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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之困

当诗画遇见儿童美育
■李钊

过好书 眼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诗画融通的美育之道》

王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
真正的人》中谈到，没有美的教育，就不可能
有完整的教育。作为父母，引导和陪伴孩子
在儿童时期进行美育这场最重要、最基础的
人生观教育，引导和帮助孩子种下一颗从接
近美、到理解美、进而创造美的种子，拥有一
个美善兼具的健康心灵，无疑是十分重
要的。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诗画融通的美
育之道》是著名美学史学者、云南大学博士
生导师王新为女儿所写的书。书中既有教
育理论的创新和高度，又有教育实践的力度
和温度，丰富的案例贴近儿童的审美，极富
思想性的解读能跨越不同的年龄。作者从
视角、创作、想象力、跨界、传统、酝酿、自觉
等七个方面，引导我们重温诗画艺术的融通
之妙，帮助孩子从小涵育健康、完整、和谐的
人格，让人生拥有锐敏的感觉、滋润的情感、
清明的思致、生动的创造和斑斓的底色。

“美育源于父母自我修养”。王新是一
位从事艺术研究的学者，也是一个孩子的父
亲。女儿出生后，他发现尽管社会上的儿童
才艺培训形形色色，但与贴合儿童本真的美
育有着天壤之别，于是，作者便将目光转向
美学的感性素养教育研究中，逐渐在学理层
面寻找到融化融通的美育之道。他从“锐敏
的感觉”出发，从孩子的视觉、触觉、味觉、听
觉等 8个方面对孩子进行诗画教育，勾连起
艺术的感性世界和孩子的日常生活，由此而
来的，是情感、思致、创造和生命底色接续而
至，层层铺衍，构筑起诗画融通、五位一体的

“金字塔”结构、知行合一的教育体系。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和画虽

然形式不同，但在作者看来，拥有共同的美
学追求的诗词与书画，是实施儿童美育最好
的载体。诗画融通并不是简单的诗画搭配，
而是内在的学理契通。如唐代李贺所作的
《马诗二十三首其四》和南宋龚开所绘《骏骨
图》，一诗一画虽相隔数百年，但两匹骏马的
瘦骨里都有金属质的深沉回响，寄托着诗人
的志向，寄寓着画家忠于故国、生死与共的
气节。书画本同源，艺术无界限。温庭筠的
词作《望江南·梳洗罢》、法国画家莫奈的油
画《睡莲》、中国现代画家黄宾虹的水墨画
《嘉陵江图》、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祭侄
文稿》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存在隐秘的内在
联系，当艺术家的情绪被调动，情感被点燃，
创造力被激发，艺术创造过程很有可能会达
到全新境界。

这是一个父亲的美育实践课程，没有晦
涩难懂的语言，只有心与心相连的生活化交
流，优美的文字里隐含的美育营养，可以让
孩子在成长中慢慢回味，也能让家长深度感
受到美的力量，从而和孩子一起去发现美、
感受美、创造美。

■章铜胜

夏日悠长，容易犯困。在每年的
春天里，我们总愿意走到野外去，踏
青、寻春、赏花，忙碌着，也欢喜着，总
是兴致盎然。可是一到了夏天，人忽
然间就有了些许倦意，有了世事寂寥
的空茫，仿佛是在春天里累的。也难
怪，忙了一个春天了，能不累吗？春
天，像是我们读过的一首清新小令，
越读越新鲜，越读越喜欢。而夏天就
像一首铺陈耐烦的慢词，忽然间捧在
手上，一阙一阙地读来时，总还缺少
了些耐心，好似日子也变得慵倦而又
漫长了。那首慢词尚未读完，人于不
觉之间已有了几分倦意，这就是夏日
之困吧。

夏日之困，有时是能看得见的。
芒种过后，雨水渐渐多了起来，空气
变得湿重，人在室外，有一种黏滞和
压抑的感觉。回家打开风扇，让空气
流动起来，感觉便好了许多。傍晚，
我通常要去湖边散步，在湖堤上，看
到一些鸟绕着树梢在飞。不知那些
鸟是在寻找自己的同伴，还是在觅取

果腹的食物，抑或只是在归巢之前再
做一番盘旋察看而已。鸟儿们飞得
都不高，是不是压低的云层让它们不
敢高飞，还是渐黑的天幕让它们分外
恋家。此时，它们飞行的姿态，已不
像往常那般轻灵，不知它们是感知到
了压抑，还是有了些困意。

在湖湾处，有一些蜻蜓围着几丛
木槿，在上下飞舞，时而停在粉紫色
的木槿花上，时而落在木槿的枝头。
傍晚了，那朵开了一天的木槿花将要
谢了，蜻蜓知道那朵木槿花将要谢了
吗？那些蜻蜓大概不会飞远了，雨云
压得这么低，大概就要下雨了，它们
又能飞到哪儿去呢？也许雨后，它们
会飞得高一些，飞得离我们远一点。

傍晚欲雨，鸟倦知返林，蜻蜓拣
栖枝，那些鸟儿和蜻蜓，大概是有些
困意的。

在夏日，阳光无疑成了主角，山
河草木，房舍人家在阳光面前，是甘
于当配角的。它们极力地配合着这
场盛大炫目的演出，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任阳光触摸，甚至也会任阳光“虐
待”。阳光在四处游走，也在四处逡
巡，夏日的田野，是阳光的领地。在
某一时刻，人们忽然发现，在骄阳下，
万物易生倦意，倦了困了，总想打个
盹儿，或是干脆休息一下，那种精神
亢奋的劲头，并不适宜长时间被阳光
亲吻、灼烤。对于过分的热情，久了，
也就出倦怠，生出困意来了。

夏日的困意，是易于消除的，易
消也易生。如此往复，漫长的夏日也
就有了它该有的种种趣味。午后小
憩，最能消困解乏，也是我习惯并喜
欢的。喜欢午后小憩的人，还真不
少，北宋的宰相蔡确说：“纸屏石枕竹
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
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确是深谙
一场午梦的惬意的。

睡起莞然成独笑，是一种困意顿
消的佳境，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当
然不知道它的好。困倦的午后，只需
一觉，便足以消弭困意，醒来之后的
那份惬意是孤独的，睡前的那种困意

也是孤独的。人不怕孤独，却怕困得
不能再困时的那种难受。你无法将
自己的困意告诉别人，别人可能也难
以理解你想要表达的困意。困意是
一己之意，难以言传，只能自己去体
会。一个人若是真的困了，谁还会想
着怎样去描述自己的困意呢，顾不上
了，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躺下来，不
被打扰地美美地睡上一觉。

夏日夜读，除了热之外，最容易
犯困，夏夜实在是太长了，一本书翻
着翻着，所剩下的书页便不多了，困
意比剩下的书页要厚实得多了，不禁
瞌睡连连。夜里困了，就早早地睡
吧，又何必和阵阵泛起的困意较劲
儿呢。

有时，我是喜欢夏日之困的，困
了，就打个盹儿，消乏解困，日子又能
轻松地过下去，在漫长的夏日里，又
能继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困，对于
我来说，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提醒
我们该休息一会儿了，在生活中要学
会张弛有度。

见习编辑:汤文清 E-mail:jybfktg@163.com

1984年，刚刚工作的我被分配在宝应湖农场第一
中学教书，夏平夷老师是县教研室副主任、语文教研
员。那时候，夏老师经常到学校听课和指导教学，一来
二去，我和夏老师就熟悉了。

夏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每每听完课，总是
先肯定我们的优点，然后说如果能怎样怎样，教学的效
果也许会更好一点。假如是两个人私下的交流，他则
会直截了当地指出，那个地方，如果这样子处理，看看
会怎样。说完，他还会拍拍我们的肩膀说，我像你们这
样的年龄，还不如你们呢。被听过课的老师们，不仅知
道自己的不足，还知道了自己的努力方向。长者的谆
谆教导，至今难以忘怀。

工作的第三年，县里组织青年教师进行说课比赛。
那时候交通非常不便，我走了十来里路才坐上去县城
的汽车，等到教研室，参赛的老师早就拿到了说课比赛
的课文，都在认真准备着。夏老师看到我满头是汗，就
知道肯定是路上耽误了。他说，不急，大家抽签的，你
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准备。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县里的比赛。我到达时已是中
午，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早上跑了那么远的路，我
站在比赛现场，两腿直发软。夏老师安慰我，不用紧
张，我们评委都在等你。记得说课的课文是曹禺的《雷
雨》，我抓住周朴园对死去的侍萍、活着的侍萍、眼前的
侍萍的态度，大概说了一遍。几位评委极有耐心地听
着。结束后，一位评委说，好。大家笑了，我一下子感
觉轻松了许多。不几天，我拿到了一本《教研信息》和
一等奖的证书。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获奖，所以印象特
别深刻。

那时候，教研的气氛很浓，和夏老师交流的机会也
越来越多。他知道我在《淮阴师专学报》《中学语文》等
刊物发表了论文，鼓励我好好努力。1994年 8月，我调
往二中任职语文老师。我在二中工作 4年半，那时，夏
老师一家也住在二中校园里，我们之间见面的机会就
更多了。每次见面，夏老师总微笑着说，不错，好好干。
离开二中后，我和夏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此后有
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了他的消息。

2017年5月的一天，我和夏老师在荷花广场不期而
遇了。老先生的精神状况很好。他告诉我，两年前搬
家，也住到西边来了，就在我小区的前面。前辈的状况
好，我也很高兴。接着，他跟我谈起了他的健康问题。
也是两年前，单位组织体检，两项肿瘤筛查指标有点高。
后来到南京做手术，从胃壁剥除拳头大一块。老先生很
开明，他说，人嘛，生老病死，谁也过不了这道坎。

前段时间，在超市看到夏老师的爱人袁老师，我
问，怎么一个人来超市了，夏老师呢？袁老师告诉我，
老先生肺癌晚期，人不行了，住在中医院肿瘤科。那周
的周六上午，我去中医院住院部，医护人员不让进，非
常时期，我也理解。夏老师的儿子告诉我，老先生已经
处于昏迷状态。我询问了老先生的一些事，只得走了。
当天中午得到消息，老先生已驾鹤西去。没有见到老
先生最后一面，我悲伤不已，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忆夏平夷老师
■梁万年

背教育 影

感故土 怀

随闲庭 笔

雨 后雨 后 潘有刚潘有刚 摄摄

童年夏夜，印象最深的是看电影。
少时的坝坝电影（露天电影），是乡村
里的盛会。十天半月，甚至更久的一
场电影，催化剂似的，将沉寂的乡村搅
得如发酵的面团，蜂窝四起，甜香
飘溢。

村庄难得热闹一回。只要有电影
上映，家家喧腾，人人喜庆，过节一样。
放映的器材，一般是用箩筐挑来的。轮
到哪个村放电影，队上就派人去上一个
放映点搬器材。这样的事务，没有谁会
推辞，被叫到的人满心欢喜，路远也不
怕，天热也不怕。挑放映机的一进村，
早有孩子欢叫着跑过去，东瞧瞧西看
看。“只许看，不许摸！”“不要乱动，搞坏
了晚上大家都看不成！”这话很有威力，
再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不敢对放映机擅
自乱动。在孩子的眼里，这机器是神圣
的，摆弄这机器的人是神圣的，甚至连

挑来放映器材的人也无端增添了几分
神圣感。

放映场地的选择，也是有些讲究
的，一般选择村中心的小学校或者办
公房，有些时候也选择人家较集中的
大院子。三合院，四合院，几户人家聚
族而居，院子宽敞，主人热情利索。放
映员一来，不用开口，早有青壮年跃跃
欲试，搬桌子，搭板凳，挂银幕，大家七
手八脚，一会儿就布置妥帖。香烟敬
上，茶水斟上，闲天扯上，说话声，嬉笑
声，小孩子撵来撵去，整个院子里热气
腾腾。

这一天，炊烟早早地在村子里升
腾，秸秆燃烧的气息，面条混合豆瓣辣
子油的味道在村子里窜来窜去。当夜
幕降临，四面八方的灯笼火把陆陆续续
汇集于此。没有华丽的设施，没有舒适
的座椅，没有冰激凌，没有爆米花，一块

幕布，一台放映机，一部老电影，一群或
坐或蹲或站或倚的人，构成了一副生动
的坝坝电影场景。放映员坐下来了，胶
卷转动起来了，白色的光束打在了幕布
上，小飞虫在放射状的光柱里舞蹈，几
个变形的脑袋在幕布上晃来晃去。当

“八一电影制片厂”或者“上海电影制片
厂”等字幕金光闪闪地出现在荧幕上
时，喧闹的人群骤然安静下来……《冰
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
的电波》等电影，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百
看不厌。

那时放电影正片之前一般先放一
段宣传教育片，我们一样看得津津有
味。仁义礼智信，大多以这样的方式扎
根于村人的心中，朴素而直观地影响着
那些靠南瓜和红薯给养的肉身。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很匮乏的年
代，电影无疑是一道光，驱走灰颓与暗

沉，撒下温暖和光明。荧幕前那短短
的一个多小时，成为繁忙劳作单调生
活中不可多得的美好记忆。电影放映
之后的好一段日子里，陌生世界的故
事，荧幕上的情节，还有荧幕下的小插
曲、小欢喜，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总
是嚼了又嚼，咂了又咂，津津有味，其
乐无穷。茶余饭后，耕种劳作，谈谈电
影，说说故事，疲倦似乎消解了一些，
平 凡 的 日 子 似 乎 变 得 滋 味 悠 长 了
一些。

如今，电视上手机上随时可以看电
影，坝坝电影渐渐走出人们的生活，看
坝坝电影的日子一去不返。而坝坝电
影，终归是贫瘠中的丰裕，灰暗中的一
抹亮色。它带来快乐，点燃希望。匆匆
岁月，无非一部光影流转的电影。在生
命的长河里，电影永不散场，对生活的
的热爱永不褪色。

坝坝电影
■王优

风物 杂谈

湖乡把所有的菜都叫“咸”（读如
“韩”）。吃了咸，干活才能使上劲。在
许多菜里，韭菜不怕油，也不怕盐。少
油的韭菜不爽滑，少盐的韭菜提不出鲜
味。清炒韭菜，朴素而便捷。地里割一
把，洗洗切了就能下锅。韭菜炒青椒，
在韭菜的荤香里添加一丝辣和青味，口
感瞬间复杂起来。韭菜炒鸡蛋色泽好
看，青绿配着金黄，像池塘里盛开着大
叶睡莲，让人食欲大增。然而鸡蛋不常
有，农家养鸡，就盼着鸡生蛋换点油盐
酱醋。常有的是韭菜炒百叶，配色好
看，豆香和韭香融合，而且扛饿。在以
前，还有什么比扛饿更重要的呢？

扛饿的还有毛豆。毛豆在少年的
时候就跟韭菜在一起了。嫩绿的豆衣，
圆嫩的身形，散在一团绿色里，仿佛是
在丛草中的遗珠，润润地闪着青瓷般的
光。单纯韭菜作食，三两下便一扫而
光，然而吃毛豆要一粒一粒地夹。小孩

子夹不稳，毛豆一不小心落在桌上，只
好捻着吃；要是落到地上，引来一群鸡
啄，还要费力和鸡一番纠缠。吃饭多了
环节，小孩子吃饭慢了，大人吃出了趣
味。旧时农家日子苦，餐桌上就那么几
样。一番心思在菜蔬的组合上，也算是
没办法的办法。

韭菜跟黄豆最终相遇在罐子里，不
知道它会不会觉得委屈。在上古，韭菜
是跟羊羔出现在供桌上，用来祭祀先祖
和天地，是出现在诗词里让人赏心悦目
的。哪怕在《随园食单》里，也要跟蛤配
在一起，谓之“蛤划”。然而此刻，却盘
曲在罐子里，跟老年的毛豆——黄豆
打交道。韭菜切长段，黄豆锅里炕熟。
罐子里，一层韭菜，一层黄豆，一层薄
盐。压实，密封半月。半月里，脱水的
黄豆吸食了韭菜里的汁水和盐分，显得
饱满鼓胀，韭菜变的干瘦，但是，韭香因
为盐分显得更加浓烈。在寒冷无鲜蔬

的季节，韭菜豆子是下饭的美味。
跟韭菜一样命运的还有苋菜。苋

菜有青红之分。陆游诗云：“石榴萱草
并成空，又见墙阴苋叶红。”他见的当是
红苋。苋菜可以炒食，也可以汤食。炒
以独为主，也有和粉丝混炒的做法。粉
丝吸食苋菜的汁水，粗壮，红艳，口味鲜
美。汤食可以加鸡蛋辅之，色味俱全。

刚到苏州的时候，发现市场上卖的
苋菜都带根。一把苋菜，买回去挑叶剪
根，所剩无几。湖乡摘苋菜只取茎叶。
苋菜在地，掐去长得茂盛株上的茎叶，
回去洗洗就能下锅。那些长在地里的
苋菜，继续开枝散叶。

在湖乡，苋菜还有一种特别的吃
法。秋风一紧，苋菜便老了。取其杆、
茎，洗净。切段后放在白开水里浸泡一
日，再风吹日晒，以沥干水份为宜。放
入罐中，码上大盐，封口。大盐是粗盐，
咸味重。过三五天后，注入冷开水，浸

没为宜。再过三五天，苋菜杆子就可以
食用了。

经过盐水浸泡，苋菜杆变得金黄，
体格也膨胀了不少。至今，我的味蕾深
处依然会飘散苋菜杆子的臭咸鲜香。
刚入口，一口浓重的臭味直冲脑髓；再
一咀嚼，杆上纤维撕裂，组织迸发出厚
重的咸鲜，萦绕在口腔。这个时候，即
便是最寡味的白粥，也能喝上好几碗。
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喜欢吃点臭味。比
如长沙的臭豆腐，徽州的臭鳜鱼，老北
京的豆汁儿……湖乡的这道小吃咸臭
鲜并重，把食材利用到了极致，确实
罕见。

最近，我常常想起曾经的故乡食
事，那些菜蔬的组合和滋味深入记忆，
形成一个人舌尖上的习惯。每一种食
物背后都是先民曾经的生活，不同的食
材组合里也能看得出精细，这些生活的
滋味层层累积，就演化成厚重的文化。

■吕新平

湖乡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