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如东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党组书记姜宁兵编著的《如东教育，这
四十年》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全面生动
地展现了如东教育从 1985年至 2024年
的发展脉络，呈现出如东教育草木葳
蕤、向阳而生的长青风景，教育专家成

尚荣也在序中写道，“如东，风景这边独
好”。掩卷时，读者既能领略到如东教
育人奋蹄前行的动人风采，也能感受到
如东教育历经风雨、征程万里的磅礴气
势。通读全书，我认为其有 3个较为显
著的特点。

一是充分彰显人文性。教师是立
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
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
如东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教师的坚
守与奉献。他们用行动为如东教育的
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为青年
教师提供了榜样力量。

书中第一章以《行走的脊梁》为
题，选取南黄海之滨教育人的典型代
表，深入挖掘他们的教育故事。正是
这群“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特别
肯钻研、特别善协作、特别负责任、特
别讲科学”的教育人，用青春和汗水书
写了如东教育的时代篇章，助力无数
少年实现梦想。

在校长曹玉兰的带领下，如东县马
塘小学凭借群体性科研拔节生长，被誉
为“苏中小教一枝花”，成为一种“教育
现象”；“平民教育家”姚止平，秉持“把
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把每

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的理
念，以“在乎每一条在乎的小鱼”的博
爱精神、“扫地也要扫出全国第一”的
非凡气魄，带领一所乡村中学获得“全
国教育先进集体”殊荣……通过阅读
他们的故事，读者能更深刻地感知教育
的意义。教育不仅肩负教书育人的重
任，更是塑造未来、引领社会的重要
力量。

二是充分凸显可读性。该书在写
法上避免生硬的经验介绍，更多的是用
讲故事的方式与读者互动交流。生动、
朴实、含蓄的风格与如东教育高度
契合。

20世纪 80年代初，如东教育面临
诸多挑战，如教育资源匮乏、教学设施
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等。然而在这样
艰苦的条件下，如东教育人依然凭借
对教育的执着和热爱，不畏艰难，爬坡
过坎，用智慧和汗水精心浇灌这片教
育沃土，让如东教育在困境中崛起，逐
渐成长为充满活力、硕果累累的教育
强县。

这 里 有 全 国 闻 名 的 校 园 文 学
社——如东高中绿岸文学社“编辑部
的故事”、全国农村小学第一所儿童科

学宫建设的“化缘历程”、苏陕协作对
口帮扶的“山海之约”……透过作者的
细腻笔触，读者可以重温如东教育从
起步到壮大、从跟跑到领跑的点点滴
滴，感受不同年代的如东教育人在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
福的征程中表现出的德耀扶海、求实
善成的精神风貌。

三是充分发挥可参考性。如东教
育历史实践的总结，是为了在分享、交
流、互鉴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如东教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如东将县青少年宫乡村托管点开
到每一个乡镇，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
与城里孩子一样的公益普惠素质拓展
类服务，该工程获评教育部“双减”典型
案例；积极推进普惠优质幼儿园建设，
县域课程游戏化项目研究形成深远影
响；城乡学校一对一组成“搭子”，资源
共享、队伍共培、活动共办、品牌共建、
成果共用，铸成“命运共同体”……该书
在回顾历史、记录成就的同时，为读者
揭示了如东教育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
胆略和担当，为其他地区的教育发展提
供了有益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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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经历了一场AI之旅后，我真
切地感受到，曾经人们幻想的AI时代
将会变为现实。

如今，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
领域已较多使用 AI，而极具创造性的
文艺领域，也无法谢绝AI的光临。每
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体验AI的高效与
创意。

我所体验的AI之旅，就发生在文
艺领域——AI音乐生成。在一次 AI
学习后，我对前沿的AI音乐生成技术
产生了兴趣。我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
天分，却不知何时产生了念头，想去弹
吉他、唱歌，甚至写歌。也许是受我影
响，我的两个孩子也对音乐感兴趣。
有一天，他们产生了写歌的念头，我力
有不逮，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当发现
AI音乐生成技术时，我毫不犹豫地充
值试用，并成为“永久会员”。

我拿着由AI生成的第一首歌曲，
在孩子们面前“炫耀”。孩子们的眼睛
如小星星般闪闪发亮。我们为第一首
AI歌曲取名《神马幻想》，作词是我自
己完成的，作曲、演唱及混响生成均由
AI完成。AI也能生成歌词，只需输入
关键词，一段歌词几乎瞬间就能生成，
如果不尽如人意，还可以再次生成，直
到满意。AI作曲也是如此，只是更为
复杂些，需要运用更多音乐知识：不仅

要提供完整的歌词，了解各式各样的
音乐风格，还要知道各种乐器的音质
表现等。

生成第一首歌后，我们父子三人，
制订了完成 10首歌曲的计划，想要创
作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专辑。AI创作
的版权规则是，自己创作的歌词自己
才拥有歌词版权，因此，我们彼此鼓
励，尝试创作歌词。

于是，我们赶忙学习音乐知识，如
风格流派、情绪、乐器等，学习效率之
高，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不久后，哥哥以“幻想”“梦想”
为主题写了歌词，作为小学毕业的纪
念。我们一起修改完善歌词后，交给
AI生成歌曲，一次生成两首，不满意就
继续生成。生成了十几首之后，我们
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那首，下载保存，取
名《幻想梦想家》。

哥哥如获至宝，像猴子献宝那样
跟朋友分享。之后，他一有想法就有
模有样地写歌词，涂涂改改，十分认
真。弟弟见状，也跃跃欲试，却不好意
思表达。我们看出了他的小心思，便
鼓励他，最终他鼓起勇气也写了一首
歌。他借“龙卷风”表达对“卷”的态
度，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是“我是
龙卷风，不要来惹我，我会把你卷到半
空中”，我和哥哥都夸他想法不错。在

共同努力下，弟弟为歌曲取名《我是龙
卷风》，表达勇往直前的信念。《我是龙
卷风》也创造了我们AI生成歌曲次数
最多的纪录——在生成的 100首歌里，
我们挑选了最满意的一首。

我们乐此不疲，借助AI一首一首
创作着。我们创作了《小超人》，并将
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弟弟；从公园回
来，我们灵感乍现，创作了《未来热气
球》……最令我惊喜的是，哥哥在阅读
了一本武术读物后，创作了《侠客门》，
歌词很完整，我只做了细微的调整和
补充。AI生成后的《侠客门》听起来令
人心潮澎湃。

从 2024年 6月到 12月，我们创作
了 10篇歌词，均由 AI生成歌曲，经汇
总制作，取名为《出发吧》专辑。作为
普通人的我们，利用AI，也拥有了自己
的音乐专辑，这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十
分具有纪念意义。

这次“自娱自乐”，虽不能使孩子
们树立远大理想，但能让他们潜移默
化地开始认识AI、感受AI、使用AI，将
AI融入生活中。这趟欢快而惊艳的AI
之旅，让孩子们看到了未来，为他们打
开了观察AI时代的视窗。

未来很远，未来不远。我们计划，
将AI生成的这些歌曲演唱出来，开一
场美妙的演唱会。

出发吧，AI之旅
■徐人双

——读《如东教育，这四十年》有感

《如东教育，这四十年》
姜宁兵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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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至春节，我的心里总
是别有一番滋味。过年，已
然成了一种情结、一种隐喻、
一种信仰。过年图个啥？吃
喝玩乐、红包奖金、拜年问
候、总结展望……每个人心
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每逢春
节，人们会备年货、扫屋子、
贴门神、贴福字、穿新衣、燃
爆竹、守岁、祭灶、祭祖、拜年
等，在我看来，这一个个文化
符号和过年习俗，都有它的
内在意义。

为何扫屋子？寒冬腊
月成了先民生命中的一道
坎。年关临近时，先民效仿
皇宫中举行的“大傩”仪式，
清扫屋子，清理杂物，掸除灰
尘，旨在驱逐疫病冻馁之鬼，
这种做法被称为“逐除”。

与逐除类似的是贴门
神、贴春联、燃爆竹。据东汉
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远古
时期，有一座度朔山，山上有
一棵大桃树，山里住着神荼、
郁垒两兄弟，每天清晨，兄弟
俩召百鬼训话，但凡哪个鬼
怪祸害了人间，便将它绑了
喂虎。缘于此，人们在桃木
板上画神荼、郁垒的神像，挂
于大门左右，所谓“绘二神贴
户左右”，用以驱鬼避邪。于
是，贴门神、贴春联便成了过
年习俗，也有了“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为何燃爆竹呢？《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鸡
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由此
可见，燃爆竹并非只是娱乐，还可以驱瘟逐邪。

大年三十，乃“月穷岁尽之日”。先民为度
过草木不生、食物匮乏的岁末，必须提前储备
食物。于是，人们便有了蒸年糕、蒸馒头、备年
货的过年习俗。

为何要守岁？守岁源于远古时期的一个
传说。很久以前，有个身黑手白、名为“祟”的
小妖，每到年节便出来祸害小孩。祟在小孩的
头顶轻抚三下，小孩便会发烧生病。父母为庇
护孩子，免遭祸害，便点亮灯火，不离开孩子，
直至天明。父母的做法，始称“守祟”，后衍变
为“守岁”。

据传，古时有一对夫妇，老来得子，对孩子
百般疼爱，不敢有丝毫闪失。除夕夜，为防止
孩子因睡着而被祟偷摸了头，便用红纸包了 8
枚铜钱，让孩子玩耍。夜深了，原本小心守护
孩子的老夫妻俩，实在顶不住困意，睡着了，孩
子玩着玩着，也睡着了。在此危险时分，祟出
现了。然而，当他走近孩子，正欲伸手摸头时，
小孩枕边陡然亮起一道耀眼的金光。祟大吃
一惊，尖叫着落荒而逃。此后，老夫妻用红纸
包铜钱的做法被效仿、传承下来，衍生了“压岁
钱”的年俗。

《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孝经》也
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说法。扫屋子、贴门
神、贴春联、燃爆竹、备年货、守岁等年俗，体现
了古人对生存的渴求，对生命的珍视。这正如
孟子所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此外，
年节来临，古人还想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先
祖的感恩，便形成了直接的、物化的情感表达
方式——祭灶和祭祖。

祭灶，也称“媚灶”，有讨好灶神的意味。
灶神俗称灶王爷、灶公、司命，是玉帝册封的

“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监察人间的日
常善恶，并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上
天，向玉帝报告监察结果。“功多者，三年之后，
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
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做了有违本心的
事，担心灶王爷打小报告，因而呈上糖果等供
品，敬香祭拜，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
平安”。这一做法，实则出于敬畏。

祭祖是最隆重、最具仪式感的年俗，不但
祭品丰盛，而且过程繁杂。小辈们在香烟缭绕
中，怀着虔诚之心向先祖跪拜叩头，缅怀祖先，
祈求福佑。祭祖之外的习俗还有给长辈拜年，
为长辈祈福。祭祖和拜年的年俗，很好地诠释
了“孝”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孝”的字
形看，“孝”由“土”“丿”“子”组成，乃“老”“少”
和合而成。“土”代表大地，“丿”代表天降，“子”
代表小辈，寓意上下传承，长辈是小辈的天。
小辈们正是在祭祖、拜年的精神洗礼中，变得
懂事成熟，渐渐担负起代际延续、文明传承的
重任。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渐渐脱离
驱鬼避邪、守护生命这一简单的精神需求。
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间节点，过年
早已升华为人们聆听生命回响、细数旧年点
滴、祈望来年美好的情感寄托，其象征意义
深厚。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作
为一种强劲的文化存在，年俗在历史长河中绵
延了数千年。现如今，人们总感叹过年的氛围
不浓，那是物质富有、精神相对贫乏的缘故。
如果连过年都被当作一件麻烦事，那我们的生
活还有快乐之处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即
便路途遥远、风尘仆仆，哪怕只是在家住上一
夜、吃上一餐，也能让人从工作忙碌中抽身、在
跋涉奋斗中停顿，这何尝不是岁月静好、人生
愉悦？

过年，不仅仅是简单的过节，其本质是一
种精神象征，蕴藏着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它是中华民族生命追求的精神支柱，更是华夏
儿女情感释放的饕餮盛宴。

微风习习微风习习 万芝锋万芝锋 摄摄

如东教育的长青风景

■陈杨

共好书 赏

轶逸闻 事

春分的早晨，黄河故道的两岸，我
在晨曦中醒来。

我的故乡是江苏的一座小城——
黄圩镇云梯关村。黄河故道的水，从
兰考一路走来，像一位深沉的老人，静
静地流淌。728.3公里长的河床，早已
不再像从前的黄河那般咆哮。

因为昨夜那场晚来风雨，早晨
的太阳“赖床”了，躲在云层里迟迟
不肯露面。我沿着故道新建的栈道
漫步。

一块块记载着黄河故道历史的
展示牌，日夜坚守故土，诉说着 727
年黄河夺淮入海的变迁。远远地，
人们可以看到云梯关遗址上望海楼
的影子，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海关，已经身处平原大地，远离大海
61公里，只剩下一块刻着“古云梯
关”的四字碑，矗立在六角飞檐的亭
子里。

人工栽植的杨树枝，已经冒出了
小绿芽，它们最明白春分的意思。千
亩黄桃、铁皮石斛，这些耐盐耐碱的果
树苗，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
早起的鸟儿们从不贪睡，乐此不疲地
在故道两岸树梢上盘旋、嬉闹。美丽
乡村，绿化先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
布的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就有
这里的名字。

油菜花或在河畔，或在田垄，或在
屋前房后，迎着乍暖还寒的风，一朵
朵、一簇簇、一片片，时刻准备绽放；绿
茵茵的麦苗竞相生长，微风拂过，像极
了灵动的翡翠织锦，“春分麦起身，肥
水要紧跟”，农人们正在田间劳作，“不
负农时不负春”，他们种下的是美好，
种下的是希望。

白墙黑瓦的农家庭院炊烟袅袅，
不时传来大黄的犬吠、公鸡的打鸣、孩
童的嬉戏声；风过处，谁家屋后的翠
竹，簌簌作响，尽显主人的雅致情怀；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那是谁的纸鸢飞得最高，引来小伙伴
们的阵阵惊呼。

曾经的沧海已是桑田，不再是诗
人龚自珍笔下的“云梯关外茫茫路，
一夜吟魂万里愁”。新建的河边栈
道，宛若飘逸的丝带，围绕着故道随
意舒展，我漫步其中，聆听故道述说
曾经的沧桑；极目远眺，天空的云层
和故道的河水仿佛在远方有了交汇，
只是那距离宛如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绵长深远。

“切开昼夜巧平分，并拢春天对半
分”，这个春分的清晨，我在黄河故道
边，一边追寻故道的历史文化底蕴，一
边欣赏春意盎然的乡村画卷。一呼一
吸间，大自然的芬芳气息似春风化雨，
滋养我的心田。

轻拾路旁被吹落的广玉兰，我不
禁深嗅——是满满的春的气息。

早江苏的 晨

故道晨风
■张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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