
锁住了他的手腕，更拷问着每个观众的环保
良知。

来自未来的少年小亮如同棱镜一般，折射
出角色们潜藏的光芒。他随身携带的时空定位
器里藏着母亲的遗言，当那句“要替妈妈看看
花开的样子”伴着数据乱流响起时，邻座母亲
擦拭眼角的动作，暴露了影片的情感穿透力。
这些细腻的设定让科幻叙事始终扎根于人性
土壤。

在这部电影中，科技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
细节中得以诠释。未来人类发明的净化装置要
靠古树年轮解码，机械手臂栽种树苗的场景充
满诗性隐喻。最动人的莫过于结尾处，不同时
空的人们共同托起嫩芽——这个跨越百年的
镜头接力，让环保不再停留于口号，而是升华
为文明传承的仪式。

散场后，小杰认真地把爆米花桶扔进分类
垃圾箱，他在回家途中的追问尤其令我触动：

“如果我现在乱丢垃圾，是不是以后也会有世
界末日？”这种将宏大命题转化为孩童思维的
叙事智慧，恰是影片的高明之处。《熊出没·重
启未来》用童话的方式讲述着最严肃的课题，

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却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会开
花的问号。

回家路上，小杰忽然说：“爷爷，等我长大
了要发明会种树的机器人。”我望着他发亮的
眼睛，仿佛看见无数个时空在此刻重叠——那
个曾被光头强砍伐的森林里，有一株新芽正在
摇曳。

在文学的浩渺星空中，儿童文学作家孙丽
萍的长篇童话《轻轻的梦》犹如一颗独特的星
辰，散发着别样的光辉。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
简单的文学作品，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古
老的昆曲艺术与孩子们纯真的童心。

昆曲，这一古老而典雅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底蕴，那悠扬的
唱腔犹如山间清泉，潺潺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那精美的服饰和妆容恰似绚丽的繁花，盛
开在文化百花园里；那细腻的表演动作仿佛风
中的柳枝，摇曳出无尽的风情……然而，在现
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浪潮冲击下，昆曲逐渐被
边缘化，面临着传承危机。如何让孩子们爱上
昆曲，走进古老的戏剧百花园？

《轻轻的梦》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
孩子们了解昆曲的大门。从书中，我们可以感
受到作者对昆曲深深的热爱，以及她试图将这
种热爱传递给孩子们的迫切愿望。她以一种独
特的笔触，为孩子们勾勒出昆曲世界的美妙画
卷。书中的文字不再是生硬的文化符号，而是
充满生命力的小精灵，一如书中的主人公“轻
轻”一样，跳跃着、嬉戏着，感悟昆曲的起承转
合，感受三弦上的唯美音符，引领着孩子们走
进昆曲的神秘花园。在这座花园里，孩子们可
以看到色彩斑斓的戏服是如何一针一线地被
绣制而成，婉转的唱腔是如何经过千锤百炼
才得以流传，可以想象一下古戏台曾经的热
闹……这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行。

从教育角度来看，《轻轻的梦》打破了传统

教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生硬灌输的模
式，采用了一种更温和、更贴近孩子心理的方
式。孩子们的心灵是一片纯净的土地，需要用
合适的方式去播种。昆曲这颗文化种子，在《轻
轻的梦》的滋润下，能够更加顺利地在孩子们
的心中生根发芽。

从文化传承层面而言，孩子们是文化传承
的未来和希望，引导他们爱上昆曲，就等于为
昆曲的传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轻
轻的梦》为昆曲走进童心提供了一个成功范
例，它告诉我们，只要采用合适的方式，古老的
文化艺术完全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
活力。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冰心儿童
文学奖获得者孙丽萍创作的《轻轻的梦》，就像
是一束明亮的光，照亮昆曲走进童心的道路。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更多像《轻轻的梦》这
样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出现，为文化传承创造
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孩子在《轻轻的梦》的
引导下，走进昆曲的世界，感受这一古老艺术
的独特魅力，甚至成为昆曲传承的小使者。

今天今天 什么什么看看

伴随着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火遍全国、火向世界，春季开学以来，中小学校园掀起一
股“哪吒热”。部分小学生梳着哪吒的“丸子头”，手持“乾坤圈”和“混天绫”等道具，活力满满。精美的哪吒海报、记
录哪吒“名言”的小报、哪吒与敖丙的主题打卡拍照墙等，装饰着校园。一些老师则摇身一变，成为和蔼可亲的“太
乙真人”，有的学校还结合哪吒这一形象的精神内核，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有专家表示，“哪吒风”席卷校园，为孩子们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寄托着对新学期的美好祝愿，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心灵的举措，还可以更多。

在欢笑与泪水中播种未来
——观电影《熊出没·重启未来》

◎ 诸纪红

昆曲与童心的交融
——读孙丽萍《轻轻的梦》有感

◎ 孙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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