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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多重？

男子汉

长成大人

迷 路

怎么没有眉毛？

新发现

一天，女儿问妈妈：“妈妈，
你说诸葛亮大概有多重？”

妈妈说：“他应该和平常人
的体重差不多，五六十公斤吧。”

女儿恍然大悟地说：“我听
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所以我一直以为诸葛亮是
大胖子。现在看来，不是诸葛
亮太重了，而是那三个臭皮匠
太轻了。”

小明 7 岁，妹妹 5 岁。一
天，妈妈拿出一个大蛋糕和一
把刀对小明说：“去把蛋糕切
开，然后给妹妹一块。记住！
做得要像个男子汉一样。”

小明问：“男子汉是怎么切
的？”

妈妈说：“他们把大的分给
别人。”

儿子想了想，然后把蛋糕
拿到妹妹面前对她说：“妹妹，
你来分蛋糕！”

儿子：“爸爸，我也能长成
跟您一样大的大人吗？”

爸爸：“是的，再过20年吧。”
儿子：“到那时，我就可以

用不着凡事先问妈妈，可以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吧？”

爸爸：“儿子，连爸爸我都
还没长大到那份儿上呐。”

一天，四岁的小明迷了路，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他灵机一动便去问路边的
警察。

小明说：“叔叔，我迷路了，
麻烦您带我回家。”

警察问道：“孩子，你家住
在哪里呀？”

小明想了想，回答道：“我
妈妈只教我迷路了就去问警察
叔叔，可她没告诉我住在哪里
呀！”

妈妈指着夜空中的繁星对
3岁的儿子说：“你看！天上的
星星亮晶晶，一眨一眨像眼
睛。”

儿子看了会儿说：“妈妈，
怎么看不见眉毛啊？”

一个小男孩第一次去牧场
玩，见到小羊羔后，他鼓足勇气
去摸了一下。

然后，他发出惊喜的叫声：
“它的毛是用毯子做的！”

郝婷与队员们合影郝婷与队员们合影。。

新闻 2024年11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玫莹 美编 于 寒 校对 刘振清
电话 025-86261726 邮箱 zbxyxw@163.comA2

本报讯 10月28日，宝应县小官庄镇教育
关工委联合弘陶艺术馆开展“梦想寄存”活动。
活动中，小官庄镇初级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走
进弘陶艺术馆，聆听馆长介绍弘陶艺术馆的由
来，并跟随讲解员欣赏了艺术馆中的名家作
品。随后，学生代表将装有本班全体同学梦想
的“梦想瓶”寄存在馆内的梦想大厅。同学们纷
纷表示期待三年后再次来到馆中，开启“梦想
瓶”，放飞新的理想。 （通讯员 陈启云）

徐州市光荣巷小学：

寻文脉 “遇”苏轼
本报讯 10月25日下午，徐州市光荣巷小

学的同学们来到徐州黄楼，开展“探访徐州文
脉，厚植家国情怀”主题寻访活动。活动中，同
学们了解到黄楼是大文豪苏轼在徐州任知州
时，为纪念徐州人民抗击洪水而建的，是徐州五
大名楼之一，也是徐州历史文化的象征。同学们

参观黄楼，欣赏了苏辙亲笔所书的《黄楼赋》碑和
《奖谕敕记》，感受苏轼勤政为民的作为和乐观豁达

的人生态度。 （通讯员 陈 晓 丁修武）

宝应县小官庄镇初级中学：

艺术馆中“存”梦想

在我国，慈善文
化的源头可以追溯
到 古 代 的 儒 家 思
想。但大家知道什
么是“慈善”，又为什

么要宣扬慈善文化吗？来，和我们一
起走进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一探究
竟吧。

走进博物馆，我们被一条由365
个不同字体的“善”字铺就的道路所

指引，它们仿佛在无声地劝导大
家要“日行一善”。在“慈善

历史”展厅，我们读着从
古代到近代的慈善故

事，感受到慈善文化的深
远影响。在“慈善人物”展厅，

我们看到许多慈善人物和组织的
雕塑、照片，这些慈善人物中，既有声
名远扬的张謇、雷锋，也有许多默默

无闻的身影，他们中有的奔赴偏远山
区支教，有的为贫困家庭送去生活必
需品，还有的为病患筹集医疗费用
……这些真实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受
到慈善带给社会的温暖和力量，也让
我们知道慈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
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慰藉。

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要属南通
的“磨刀老人”吴锦泉爷爷。吴爷爷
是我们南通市年龄最长的红十字志
愿者，平时他走街串巷替人磨菜刀、
磨剪刀，收入并不多，但当得知四川
雅安发生地震后，他将攒下的 1966
元 2 毛的辛苦钱全数捐给了灾区。
他的故事分明在诠释：无论年龄大
小、能力如何，都可以用爱心和善意
让世界变得温暖。

离开博物馆的路上，我们感到阳
光也变得更加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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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师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
采访身边的党员。我把采访对象锁定为家
里的“资深”党员——我的爸爸。

“老爸，您是什么时候当的兵，又是什么
时候入的党？”

“我 19 岁就入伍啦，在部队就入了党。
32岁退伍，算起来，也当了十多年的兵呢。”
爸爸摸摸下巴，骄傲地说。

“退伍之后，您是否还保持着军人本
色？”

爸爸的“头号粉丝”妈妈忍不住抢答：

“当然！邻里乡亲有困难，你爸永远冲在‘第
一线’。”

妈妈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几年前的那个
惊心动魄的时刻。那天，邻居红阿姨家的鸡
棚着火了。红阿姨冲进鸡棚救鸡仔，怎知火
势太大，她不仅被烫伤了，还晕倒在了鸡棚
里。爸爸当时在家看见火光，立马察觉可能

有火情，提起一桶水就冲进了火场，救出了
红阿姨并将她送到医院。为此，红阿姨不知
登门道谢了多少次，爸爸勇闯火海救人的故
事也在村里传开了。

听了妈妈的话，爸爸在一旁有点不好意
思地挠着头说：“碰到这种情况，谁都会帮忙
的！”

妈妈继续说：“你爸后来在粮管所工作，
一天下班回家，看见一个遭遇车祸的人倒在
血泊中，而肇事者已逃之夭夭。你爸撇下自
行车，借了辆拖车把伤者送去了医院。”
妈妈停了停，接着说：“当时我还担心，怕人
家误认为是你爸撞的，那我们有理也说不清
了呀！”爸爸安慰妈妈道：“后来人家不是还
感谢我了吗？世上还是好人多！”

这项特殊的作业在我们一家的欢笑声
中顺利完成。“退伍不褪色”，我为我的党员
爸爸而自豪！

“退伍不褪色”，永远冲在前
东台市富安镇富东学校九（2）班 裴春华 指导老师 吴小进

前不久，盐城市解放路实验学校
艺术体操教室里迎来了一位“金牌”教

练——中国艺术体操队员、巴黎奥运金
牌得主郝婷。回到母校，郝婷化身教练，

对学校艺术体操队学弟学妹们做着耐心的
指导：“脚背再绷直一点！”“彩带要舞得更
飘逸！”

得到冠军姐姐的指点，二（1）班江芯羽
训练起来更投入了。上世纪90年代，盐城市
解放路实验学校便创设了艺术体操社团，之
后又实行“市队校办”模式，不断向上级运动
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其中就包括郝婷、陆颖
娜等世界和全国冠军。教室里，郝婷手持彩
带，为同学们做着示范。随着她手腕的抖
动，彩带仿佛拥有了生命，在空气中翩翩
起舞，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幼儿园
开始就接受专业训练的江芯羽已经接
触艺术体操三年多，“郝婷姐姐示范的

动作看似简单流畅，实际上需要很
高的控制力和精准度，做起来很

难。”在榜样激励下，原本在器
械运用上有些薄弱的江芯

羽更加刻苦地练习，现
在彩带和彩球已经

能在她手中划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王春林 郭彦如 咸 萍

获 奖 的
消息传回学校，同学们
都深感骄傲，校园里也掀起
了一股学习冯其庸爷爷的热潮。

五（3）班周圣尧在参观冯其庸学术馆
后，迫不及待地与同学们分享所见所
闻。新中国成立后，冯其庸被推荐到中国
人民大学教书。1975年，《红楼梦》校订组成

立，冯其庸任副组长。他一头钻了进去，一钻就是 50
年。作为红学大家，冯其庸对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
的版本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在校
注《红楼梦》时，坚持使用当时不被大众认可的庚辰本
（《红楼梦》的一个版本，原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并开展多年研究，最后不仅证明了庚辰本的珍
贵和真实，还让它成为了校注《红楼梦》的重要基
础。周圣尧感慨地说：“冯爷爷在学术上像个‘侦

探’，不找到确凿证据绝不放手。我们遇到难
题时，也要像冯爷爷那样，勇敢地去探

索，直到找到答案！”

提到红学家冯
其庸，人们会很自然地联

想到《红楼梦》和他在红学研究上的
建树，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位著名的
红学家身上还有一段动人的红色故事呢。
前不久，一出《少年冯其庸之从军》在第28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梅”
而归——获得中国少儿戏曲最高荣誉“小梅
花优秀集体节目”奖。这出原创锡剧讲述了
在亲属被日寇杀害后，少年冯其庸怀着国仇
家恨渴望加入抗日队伍的故事。“能和全国
各地的‘小票友’交流戏曲，并向大家介
绍杰出校友冯其庸的故事，我们真的
很开心。”剧中少年冯其庸的扮演
者、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五
（3）班的唐梓逸说。

《少年冯其庸之从
军》是前洲中心小学原创锡

剧《少年冯其庸》系列的第三部，
唐梓逸在学长学姐们《少年冯其庸之
避灾》《少年冯其庸之南瓜叶下》的精彩
演绎中，了解到冯其庸读到小学五年级
时，因抗战爆发而失学，可他没有就此
放弃学习，每天做完农活后就醉心于
读书、写字和画画。“没钱买书，他东
借西借，只要能借到他就读。”这

种好学的劲头让唐梓逸和
小伙伴们印象非常深

刻。

当得知有机会参演
《少年冯其庸之从军》并扮演少年
冯其庸时，唐梓逸激动得跳了起来。排
练中，唐梓逸和小伙伴们进一步了解到冯爷
爷早年经历抗日战争的洗礼，亲眼目睹日寇的
残暴和家园的破碎。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迎
接解放军渡江，随即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剧中有一句话让唐梓逸印象特别深：“一切听党
指挥。”这句话不仅体现了冯其庸的忠诚和担当，
也反映了当时许多有志青少年的心声。“那时，冯爷
爷渴望着和同乡一同上战场，却被安排在后方教书。
但他并没有抱怨和懈怠，而是认认真真地做好工作，因为

他知道这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唐梓逸
看了很多冯爷爷的访谈节目，他注意

到冯爷爷在讲述自己年幼求学经历
时，目光清澈而坚定。排练时，唐梓
逸将这些细节融入表演中，当他在
剧中说出“一切听党
指挥”时，眼中自
然而然地流露出
一份果敢和坚毅。

怀着对
冯 其 庸 爷 爷 的

敬仰，同学们练习锡
剧时也更加努力。五（3）班

郑琳鈊不仅在课堂上紧跟老师
的节奏，一字一句揣摩发音的韵
味，还在课余时间跑到菜场、公
园，向当地的爷爷奶奶学习地
道的无锡方言。两年多的付

出，让他们赢得了评委的
肯定和观众们的热

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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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均为无锡市
前洲中心小学学生排
演锡剧《少年冯其庸
之从军》。

出优美的弧线了。
“郝婷学姐可亲切了，一直在鼓励

我们认真训练。”六（8）班张馨月从幼
儿园中班起就开始学习艺术体操，一
直把郝婷当做自己的榜样。在和奥运
冠军座谈时，张馨月被郝婷姐姐的讲
述深深打动了：郝婷姐姐16年来在训
练场挥洒汗水、刻苦训练，可就在巴黎
奥运会前夕，她脚部受伤，但她坚持参
赛，因为她知道自己肩上承载着人民
的期望与国家的荣誉。张馨月说：“爱
国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我们
每个人的行动中。运动员在赛场上挥
汗拼搏，老师教书育人，我们学生认真
学习、在训练中砥砺品格，都是在践行
爱国。”

活动最后，队员们轮流佩戴了郝
婷姐姐的那枚巴黎奥运会金牌。回想
起郝婷姐姐与队友们登上巴黎奥运会
艺术体操女子团体最高领奖台的场
景，江芯羽和学校体操队的队员们备
受鼓舞，“郝婷姐姐和队友们展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的完美融合，
让中国队打破了欧洲在艺术体操领域
的长期垄断。作为小队员，我们也
要肩负起传承文化的使命，努力
将更多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
艺术体操中！”

奥奥运运““金金牌牌””教教练练回回母母校校““执执教教””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穆丹丹
任

苏

图为潘湘睿小朋友和外
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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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人对甜的喜爱远近闻名。“美食家”汪曾祺曾在《五味》里写道：
“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可无锡本帮菜为

什么偏甜呢？无锡市东林古运河小学五（1）班陶宥希在学校校本课程
《运河读本》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古代制糖工艺复杂，运输困难，糖成
为奢侈品。而大运河绕无锡城而过，水运的便利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
经济的繁荣。“嗜甜，其实是古人在悄悄‘炫富’。”——陶宥希这才恍然
大悟。

校本上的描述激发了同学们对运河文化的浓厚兴趣，大家决定利
用节假日用脚步丈量运河，感受大运河为家乡带来的繁荣与活力。

无锡的“甜”，不仅是当地经济繁荣的缩影，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
商业发展繁荣的见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摇篮，一大批民族

工商业家在无锡运河畔建立工厂，践行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民族工商
业博物馆，五（3）班吴昀谦和小伙伴们透过古老的纺织机、织布机以及一
份份文字介绍，了解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起源、发展和繁荣。其中，荣德

生的故事让吴昀谦印象最深。荣德生身处国家动荡的年代，当时国内
纺织业几乎被外国资本完全垄断，他决心创立纺织厂，维护国家利
益。国外资本降低价格、提高关税，试图将荣德生的纺织厂扼杀在
摇篮之中。“但荣德生并没有被吓倒，他带领工人们提高生产效率，
优化产品质量，最终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吴昀谦说：“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作为一名新时代小学生，我要努力学习，培养自己的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储蓄‘能量’。”

荣德生的爱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对实业的执着追求上，更体现
在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上。荣德生说过，他办企业赚钱，
不是为了个人享福，而是致力于为社会造福。于是他修桥铺路、兴
修水利、创办学校……为无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荣氏兄弟

在无锡城乡修筑的道路有40多公里，通惠路、开原路（今梁溪路）到
现在还是无锡的交通要道，这让五（2）班张一途对荣德生更加敬佩。

运河不仅是无锡人甜蜜生活的源泉，更涵养了无锡人热爱祖
国、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张一途说：“作为无锡学子，我们应该传

承先辈精神，践行自己的爱国诺言。”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罗 伟 周欣怡

““丈量丈量””运河运河，，
探秘家乡探秘家乡““甜甜””之源之源

同学们，红色经典作品一直伴随着老师
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得少年时代，小人书特
别是讲述小英雄的，是我和小伙伴的最爱。

《鸡毛信》《铁道游击队》《渔篓》等故事引人
入胜，海娃、潘冬子等少年英雄的形象跃然

眼前。
读《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令我热血

沸腾。是什么力量让少年雨来在敌人毒打
之下决不屈服？是雨来心中的坚定信念：

“我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雨来、嘎

子等小英雄，他们少年担当，和大人们一起
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这些小英雄们，激
发了我的爱国情怀，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爱
我们的祖国！

读《江姐》《赵一曼》时，她们的事迹深深
感动着年少的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
姐坚定地说：“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从
江姐、赵一曼、刘胡兰等革命英雄身上，我深
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也激发了我对党的无
限热爱！

读《焦裕禄》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党
的好干部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形
象。为治理兰考县内涝、风沙、盐碱三大自

然灾害，他和全县干部群众一起，与恶劣的
自然环境进行了顽强斗争。焦裕禄身患肝
病以后，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把自己的
一切都献给了兰考人民。焦裕禄、孔繁森等
人民公仆，他们热爱人民、造福一方的高尚
品质令我们感动！

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有没有触动你，
让你也为身为中国人而骄傲，并生发报效祖
国的决心？红色经典伴随着老师一路成长，
为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指明了方
向。现在，红色经典读物愈加丰富，一部部红
色经典书籍就是一座座宝藏，让我们走进这
些作品，用爱国主义照亮我们的人生！

红色经典点亮爱国心红色经典点亮爱国心
泗阳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 房元品

““拿手好饭拿手好饭””慰劳妈妈慰劳妈妈
南通市新桥小学六（2）班 陈思妮 指导老师 夏美云

以以以手手手为为为言言言

每天下午下班后，妈妈都会买好菜，麻
利地把饭菜做好，等着我和爸爸回到家，一
起吃热腾腾的美味晚餐。可是妈妈既要工
作，又要忙家务，不能总让妈妈这么劳累，
今天正好有时间，就让我来展现一下我的

“拿手好饭”——蛋炒饭吧。
我把米饭、鸡蛋、火腿肠、青菜等食材

备好。先把蛋液打进碗里，并搅拌均匀，再
把火腿肠和青菜分别切碎，放在一旁备用
——一红一绿，看着就很养眼。准备工作
做好后，我便起锅烧油，待油热后，把米饭
和蛋液一同倒进锅里，用锅铲不停翻炒，直
到米粒完全被蛋液包裹，再倒入一点清水，
继续翻炒；投入碎青菜和火腿肠丁，让它们

一同在锅中跳舞，最后再加入酱油和盐。
我把蛋炒饭盛入碗中，撒上一点葱花，一碗
色、香、味俱全的蛋炒饭就出锅啦。

蛋炒饭里，金黄的蛋液裹着圆润的米
粒，青菜和火腿肠点缀其中。凑上去一闻，
扑鼻的香味散发出来，我诗兴大发：“此饭
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

我把蛋炒饭端给妈妈，妈妈吃了几口，
咂咂嘴，朝我竖起大拇指：“味道绝佳！我
的女儿真能干！”看着妈妈欣慰的笑容，我
心中乐开了花。一次下厨，就让妈妈如此
开心，我决定以后要多“解锁”几道拿手好
菜，用亲手烹饪的美食慰劳辛勤持家的妈
妈！

68岁的徐梅林曾执教三尺讲台，在她的言传身教
下，两个女儿也走上了教师岗位。母女三人辛勤耕耘、桃李

满园，家庭获评连云港市“优秀教育世家”。退休后的徐老师，作为
“教育世家”掌门人，又走上了隔代教育的新讲台。

现在就读于连云港市新浦实验小学五（2）班的潘湘睿出生后大部分时
间都跟外婆徐梅林一起住。都说祖辈容易溺爱孙辈，可十岁的潘湘睿从小在外

婆循循善诱的教育下，成为邻里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家务小达人”潘湘睿是全家人的“贴心小棉袄”，可这“小棉袄”也不是从小就爱

劳动、会劳动。小时候，一被外婆“塞活儿”，潘湘睿就一边嘀咕“这些事为什么要我
做”，一边想着法儿偷懒。而妈妈看她一不愿做，二也做不好，便常会顺手帮她做了。
可徐梅林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先是警告潘湘睿的妈妈“别心软，少插手”，再督促潘湘睿
认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外婆还为潘湘睿细细

解读《弟子规》，让她从心底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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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同孝
敬长辈、热爱劳动的道理。

等她上幼儿园后，徐梅林又在院子里开
了一小块地，平时她便带着小湘睿一起浇水、松土、施肥，一些劳动

技能便在祖孙的欢笑中被潘湘睿“get”到。对于习惯的培养，徐梅林这位外
婆也比潘湘睿的妈妈要求得严：学习时弯腰驼背了，她会立刻“大手一拍”；看到

潘湘睿随手丢垃圾，会盯着她把垃圾捡起来扔进垃圾箱……
相比于生活上的“放纵”，学习方面，潘湘睿的妈妈总爱“挑刺”：“这题不应该错，说明知识点掌握得不

牢；这题完全是审题不清……”而外婆则总会开启“夸夸”模式：“比之前又有进步了，值得表扬！”妈妈会忍不
住提醒外婆：“该批则批，不然容易‘飘’。”可外婆只用一句话，就让“挑刺”的妈妈无话可说：“你这么优秀，不就是

从小被我夸出来的吗？”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正因为妈妈和外婆的‘宽严相济’，让我同时收获了好习惯和好成绩。”潘湘

睿说，妈妈和外婆也有形成“统一战线”的时候——都认为手机是“洪水猛兽”，一齐严防死守。有一次，徐梅林有急
事要出门，想打车，却怎么也搞不定打车软件。“我来帮您！”只见潘湘睿拿过外婆的手机一番操作，便帮外婆叫好了
网约车。从那以后，外婆通过手机APP购物、看视频，都会请教外孙女。她还主动“开
导”潘湘睿的妈妈：“我们的观念陈旧了，现在的孩子要适应信息社会，只要控制
得当，手机可以成为学习生活的好助手！”妈妈也在潘湘睿的推荐和鼓励

下，及时更新教学软件，现在，潘湘睿常和妈妈、外婆一起用APP搜
索资料、求解难题呢！

潘湘睿的小姨说：“以
前我老觉得 10 后都更有个性，不

会像我们 80后那样服管教，但是从这
个‘教育世家’个性截然不同的祖孙三辈来看，只要

真诚沟通，甭管 50后、80后还是 10后，大家都能在彼此的
碰撞和摩擦中变得更好。我也常加入她们的讨论，获得

各自的成长。”小姨常加入外婆给潘湘睿上的“革命家教
课”，一起讲述、回忆听过的红色故事。原来，潘湘睿家不仅是
教育世家，还有着红色基因的传承，祖辈中很多人投身革命。

潘湘睿说：“听红色故事是妈妈和小姨小时候的必修课。小姨
还说，这些红色故事唤醒了她许多童年的记忆，她还常将这
些故事讲给自己的学生听呢。”

对潘湘睿的未来，外婆有着深深的期待。一天，她抱
出一大堆奖状给外孙女看，“外婆、妈妈和小姨都是优秀
教师、优秀党员，这些是我们多年来取得的荣誉。”潘湘
睿这样回应外婆：“我也不会懈怠，我要努力学习，成
为像你们一样的人，因为少年强则国强！”

爱爱爱在在在掌掌掌中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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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手语也有方言！”
10月 19日，在南京市手语博物

馆，南京市凤游寺小学的倪雨茉同
学围着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聋人手语

草图》发出这样的感叹。讲解员阿姨介绍
说：“这套书奠定了我国通用手语的基础。
在此之前，我国的手语也有各地‘方言’，不
同地域的听障人士之间难以交流。从这套书
开始，全国才逐渐形成手语‘普通话’。”

参观中，倪雨茉了解到，南京手语博物
馆是国内第一家服务听障人士的专题性博
物馆，藏有各类资料4000多件，包含手语书
籍、手语照片、手语光盘、手语邮票等，展现
了手语在听障人士沟通交流中的重要作
用。南京市莫愁新寓小学的严昇注意到展
厅里还有美国、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
手语介绍，“看来手语不仅有‘方言’，还有

‘外语’，如果能够把全世界的手语都统一成
‘世界语’，世界各国的听障人士交流起来是
不是更方便了呢？”

馆中的“爱之手”雕像吸引了众多参观
的同学。倪雨茉用手指与雕像的食指一触
碰，屏幕上就依次显示几个简单的手语示
范：双手上举转动手腕，表示“欢迎”；双手鼓

掌，两个拇指向前顿两下，表示“喝彩”；拇指
向前弯动两下，这是在表示“感谢”。倪雨茉
很快就学会了三个最常用的手语问候语。
从展厅张贴着的手语歌谱中，倪雨茉第一次
了解到国歌也能用手语来“唱”。

“今天天气真好！”南京成贤街小学的詹
承浩对着一块大屏幕大声说道，很快屏幕上
的小姐姐就将这句话翻译成手语演示出
来。这是博物馆中的高科技“手语数字人”，
它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能实时将参观者
说的话“翻译”成手语。詹承浩高兴地说：

“有了这个数字人，我们能零基础学手语，与
听障人士展开交流了！”

博物馆里的一间小教室，完整再现了新
中国第一所聋人学校的课堂教学手语的场
景，学生们学习手语时的专注神态，让参观
的同学们感受到听障人士渴望与他人交流、
融入社会的迫切心情。“虽然我们生活在有
声有色的世界里，但也不能忽视身边的听障
人士。通过这次参观，我想号召更多人加入
关注、爱护听障人士的队伍，让他们感受到
更多温暖！”严昇跟同学们想要发起建立校
内手语兴趣小组，学会这门“语言”后，去特
殊学校开展交流和帮扶。

本报记者 李 彤

本报记者 李 彤 通讯员 徐建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