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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洁童心中透视着苦难
——“70后”诗人徐俊国的悲悯情怀

“……一阵风吹来，先是对应着天上的星
星，把村舍安放得疏密有致，然后把麦子的骨
灰撒向天空。又一阵风吹来，乡亲们被分成两
部分，一部分继续劳作，受穷，抵抗衰老和疾
病，另一部分走入地下，枕着锄头，在黑暗中咀
嚼草根一样的人生……”

今年初，松江“70后”诗人徐俊国以悲悯笔
触写下的散文组诗《在远方的呜咽中远走他
乡》，获得“冰心散文奖”。

提笔“一发不可收”
1971年，徐俊国出生于山东平度的一个普

通农村家庭。2岁时，当其他孩子仍在咿咿呀
呀学语时，他已会用槐树枝在湿地上勾勒出长
翅膀的鱼和踩着云朵的马。想象力，似乎是他
与生俱来的本能。

18岁时高考落榜的他，却已在自家瓜棚内
通读了自己攒钱买下的外国经典哲学名著，写
出了十几个本子的小说，手抄了大量诗歌。那
年夏季的一个午后，徐俊国在一场瓢泼大雨中
目睹了一只老麻雀用自己的翅膀护卫小麻雀，
感受到了动物界的真挚母爱。“不能拍，那不生
动；不能画，那不深刻。”抽出一页白纸，徐俊国
在上面用钢笔写了起来，短短的三五行字，短
诗《给你》诞生了。

1992年，这一“处女作”登上了当时颇具影
响力的《语文报》。徐俊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百名读者的来信，面对洋洋洒洒的“崇拜”，他
有些无所适从。“原来写诗，还能受到这么多的
关注……”同年，他又写下短诗《石榴》，发表于
文学杂志《芳草》。

心灵驻扎在“鹅塘村”
从菏泽学院艺术系毕业后，徐俊国在平度

一所重点高中任美术教师。彼时，他已在数十
家刊物上发表诗作400余首。

2007年，36岁的徐俊国凭借一首《小学生
守则》，在诗歌界“一夜成名”。同年他入选中
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诗歌集《鹅塘村纪事》，成为他诗歌生涯
的一次转折点。

“鹅塘村是我虚构的一个村庄，是中国农耕
文明的缩影。在这里，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儿时，
找到印象中家乡的影子。”鹅塘村是徐俊国用童
心爱心与悲悯情怀交织构造的一个美丽村庄，
诗中，他代丑陋的蛤蟆诉说苦闷，替被刻上字的
树干“喊”疼，祈祷身患绝症的人坚强，为等待着
自己归家的人而内疚……兴许是美术专业毕业
的关系，徐俊国的诗总能细腻地描绘出画面感。

“在鹅塘村，小草的腰是软的，蛐蛐的鸣叫比
冰凌还脆，别四下乱瞅，当心碰疼羔羊的目光，它
的柔弱和善良会折弯你们的清高和富贵。”文学
不仅能歌颂美好，也掺杂现实的忧郁和苦闷，“这
并不是丑恶，这才是更深刻的真实。”

诗歌替他写下愧疚
2008 年，徐俊国作为引进人才来到松江，

全家随行。
徐俊国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为“阳春”

和“白雪”，被他视作上苍赐予的最珍贵的礼
物。一次，由于工作忙碌，他去幼儿园接女儿
时早已过了放学时间。

珠算重回大学课堂
——探营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神算子——珠算培训班”

“123321加六个6”，“556677加六个5”……
教室讲台中央，一把17档大菱珠算盘醒目的挂
在黑板上，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潘善甫正念着一
道道计算题，教室里40多名大学生人手一把小
算盘，正跟着潘老师报的数字快速拨动算珠。

整个课堂充斥着“噼里啪啦”的打算盘声
音。这个特别课堂，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最近
推出的“神算子——珠算培训班”，以兴趣课程
形式排入教学任务安排。

“末代珠算老师”重回课堂
阔别珠算课堂将近 20年的珠算系老教授

再次拿着算盘走上讲台，显得有些激动。他笑
着调侃说，自己算得上是学校的“末代珠算教
师”了。“上世纪 80 年代我应聘进入这所学校
担任珠算系教师，负责会计专业大学生的珠算
教学。当时，珠算课是大学财会专业的一门重
要课程，在教学上有两年时间的课时安排。后
来随着电子信息化的发展，珠算课的学科地位
渐渐式微，教学时间从两年缩减为一年，后来
成为专业选修课程。到 90 年代中期，珠算课
退出了大学课堂。”

2003 年，潘善甫从学校退休，离开三尺讲
台。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丝遗憾：“如果没有珠
算课，以后恐怕珠算要失传了。”在他看来，尽
管电子化计算普及，但是珠算相较之于计算
机，仍有他自身的优势。“我曾在珠算课上搞过
一个测试，我用算盘，学生用计算机，结果同一
道题的计算，算盘快计算器 2 秒，而且结果准
确无误。使用计算机运算方便，但出错率也
高，因为输入环节容易出错，输错了还不易察
觉。打算盘就不同，珠子拨错你会马上意识
到。珠算的数学思维也与一般计算不同，它把
手里的算盘移到脑子里去，通过视觉、听觉、触
觉，把抽象数字变成直观算珠印象，在脑子里
快速完成计算。这不仅锻炼大脑计算能力，也
培养专注、一丝不苟的特质。”

潘善甫高兴地告诉记者，重回课堂教“90
后”大学生打算盘，起初自己心里也没底，“很

多孩子都没见过算盘，珠算起步学习有些难，
我担心学生不爱学，学不进，不能坚持，后来却
发现，学生们积极性很高，上课也很专注，没有
人看手机，也无人中途退场。连续几轮课上下
来，学生还越来越多了。”

珠算兴趣课受大学生热捧
大学没有珠算课的失落和担忧，也同样暗

藏在该校许多老师心中。为了传承珠算文化，
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决
定，邀请老教授出山，让珠算课重回大学课
堂。开课前，校方通过校园微信发布通知，试
点珠算兴趣班面向全校所有专业招生。没想
到的是，不到两周，就有 100 多名学生报名。

学校先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将40名同学组成试
点班，试点一段时间后，再增设班级，让更多有
兴趣的同学参与学习，培养“珠算文化传承
人。”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晁嘉
豪说：“在上这门珠算课前，我也心存疑问，在
拥有会计电算化的现在，还需要珠算吗？但学
习后发现，在算珠的每一次拨动下，人不论是
记忆力，还是双手的熟练度都会得到一定的巩
固与提高。

校方表示，今后还会收集整理珠算相关知
识，制作成宣传展板、宣传单页，深入松江大学
城及周边社区，推动珠算文化、会计文化的传
播，帮助高校师生和社区居民了解珠算、认识
珠算、学习珠算。

图为潘善甫教授正在教学生打算盘。 记者 张灏/摄

有轨电车车辆招标结束

阿尔斯通公司中标
本报讯（记者 李光） 昨日，记者从上海

松江有轨电车公司方面获悉，松江有轨电车
示范线工程车辆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上海
阿尔斯通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中标，将为松江
输送 100%低地板钢铁钢轨有轨电车 30 辆，
以及配套备品备件、辅助设备、技术文件、技
术服务和车辆模型等。

本报第 13 版刊登了上海阿尔斯通公司
为松江有轨电车设计的四种车型方案，市民
可参与推荐心仪的车型和配色。松江有轨
电车公司将从参与市民中抽取百名市民参
加2017年有轨电车试运行乘车体验活动。

□记者 陆静宜

□记者 丁艺婕

下转第二版

▲

边角料交易价格
系列指数昨发布
本报讯（记者 孙皓） 由落户松江的上

海边角料交易中心等单位联合编制的“上海
边角料交易价格系列指数”，昨天在位于浦
东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发布，将促进国内庞
大的边角料市场交易更加规范透明。市商
务委主任尚玉英，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
叶国标，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培荣，副区长陈
宇剑等出席发布仪式。

上海地区的 2013 年边角料交易货值达
400亿元，然而，由于边角料不是标准规格产
品，其价格不透明，再生效率低，这一市场长
期缺乏合理规范的交易秩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 2012 年开始，上
海边角料交易中心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开始
联合编制“上海边角料交易价格系列指
数”。通过对700多家生产企业和近200家回
收企业的数据分析进行指数编制，指数平台
涵盖了8个品类的边角料有效价格信息。随
着边角料市场行情资讯和价格指数的完善，
企业拟出售边角料的交易价格将更加公开
透明，改变以往商品成分和形态各异、回收
企业与生产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周日或迎小雨
气温持续平稳

本报讯（记者 朱晓靓） 蓝天，阳光，相
伴上班路。冬至过后本周气温一路回升，前
天最高温度蹿至13.4℃。不过本周后期的天
气就没有前些天那么好了，明后两天云系较
多，周日还可能有小雨。好在本周后期也没
有明显冷空气影响，气温比较平稳。

12 月 26 日，阴转多云，5～10℃；12 月 27
日，阴到多云，6～11℃；12月28日，阴有小雨
转阴到多云，5～10℃；12月29日，晴到多云，
3～13℃；12月30日，晴到多云，2～13℃；12月
31日，多云，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