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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进入秋冬，家家户户都晒
萝卜干。此时正是青萝卜的丰收季，萝
卜价格最亲民，买来一兜或自家地里种
了，刨一篮子，洗净，斩去头尾，切成小
段，撒盐腌出水分，将萝卜条摆在太阳
下晒，天气若好，3天就晒好了。晒好
的萝卜条用热水烫洗一下，去除灰尘，
再摊开晾干水分后，加入适量的盐、花
椒面，滴入几滴高度白酒，最后淋香油，
揉搓几分钟，装进玻璃瓶腌制一两天就
可以吃了。

喜欢吃辣的，可以往萝卜干里加辣
椒面；喜欢吃甜的，可以加些白糖；喜欢
吃酸的，就多加醋；还有人往萝卜干里
加入熟芝麻。若喜欢吃油焖咸菜，吃的
时候取出一盘萝卜干，泼上热油即可；
还有人喜欢吃十三香，腌萝卜干一定也
要抓一把十三香撒上。虽然同样腌萝
卜干，每家每户的口味也略有不同。

这个时候到乡间走一趟，会发现晒
萝卜干已然成为一道风景。有人将萝
卜条摆在屋顶的瓦上晒，整整小半面的
屋顶都被萝卜队伍霸占。屋顶上的萝
卜条离太阳近，离地面远，远观也颇具
气势，它们自然可以趾高气昂，畅快地
挥发着水分。有的人将萝卜条用线串
起来，挂在两树之间，一层层，由高到低
可以挂很多串。白绿相间的萝卜条整
齐挂在树间，路过的人，即便走得再匆
忙，都会放慢脚步，瞥上几眼。

早年，外婆在世时，晾晒萝卜条就
用悬挂法。外婆干活仔细，她切萝卜都
有匠心，萝卜条切得厚薄长短都差不
多，那些尺寸不合规矩的，外婆便留下，
炒菜吃或用来做面疙瘩汤。

母亲笑外婆，萝卜条串起来晒时，条
与条之间也需用尺比着才行。外婆说，
那是当然啦，否则宽一行，窄一行，看着
多别扭。外婆的萝卜干晒的时间都不
同，有的晒六分干，有的晒七分干，有的
晒八分干，往里加的盐也不同。萝卜干
晒得干、加的盐多，便保存得时间久。而
且晾晒的时间不同，做出的萝卜干味道
也不同。都说众口难调，外婆在这些细
节上尽量都满足家人的不同胃口。

我喜欢吃酸辣口味，外婆便会给我
特制一瓶萝卜干，多多的醋，多多的辣
椒面，咬一口，酸辣脆爽，一顿能多吃半
块馒头。大家都说外婆腌的萝卜干咸
菜好吃，外婆说，其实萝卜干只要加入
相同的调味品，味道都差不多，人家说
好吃，不过是客气话。

我长这么大，吃过很多人腌制的萝
卜干咸菜，还是觉得外婆做的最好吃，
这里面不仅有亲情的味道，还因为外婆
腌的萝卜干每一条长得都差不多，打眼
瞧就板正，看着便有了胃口。

萝卜干咸菜腌制好后，可以存放一
冬。漫长的冬天，喝一口热粥，咬一口
萝卜干咸菜，味蕾便被熨帖得舒舒坦
坦。外婆曾说，寒冷也是一味好调料，
有些食物就得在冬天吃才觉得有味道。
萝卜干咸菜就是秋冬联手给予舌尖的
一份厚礼。

萝卜干里的“匠心”
■马海霞

杂风物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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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园丁 台

居家整理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一封
信，这是小 A让我帮他保存十年的一份

“约定”。
曾经的小A，学习成绩优异但不善言

辞，不了解的人都觉得他性格古怪，难以
相处。课上常看到他在奋笔疾书，但鲜少
见他举手发言。如果老师请他回答，他始
终板着脸，保持沉默，露出一副无所谓的
表情。因他每次作业、练习的正确率都比
较高，书写非常工整美观，所以老师们对
于他“不愿开口回答问题”这一缺点，也就
睁只眼闭只眼了。

他真正开始蜕变，还要从那次家访说
起。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吃完午饭，我
骑着电动车就往小A家赶，一路上想着一
会儿该和小A聊些什么，没想到在小A家
租住的村子前就看到他了。

“小A，你怎么在这儿？”我问道。
“我们住的地方路比较复杂，妈妈担

心您找不到，就让我在这儿接您！”
“谢谢啦，要不你坐我的车吧！”
“不用，往里几分钟就到，您跟我来！”

说罢，他就往前跑去。我骑着车跟在后
面，不放心地叮嘱他跑慢点。

“没事，我们走的这条巷子是最平坦
的。”小A放慢脚步，边走边介绍道。

小 A口中的“平坦”实际上还是有些
坑坑洼洼的，巷子不宽，我索性停好电动
车，和小A一同走回家。

巷子里有些孩子在玩耍，看见后都
好奇地跟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

“老师，我是四（4）班的，您还记得我吗？
您教我们班综合实践课！”“老师，您这是
要去小 A 家家访吗？”“我们老师前两天
也来家访过啦！”……在一群孩子的护送
下，我们一路欢歌笑语，穿过几道长长的
巷子。“到啦！前面那间就是！”有孩子激
动地嚷道。

小A妈妈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寒暄
后，我们便进入小院内，小A家租住的是
其中一间平房，其余几户邻居都在房外边
干活边打量着我。

来之前我就有心理准备：小A一家从
外省来南通打工，家庭经济条件不会很
好。但亲眼看到屋内陈设，我还是心中酸
涩不已。小A一家四口就挤在一间 20平
方米的平房内，屋内摆着一些旧家具家
电，随处堆着各种生活必需品。

和小A妈妈往屋内一站已转不开身，
小A妈妈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连连道歉：

“老师，不好意思，我家条件差，连坐的地
儿都没有，让您受委屈啦！”

“没想到你们这么不容易，其实每学
期学校都会组织开展困难补助，怎么从来
都不申请呢？”我不解地询问。

“我和他爸有手有脚的，能自己赚钱。
小妹马上上幼儿园，孩子们逐渐大了，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小A妈妈回答道。

我钦佩于小 A妈妈坚强的个性和积
极的生活热情，但不免为小A和妹妹感到
担心：屋内没有一张像样的书桌，他们只
能趴在床边、桌角边写作业，屋外人来人
往，有街坊邻居的聊天声，有伙伴儿的嬉
戏玩耍声。小A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上完
小学，进入中学，妹妹又要在这样的环境
中迎来小学生涯……

我能为小 A家做些什么呢？我猛然
想到手里还提着一袋课外书，是给小A准
备的，虽然现在看来是少了些，但我想这
可能是送给小A家最好的礼物。我也一
下子理解了小A“不善言辞”和“合作沟通
能力弱”的原因。

“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询问小A。话
音刚落，他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要成
为大企业家，为社会做贡献。”

“好孩子，有志气！”我赞赏道，并继续
问，“看过一些大企业家的演讲吗？”

他点点头，“他们的演讲慷慨激昂，振
奋人心。”

“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但他
们的‘能说会道’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
后天的努力训练。”我趁热打铁。

小A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我叮嘱他，
“下周来和我说说你的近期和远期目标，
可以吗？”

“行！”他爽快地点点头。
后来，课间一有时间，小 A就来找我

或者关系要好的同学聊天，他认为要为将
来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而努力学习，并给 10
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让我代为保管 10
年，以此见证他的成长。就这样，我用平
等、尊重、理解的态度，接纳小A的情绪，
引导他自我表达。

一晃快两年过去了，现在的小A性格
外向开朗了很多，同学们都说他像变了一
个人。课堂上，他积极带领组员大方地进
行小组展示，当大伙儿一筹莫展，陷入沉
思时，他总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课后，他
发挥班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各小组
同学参加劳动，耐心为同学答疑解惑，同
时也是任课老师的得力助手。

不久后，小A就要小学毕业升入初中
了，我相信，在“约定”的守护下，小A未来
的路会越走越宽。

我们的约定
■陆燕

“中国的希望在教育。”这句悬挂在
常州田家炳实验中学显著位置的质朴之
言，出自田家炳基金会创始人——香港
著名教育慈善家田家炳先生之口。这句
话是田家炳基金会的办会宗旨，也被全
体田中人牢记在心。

今年是香港回归 25周年，也是田家
炳基金会成立 40周年。2007年，中央电
视台播放香港回归10周年的记录片介绍
香港的成就，讲到香港的慈善家时专门
报道了田家炳先生。田家炳先生自幼深
受中华传统思想熏陶，热心公益，无私奉
献，淡薄名利，尤重教育。他于1982年创
办田家炳基金会，40年来基金会致力于
资助全国各地的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
据统计，截至 2018年 7月，田家炳先生在
全国累计捐助了 93所大学、166所中学、
12所职业学校、41所小学、9所幼儿园，
捐建乡村学校图书馆1800多个。

田家炳先生在教育公益事业上一
掷万金，在自己的生活上却极尽简朴。
他为筹善款，不惜卖掉别墅，自己却租
住在公寓楼里；他节俭克己，瓶装水要
喝到一口不剩才扔掉，袜子破了补一补
再穿。田家炳先生在其著作《我的幸福
人生》中写道：“由 1995年开始重点关注
教育项目以来，获得社会人士的精神上
的支持，使我的身体因心理上长期感到
欢乐而更加健康，也把我的人生价值提
到最高的层次，更盼上天能让我多活几

年，为社会、为民族多做些好事。”文中
所写“由 1995年开始”就是由资助常州
田家炳实验中学开始。常州田中是田
家炳先生在广东家乡以外资助的内地
第一所中小学，也是田家炳先生捐赠善
举的新起点。

田家炳先生是常州田中的名誉校
长，曾先后5次莅临学校。田老先生第一
次莅临常州田中是1996年出席学校命名
庆典活动，他的和蔼可亲和温文尔雅给
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1998年，田
老先生第二次走进学校，关心学校建设
和发展，为学校制定了“自强不息，己立
立人”的校训，以自己早年远赴南洋的创
业经历向全校师生诠释了自强不息的本
质内涵，同时谆谆告诫学校领导和老师，
不要追求教“好学生”，而要努力追求“教
好”学生，通过学生的高水平发展来展示
自己、成就自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

2007年，田老先生第 5次来到田中。
在与学生对话交流过程中，有个学生问
道：“田老先生，如果有两个人同时到您的
公司应聘，一位品德高尚，能力一般，另一
位学历高，能力强，您会优先聘用哪一位？”
老先生哈哈大笑说：“问得好！”他认真回答
道：“我会优先聘用第一个人。企业用人，
能力水平固然非常重要，但人品道德永远
是第一位的。能力差点、水平低点，进来
后可以慢慢培养、帮他提高，而人格一旦

定型，道德修养水平很难再通过外部提
升。”田老先生还勉励师生，在中小学阶段
一定要重视道德教育，养成良好品性。

2016年常州田中成功申报江苏省
“田家炳文化德育课程基地”。为弘扬田
家炳先生的慈善精神，学校在报告中增
加了兴建“田家炳立德树人馆”这一设
想，在学校主体行政楼拿出一个楼层作
为馆址。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省、市教
育行政部门的肯定和鼓励，也得到了田
家炳先生长子、基金会现任主席田庆先
主席和戴大为、萧开廷两位干事等基金
会同仁的大力支持。“田家炳立德树人
馆”是常州田中开展道德教育、学生心理
辅导等活动的重点场所，目前已成为常
州市党员教育“3211工程”第三批党员教
育实践课堂。

常州田中的师生也曾多次赴港拜访
田家炳先生。田老先生的住处是一套公
寓房，他原来的住所离公寓不远，是一处
颇具田园风格的花园洋房。2001年正值
金融风暴，田老先生为了兑现捐赠内地
20所学校的承诺，以 5000万港元低价拍
卖了自己生活了 38年的住所，后来买家
被他的慈善之心打动，主动追加了600万
港元，以5600万港币成交。拍卖所得，田
老先生全部用于教育慈善事业。

拜访田家炳先生时，他喜欢指着背后
墙上挂着的《朱子家训》字幅，让我们随便
念一句起头，然后他熟练地背诵下去。老

先生说：“我因为家庭变故，初中没毕业就
外出谋生。不管创业多么艰辛，这篇《朱
子家训》始终不敢稍忘，勤颂不辍。”在字
幅的边上有一个古旧、简陋的碗柜，田庆
先先生告诉我们，这个碗柜置办于上世纪
60年代，很结实，还能用，田老一直舍不
得扔掉。田老的卧室、厨房、休息室里几
乎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诚如《朱子家训》
所云：“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器
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2013年，我们常州两所田家炳学校
校长和汪鹤鸣先生又一次来到香港拜访
田老先生。坐定以后，我们先给老先生
送上了学生创作的95岁生日贺礼和常州
市人民政府的生日贺函，分别汇报了两
校教育教学成果和新校区建设规划。老
先生非常欣慰，他说：“你们做得很好，常
州田中发展得很好。不是你们要感谢
我，而是我要感谢你们。”拜会时间很快
过去了，我们准备告辞，老先生立刻站起
身来。我们怕老先生太累，准备扶他去
卧室休息，可老先生却稍显艰难地一步
步向门口走去，萧开廷干事说，他要送你
们出门。果然，老先生走到门口，和我们
一一握手告别。

如今，田家炳先生离开我们已有 4
年。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先生之德，山高
水长。田中人将矢志践行田家炳先生的
教育理想，也祝愿祖国的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不断书写辉煌篇章。

轶逸闻 事

薪火相传，兴学重教
■桂亚东

近日读到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创造力教育
的历史之镜》。作者斯科特∙纽斯托克
是研究莎士比亚和西方中世纪文学的
专家，他从莎翁的文学作品及同时代的
诸多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的作品中
广泛涉猎其思想精华，并用数十年的自
身教育实践现身说法，直击当今教育创
造力实践的痛点问题。

本书视角独特，将英国文学巨匠莎
士比亚与当代创造力教育实践这两个
看似关联不大的跨界元素有机结合起
来，可以帮助一线教育工作者认清教育
创造力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晰在
实践过程中如何做到“辨得明”“行得
稳”“沉得下”。

“辨得明”：擦亮“课堂”底色

纵观莎士比亚所有著作，“思”和“辨”

是高频出现的词，他甚至生造了一个表现
思辨的形容词——“健炼的”，可见创造力
教育实践的源头在于“思考”“辨析”。

现实中，教师在课堂上最大的“痛
点”在于不让学生去“思”，更不会花费
一定的时间，组织学生去“辨”。

笔者在平时的创新课堂教学实践
中，时常有这样的感悟，一堂课上，如果
学生的思维不能跟着教师的节奏行进，
那这一节课一定效果不好。学生思想
飞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师通过设定
评价标准去积极推动影响学生思维品
质的过程，只有“辨得明”，学生的思维
品质才会不断增强。

创新思维是人类思维最高级的形
式，作为人类思维最美的花朵，创新思
维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先锋队和突
击队。基于此，笔者要大声疾呼，擦亮
教育创造力课堂实践的思维底色，已势
在必行。

“行得稳”：创造“情境”场域

戏剧离不开戏剧场景，教育也同样
需要设置“教学场景”或“课堂情境”，

“生动的嗓音，呼吸的躯干，情感丰富的
面容”，这是无法取代的“密切接触学
习”。诚如作者所言，只有教室的容量
合乎情理，且近距离产生信任时，老师
才能给予学生足够的密切关注。

时下倡导推行情境教学法，反思教
学实践，教师们最大的“痛点”在于为情
境而情境，“伪情境”多且杂乱无序。“我
是谁？”“我要去哪儿？”“我如何到达情
境目标的彼岸？”……不少教师都没弄
明白这些问题，那么学生就会像一只只
踩在情境教学疏松柔软沙滩上而被困

住的小动物，不知该去往何方。
笔者认为，要想深度介入情境教学

的场域中，首先要面对“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做”三个基本的问题。这些问
题不解决，我们就难以把握情境化教学
的真正内涵，情境化教学的实施也就难
以深入。因而，从三个维度出发，以情境
主题的优化、情境分析的深化、情境体验
的强化为手段，打造以境生情、以情明
志、以志笃行、以行育人的“行得稳”的学
堂，这既是情境化教学实施的要求，也是
教育创造力课堂实践的意义所在。

“沉得下”：打造“专注”样态

伊曼努尔∙康德在《论教育》中强
调，分散注意力是一切教育的敌人。
莎士比亚曾写道：“宗教的、哲学的、教
学法的传统为磨炼人的专注力，使人
不被本性驱使而东张西望。”我们共享
一个专注的目标时，对彼此而言就有
了更强的在场感。

笔者以为，“沉得下”的专注度是教
育创造力实践的最美样态，莎士比亚如
果没有对戏剧和十四行诗足够的专注
度，也就不会成就他后来在这些领域的
辉煌成果。正如作者所说：“专注能力
的发展成了学习的真正的目标，也是学
习的唯一益处。”

在平时的创新课堂教学实践中，我
们的“痛点”恰恰在于一部分教师不愿
用一辈子的心血，像精心锻造一件怡情
乐性、反复把玩的艺术珍品那样对待自
己的课堂。这本博采众长、跨界思索、
用心血书写的教育手册，可以帮助我们
含“莎”治“痛”，也是治愈教育创造力实
践浅尝辄止等问题的三剂“良方”。

教育创造力实践的三剂“良方”

■徐兆宏

与师者 书

——《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创造力教育的历史之镜》读后记

《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
创造力教育的历史之镜》
[美]斯科特•纽斯托克 著

张素雪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怀念田家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