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大精深的汉字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汉字，无论是阅读，还是
书写，大家对汉字习以为常，未必会产生什么情
愫。我不一样，由于工作的关系，平素我与汉字打
交道比较多，比较留心与关注，有时还会“咬文嚼
字”。不久前，我得到了一次参观考察中国文字博
物馆的机会， 详细了解到汉字的演变与发展，让
我不仅对古老的汉字引以为荣，还平添了许多亲
切与敬畏。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河南省安阳市。 它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
的博物馆，也是一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
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
该馆以翔实的资料和现代化的手段形象地讲
解了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 荟萃历
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 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
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令人大开眼界。

据讲解员介绍，该馆涉及甲骨文、金文、简
牍、 帛书和汉字发展史、 汉字书法史等多个方
面。我最感兴趣的是甲骨文。记得当初学习古代
汉语时，对甲骨文很好奇，可是看不太懂，现在
通过系统的呈现和形象的介绍， 我终于对这些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有了一个深入的
认识。 如今被公认为是“汉字”的最初形式的文
字， 就是大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的殷商后期的
“甲骨文”。20 世纪初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
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 15 万片。 殷墟甲骨文的发
现， 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
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对全面复原
殷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殷墟因发掘
甲骨文而闻名于世，被评为 20 世纪中国“100 项
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说到汉字，不得不提到许慎的《说文解字》，
博物馆的“说字传义”展厅对此作了介绍。《说文
解字》 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
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辞书。原
文以小篆书写， 逐字解释字体来源。 全书共分
540 个部首，收字 9353 个，另有异体字 1163 个，
共 10516 字。 许慎在说解内容中首次阐发了“六
书”的内容，建立了汉字的部首概念，是其研究
汉字的重大创举。 正因为如此，《说文解字》成了
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在中国
语言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观完毕，我对汉字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汉
字的情感也加深了许多。 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
的文字， 汉字延续至今， 仍为全球华人广泛使
用，对传承中华文化有着莫大的贡献，在世界文
字体系中享有独特而崇高的地位。通过汉字，我
们可以窥见 3000 多年前的社会状况，倾听 2000
多年前的百家争鸣， 欣赏精彩纷呈的书法作品
……我们要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华夏文明，就要
学好汉字，写好汉字。我们这些语言文字工作者
和教育工作者，更要爱上汉字，用好汉字，发挥
汉字的独特神奇魅力，让汉字见证历史，见证进
步，见证成长。

没有见过大海的人， 永远不知道
大海的波澜壮阔，同样，没有走过支
教路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支教带来的
幸福。

今年， 我有幸作为支教大军中的
一员， 从高邮市第一小学来到高邮市
三垛小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转眼间，支教工作已有两个月了。 两个
月的工作学习让我感慨良多。 在支教
之初，得知我要去三垛小学支教，朋友
告诉我，三垛小学管理很严，可以去其
他一些管理宽松的学校。 我一笑谢之，
心想在哪都是工作，也就一年时间。 在
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的前提下， 我开始
了支教之旅。

一天课间， 三垛小学的朱校长走
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卞老师，作为
高邮小学美术学科的骨干教师， 你的
大名早有耳闻，欢迎你来到我校支教，
想就我校的乡村少年宫工作与你交流
一下， 可否帮我们推荐几个有特色的
美术社团？ ”三垛小学原有三名美术教
师，其中两名是外地的年轻老师，另一
名年龄较大，由于种种原因，今年先后
调离了三垛小学。 而今年新分配了一
位，又从其他学校调进来一位，加上支
教的我，现共有三名美术教师。 按照朱
校长的要求，经过认真思考，考虑到操
作的难易度， 我很快推荐了三种好操

作、易出彩的美术社团，分别是彩绳缠
绕社团、 粉印版画社团及我在原单位
辅导的纸浆画社团。 很快，在朱校长的
支持与关心下，在我的牵头组织下，三
个社团正式成立，并初具特色。 特别
是我所辅导的纸浆画社团，由于孩子
们之前没有见过， 作为新生事物，孩
子们很感兴趣。 每次的社团活动时
间，孩子们都早早地来到美术教室参
加社团活动。 一幅幅色彩鲜艳、肌理
独特的纸浆画，获得了学校师生们的
赞许。

如果说领导的信任与支持是我努
力工作的动力， 那么孩子们充满渴望
与期待的求知眼神更让我不敢懈怠。

“老师， 他是我们班的特殊学生，
要不要发作业本给他？ ”开学第一节美
术课上，班里的小组长问我。“特殊学
生？ ”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
号。 经了解，这“特殊学生”姓周，不善
于与人交流，平时，其他课老师发作业
本给他，但他基本上一个字也不写，发
给他的作业本，不是撕就是画。 看着周
同学用满含期待的眼神望着我， 我问
他：“你想画画吗？ ”他点点头。 在我的
默许下，小组长把作业本发给了他。 过
了没多会， 周同学的同桌告诉我：“老
师，他又撕作业本了。 ”我顺着声音望
去，果不其然，刚发的一本新美术本的

封面已经被他撕成两半了。 我按捺住
愤怒的心情，把周同学叫到了旁边，对
他说：“第一次，我原谅你。 如果你以后
再继续这样，不认真做作业，作业本我
就不发给你了。 ”周同学一声不吭地点
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次美术课上，我一
直在关注这名“特殊学生”，并鼓励他。
周同学虽没再犯过类似的错误， 但也
没有画过一次像样的作业。

后来有一次课上， 我让作业完成
的学生，把作业本拿给我批改，改完其
他同学的作业后， 周同学怯怯地走上
讲台，把作业本递给我。 我认认真真地
看了下他的作品， 虽然没其他同学画
得好，但相比他前几次作业，已经是较
大的进步了。 我在他的作业本上写下
了一个大大的“优”字，并把他的作业
展示给全班其他同学欣赏， 在全班同
学面前好好地表扬了他。 看到周同学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说实话，我心里
比他还要开心。 孩子能够因你而快乐，
你能够因孩子的快乐而幸福， 这是多
么难能可贵的事呀！

大美相当于无术， 我们不能要求
学生必须掌握多少技能和技法， 但必
须让学生对美术这门课程产生兴趣，
使他们在原来的潜质上有所发展。

在三垛小学支教工作期间， 我带
了六年级四个班和三年级一个班的美

术课。 在给六年级孩子上《买菜》一课
时， 由于班上绝大多数孩子都来自农
村，没有去菜场买菜的经历，为了让学
生感受菜场的情景， 课上我除了播放
菜场的视频外， 还精心挑选了大量图
片让学生欣赏，甚至还创设情境，让学
生分别充当商贩与顾客， 现场表演买
菜场景， 为学生的创作提供素材。 同
时， 我把学生每次的作业成绩都登记
下来，把优秀的作品挑选出来，课上当
场表扬，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收到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

支教期间，感动我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 有些孩子放弃中午休息的时
间， 到美术教室完成参赛作品； 下课
铃声已响， 纸浆画社团的孩子们仍不
愿离去……最感动的一个细节就是，
每天上下课师生互相问好时， 他们都
尽自己最大的声音向我喊出“老师
好”“老师再见”，虽然我的耳朵经常
被高分贝音量震得嗡嗡作响， 但沐
浴在学生的爱里很幸福。 他们很有
礼貌，见到老师行礼问好，他们也很
勤劳，总是将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
同时，他们也很顽皮，班上也有个别
学生会犯错误， 但经过老师的教育
都会改正。

支教的路还很漫长， 走在支教路
上的我，无怨无悔……

走在支教的道路上
■高邮市三垛小学 卞龙余

行人生 板

■镇江市丹徒区语委办 徐润福

闲庭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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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 个多么美丽的词
语，让人魂牵梦绕，心驰神往，人世
间谁不期盼，又有谁不想拥有？

幸福究竟是什么？ 它乍看绚丽
夺目，细品香甜软糯，当中滋味又是
那么令人心花怒放，让人日思夜想。

然而如果有人问：“你幸福吗？ ”
可能不少人都会迟疑犹豫不敢确
定，一些人甚至会扼腕长叹。

是啊，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常
十之八九。

青年时有各种设想计划，决意要
奋力拼搏一番。 上班族积极进取，每
天勤勉敬业、踏实奉献，竭力要打造
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创业人更是
压力山大，倾尽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
心血，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马虎。
然而就是这样殚精竭虑的倾情付出，
最后功成名就者也终归是少数。

到了中年，上有父母长辈需要赡
养尽责、陪伴照料，下有子女的教育、
就业乃至婚姻问题需要操心，日日辛
苦忙碌，时时劳心费力，似乎永远没
有闲着的时候。 一路上有几多伤心难过，几多无奈叹息，
很可能还要加上父母的别离，甚至爱人的离散，遍体鳞伤
依然要咬牙坚持，痛苦难当也只能自己咽下，内心的孤独
寂寞谁能体味？

跨入老年后，我们又会担心身体是否康健，子女是
否孝顺。 望着镜中日益增添的白发和愈加“深刻”的皱
纹，我们在感叹岁月无情的同时，有几人能够洒脱释怀？

难道我们这辈子就与幸福无缘了？ 非也！ 因为幸福
虽然看起来捉摸不定，很难把握，但只要轻轻揭开它的
面纱，就可以露出它最初单纯本真的模样。

幸福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一种类似于喜悦的情感
体验，一种由感官到心理的满足带来的个体情绪，可能
是短短一刻，也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它是一种比喜悦、快
乐、满足更进一步的情绪体验，一种比舒适、快意、甜蜜
更高一级的深层感觉，一种比温柔、温馨、温暖更动人的
特殊情感。

幸福是有点偏心的。因为它喜欢勤勉奋进，喜欢坚定
执着， 喜欢持之以恒， 所以会在课堂眷顾聚精会神的孩
子，会在工厂光临全神贯注的师傅，会在实验室牵手锐意
进取的年轻人，会在秋天把丰收的喜悦带给农民朋友，更
会在冬天把深情的祝福送给一整年辛勤劳作的人们。

幸福又是公平的。不论你事业是否成功，不论你家境是
否富裕，不论你外貌是否俊朗，只要你保有一颗善良、进取、
宁静的心灵，并以一缕细致、感恩、温柔的眼神看待世界，看
待眼前的情和景、身边的人和事，幸福就会来拥抱你。

即使你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 你也可以感受到幸
福。例如，与身边的同事分享有趣或开心的话题；忙完了
一天坐在家里悠闲地看着自己钟爱的影视节目；房间里
的盆栽忽然开出了一朵鲜艳的小花……

尽管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尽管有生老病死聚散别离，
但是我们一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样可以幸福地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牵手幸福，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
幸福相伴相随！只要我们拥有一颗诚实感恩的心、一对明
亮智慧的眼、一双勤劳灵巧的手，人人都可以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幸福，哪怕再简单，哪怕再微小，哪怕再短暂，也同
样能带给自己小小的快乐、欢欣、感动、温暖直至幸福。

愿我们人人拥有一双发现幸福的慧眼，愿我们人人
拥有一颗感知幸福的善心，愿我们在人世的每一日都有
幸福相伴相随！

幸
福
就
在
我
们
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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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生命之初都生活
在一个远离世俗的诗歌般的童话
王国里， 他们天生是一个诗人，
他们用诗人一般清澈透明的双眸
打量这个世界， 带着好奇， 携着
懵懂。

一天，台风过后，天空不是很
晴， 云不是很厚， 只有薄薄的一
层，东一朵，西一朵，月亮很大，很
圆。 儿子桥桥望着天空那轮水洗
过一般干净而饱满的月亮， 突然
转头问我：“爸爸， 月亮会不会被
挤破啊？ ”言语中充满了小孩子的
担忧。“挤破”，多么富有想象而神
奇的一个词语， 我没想到 4 岁的
孩子竟然能够用这样一个生动的
词语形容在天空云朵中穿行的那
一轮明月。

另一天傍晚，为了让孩子远离
电视，我骑着电瓶车带桥桥去学校
里玩。 霞光还未褪尽，夕阳把最后
的一抹红色给了云朵，于是我们看
到了火烧云。 桥桥望着天空火红的
云霞，朝我喊：“爸爸，你快看，太阳
把云彩都烤红了！ ”

到学校后， 我递给他一盒酸
奶，告诉他，用吸管吸之前要用手

将酸奶摇匀。 桥桥一边将酸奶放在
手中用力摇，一边问：“爸爸，摇匀
就是把酸奶摇得像云一样吗？ ”

“不是摇得像云一样， 而是让
酸奶搅拌均匀了， 这样比较容易
吸。 ”他点点头。不过如果真的可以
将酸奶摇成云，那该是多么浪漫的
一件事情啊！

他经常能说出让我惊奇又佩
服的话语，那些天真的话语不染尘
埃，纯净而透明。 那是穿越了山林，
裹挟着花香的山风，被清泉洗过的
童言，叮叮咚咚，敲击着我的心灵。
我每天都会简短地记录一些他的
童言稚语， 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
“记录员”，不仅好玩，更是一种留
存。 原来，说每一个孩子天生就是
一个诗人真有一些道理。

每一个孩子还是拥有“十万个
为什么”的“问题孩子”，只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抑或是我们“不以为
意”的冷漠，好奇的天性就慢慢泯
灭了。

又一天， 在多雨而湿润的江
南，泛黄的树叶幽幽地传递着淡淡
的秋味。 我带着孩子走过楼门口，
看到盛开的菊花， 就随口问：“桥

桥，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顺着手
指的方向，他摇摇头，告诉我不知
道。 我告诉他那是菊花。

他眨了眨眼， 满脸疑惑地问
我：“爸爸，它为什么叫菊花啊？ ”

我当时就愣在那里了， 这确
实是我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而且
是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
们往往在接受一个概念时， 仅停
留在表面，譬如：荷花、兰花、松树、
柏树……我们知道一个名称后便
不再深究。

于是，我请教“度娘 ”，发现
《礼记·月全》中记载：“季秋之月，
鞠（菊）有黄华。 ”“菊”在古代有
“穷”之意，是说一年之中花事到
此结束。

原来， 每一朵花的背后都藏
着古人关于时序、 自然的思考和
智慧。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
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
术与儿童， 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
女， 是在人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
童， 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
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如是
感叹儿童，那是穿越浊世之后的生

命领悟，启人智慧之语。
我虽不是丰子恺，但我家有一

个正在一天天长大、一日日远离童
年天堂的孩子，他正在从他的诗歌
国度渐行渐远，隐藏起翅膀，成为
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个。 而我，看
着他，陪伴着他，和他一起读绘本。
他曾经向同伴炫耀：我的爸爸很富
有，你看他有那么多的书！ 在他清
澈的眼里，书多即富有。

他喜欢看书， 也喜欢交朋友，
还喜欢外出看世界。 于是，我们陪
着他，用孩子的眼光、儿童的视角
一起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

我记录他成长中闪光的片段，
用文字、用照片。 偶尔打开来，他惊
呼———我小时候是那样的啊！ 他有
些不相信，为自己小时候的“幼稚”
而羞涩。

我们与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
并肩而行，童年随着时间的脚步渐
行渐远。 面对长大了的孩子，我们
总是这样矛盾又无奈， 希望他长
大，但又希望他能够像小时候一样
乖巧、天真、烂漫。

我愿守护孩子永葆一颗赤子
之心。

浪生活 花

愿孩子永葆童心
■江苏省张家港高级中学 陈友锋

周龙兴 摄

又是银杏叶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