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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耿

立春过后，日子便长了。一到
春分，更让人重新觉出了黄昏。

去食堂吃晚饭，路过明湖，一
瞥之下，满满一树樱花突然出现在
湖的对面：天色将暗未暗，旁边都
还是冬日里看惯的灰色，我好像被
它唐突到了——早上送孩子上学，
我还提醒她看路边月季短枝冒出的
嫩芽。

饭后折返经过明湖，一看柳
枝：“这么快，柳树都发芽了。”

“天气一暖和，一两天就一个
样。”

“哦，这么快。”话说了，人的
思绪还停留在那树樱花对我的唐突
里，但我没再特意去看它。我本不
是一个爱花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注
意起花来了？

记忆中更早的一次大约是三四
年前，一个阴天的下午，查看花期，
应该是四月，我照常去芳华园里踱
步，时而看看天，时而看看树，这里
的树多是深绿的柏树，说是看，其实
没有看，只是眼光所及。

走到靠近明湖的拐角，猛地发
现一树黄刺玫像瀑布一样掀起来挂
向路边，朝我袭来。我怔住了，像
一个被发现的闯入者：密集的金黄
全部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它，
让我不得不看它，好像我早就应该
看它——刹那间，一切尘劳幻想、
思虑计较全然消失。

太美了！不仅是美，还有点儿
什么，说不上来。就像初读洛尔迦
《死于黎明》时那样：从天而降、无来
由地击中了我。但这也只是另一次
偶然被袭，究竟是什么让我似曾相
识、陌生疏远、惊诧悸动？如何形容

这种感觉？
过了几天，我忽然想起《人间词

话》里引的一句辛词“蓦然回首”。
啊！对，是“蓦然”，但没有“回
首”，我是被直直地拉到它面前，毫
无准备，仓仓皇皇，好像一个孩童突
然被推向舞台中央。

翻 《人间词话》，王国维引作：
“回头蓦见。”徐调孚注说：“观堂引
此有异文，与其他各本亦均不同，疑
误。”王国维的误引反倒成就了我，

“蓦见”，没有什么词比它更贴切地描
述了我见那花时的情形了。

《说文解字》说：“蓦，从马，襄声，
上马也。”段玉裁注：“上马必捷，故引
申为猝乍之称。”如果把“蓦”看成一幅
图画：上“莫”下“马”，莫是“‘暮’的初
文，字形以日在丛林或草莽之中表示
日将落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日
落之时，上马迅捷，更添飘忽之感。

蓦见那花之时，我是怔住的，时
间停止，我被卷了进去：四旁都是
灰、深绿、土黄，我被那明亮的黄卷
了进去；四旁的树都是枝枝丫丫，而
那樱花树却是把它浅浅的、新崭崭的
白，整整齐齐地同时并现，我被那完
整的同时并现卷了进去。

照辛弃疾的经验，蓦见之前，尚有
“众里寻他千百度”，但我寻了吗？我
似乎一无所寻，我只是在日常行走或
者踱步之时“蓦见”而已，那时的我没
有特别的思虑，蓦见之下，我只是愣在
那里，或者仍伴着人走，心愣在那里。
那平时的我呢？在寻吗？在寻什么？

那密集的金黄静静地、热烈地绽
放，那新崭崭的浅白轻轻柔柔地飘
落，它们不因我看或不看而丝毫逊
色。在我对它还毫无预期的时候，在
我对它并无多少识知的时候，它完完
全全地冒出来，不是它唐突，反倒是
我冒昧了，像那灰色的水泥砖墙。

四季轮回，万物皆有它的春天。
是什么思虑欲求遮蔽了我，使我不得

“与物为春”？黄昏之时，猝乍之下，
那密集的金黄、崭新的浅白言语道
断，斩断了我的思虑，让我直直地

“蓦见”了原本属于我的春天。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

中心副教授）

蓦见

孟航宇

中国是诗词歌赋的国
度。远溯上古时代，汉字产
生之前，中华各族先民便在
田间地头一边劳作，一边伴
随着山风清泉而吟唱山歌俚
曲，这也许就是中华吟诵最
初的模样。先秦时期，吟诵
已是文化教育中一门重要的
必修课程，此时吟诵诗文已
经成为一种更为广泛和流行
的社会风气与文化传统。《尚
书》有云：“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
记·乐记》中说：“故歌之为言
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
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及至秦汉，诗文诵
读在中华大地蔚然成风，大
邑乡野皆有吟咏。中国古人
的读书法有“歌、唱、吟、咏、
诵、念、哦、叹、哼、呻、讽、背”
等，最终发展为今天我们所
说的“吟诵”。三千年来，历
代大圣先贤创造的经典诗词
歌赋浩若烟海、璨若星辰，这
是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家园和
圣地，值得我们以吟诵“门
钥”开启中华诗词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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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武陵、南苗岭、西乌蒙、北娄
山，崇山峻岭将贵州环绕其中；黔中
乌江、西北赤水、南面盘江 （红水
河）、东南都柳江，大江大河奔涌出
山。农耕时代黔道艰险、舟楫不通，
贵州在地理空间上远离华夏文明的核
心区域，曾被误读为蛮荒之地；然而
中华文明的根脉，却深深扎根于黔山
秀水间，并遇到特殊历史机缘，沐阳
而生、暗香浮动。

东汉尹珍是贵州第一个载入史册
的大儒。他不甘贵州家乡偏僻落后、
文化匮乏，徒步千里，北游中原，拜
师许慎研修五经文字；又东出武陵，
师从应奉学其图纬，手建草堂三楹，
兴教办学，西南地区始有学校教育，
此举被誉为“南天破大荒”。此后，

世世代代的贵州人在华夏文明的滋养
下，将圣贤礼乐点点滴滴行之于生
活，播之于声口，一代一代传诵不
绝。

明武宗正德年间，大儒王阳明贬
谪贵州龙场驿丞。艰难困苦中的王阳
明“龙场悟道”开启中国儒学一大高
峰，还创办龙冈书院，传道贵阳文明
书院，始论“知行合一”，贵州因此
成为“心学圣地”。随后，多位王门
弟子追慕先师在贵州开坛讲学，开创
了贵州一代学风，推动中华文化在贵
州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20世纪以来，以书院、私塾为
代表的中华传统教育体系逐渐式微，
传统吟诵读书法退出中小学课堂。贵
州由于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加之经费困难、秩序初建等原因，大建
广开新式学堂的脚步一直缓慢。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教育获得长足进
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少部分偏
远地区未能一步到位，在公办的义务教
育学校蓬勃发展、成为教育事业主力军
之余，零零星星的书院、私塾在最偏远
地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近两年，贵州播雅书院工作团队抢
救性采录读过私塾的老 先 生 一 千 多
位，他们大都已年逾八旬；教过私
塾的老先生更是都在 90 岁以上、几
近百岁。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是
文武周公、孔孟程朱之学延续至今
的一批系统地传承儒学、延续华夏
文脉的继承者。这些老先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坚定守望者，他们读过私塾甚
至教过私塾，他们清晰记得当年的读书
法——吟诵，铿锵落板，气韵悠长；一
吟千年，诵贯古今。

西南一隅 斯文未绝

中华传统吟诵读书法在贵州的传
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曾经
书院私塾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历千
年而弦歌未绝；其二，古籍乐谱的代
代保存，经数十代而古书犹在。加之
历代贵州文化先贤的口传心授、薪火
相继——尹珍徒步千里求学，南天破
大荒；王阳明谪居龙场，玩易悟道传心
学；蒋信龙冈求学，培育湘黔英才；洪
亮吉入黔督教，弘扬贵州文风；吴中蕃
孜孜不倦，主纂《贵州通志》；郑珍清诗
加冕，是为“同光”楷模；杨文骢博学好
古，画作独破天荒；周渔璜才华横溢，
位立雍正之师；赵以炯大魁天下，成为
云贵首位文状元……

金声玉振的琅琅吟诵声从曾经的
私塾坊间传承到今天的菁菁校园，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通过吟诵而识文解
字、发蒙读书、修身立业。吟诵，自
古便是中华民族的读书声，是中华文
化一个古老弥新、生生不息的文化传

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涵养的天
籁。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
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
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三千年来，汉语和
古诗文的发展有我们民族自身的逻
辑和演进，学习方法有我们内在的
规律。在借鉴西方文化教育体制的
实践中，中国的文化人、教育人已
经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文化传统、
民族心理、思维特性的差异在教育
高阶发展中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因此，在保持现有国民教育体系主
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当回归中华传

统教育理念和方法，重新发掘和弘扬其
中的核心元素和优秀方法，非常必要。
传统吟诵作为古典诗词歌赋的独特学习
方法，在新时代国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回
归，恰逢其时，前景光明。

学者钱理群在《语文教育门外谈》中
写道：“我们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
师不作任何解释，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
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领悟了经文
中某些无法言说的神韵，然后再一遍一
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观
念，像钉子一样地嵌入学童几乎空白的
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
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
解释，要言不烦地点拨，就自然‘懂’了。
即使暂时不懂，也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
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
通的。”让传统吟诵重新回归中小学校的
语文课堂，不仅让这一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得以传薪继火，更是一次新时代“美
的教育”的实践与创新。正如中华古诗
文教育家叶嘉莹所说：“声音里有古典诗
词一半的生命，而吟诵则是我们体会中
国古典文学音声之美的门钥。”

守正创新 雅音绕梁

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
时。

2014年，教育部为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制
定并发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以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为核心，从爱国、处世、修身
三个层次概括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主要内容。2017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意义，规定了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本原则。2023年3月，教
育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
和旅游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全
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通过3到5年的努力，使青少年学生
读书行动广泛深入开展，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育得到切实加强，科普教育
深入实施；覆盖各学段的阅读服务体
系基本完善，“书香校园”建设水平显
著提高，青少年学生阅读激励机制建
立健全，校内外阅读氛围更加浓厚。
这几个文件的先后颁布，明确指出新
时代国学教育的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确定了新时代国学教育的大方
向，成为当下贵州省开展国学教育的
基本指导方针。

开展国学教育，要以学校为主阵
地。2012年之前，贵州省以国学教育
为特色的幼儿园屈指可数。近年来，
这样的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来，有的地处繁华的中心城区，有的在
偏远乡村依然办得有声有色。幼儿教
育直接将国学教育作为办学方向，或
者大量引进国学教育教学内容，逐渐
形成与现代幼儿教育体系相得益彰的

新的教学设计。诵读《三字经》《论语》
等国学经典，学习琴棋书画和中华传
统礼仪成为这些幼儿园的特色课程。

贵州省广大中小学校则利用语文
课堂、道德与法治课堂、第二课堂、校
园文化活动、乐童项目、学生社团等不
同阵地，广泛开展古诗词吟诵、经典阅
读、书法审美、传统美德、中华礼仪等
教育，通过比赛、讲座、活动、参观、展
览、拓展等形式，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学习内容，成为学校既有基础
教育课程的有益补充。

贵州高校的国学社团是大学生学
习与传播国学的重要阵地。贵州大
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
州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国学社团已有相
当长的历史，影响浸润着一届又一届
青年学子；贵州职业技术学院、贵阳信
息科技学院等院校也出现了许多国学
社、汉服社、书画协会、武术协会等。
大学生自主自发地加入到学习与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成为发
展与创新的生力军。

中华古诗词最讲究韵律，乐感极
强。吟诵古诗词时，变化的节奏与平
仄的声调，让古诗的音韵美展现得淋
漓尽致，给大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
因此形式活泼的吟诵能给孩子们带来
听觉上的美好体验，从中领略古诗文的
音律之美。“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
尽。”通过吟诵古诗文，感受其中的韵律
起伏，孩子们仿佛与诗人一起走进古诗
文所描述的场景当中，从而体悟到古诗
文的优美意境。意境是一种感知，是超
越字面意思、可以体悟到却无法言说
的一种特殊感觉。通过声情俱佳的吟
诵营造的音律氛围，可以让古诗文变
得生动鲜活起来，让学生真正体会到
古诗文“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
玉盘”的精妙意境之美。

除了活跃在大中小幼校园内的国学
教育之外，贵州国学教育与传播还广泛
地在社会公众中开展，由孔学堂、社区图
书馆、民间书院、民间读书会等社会机构
或民间组织来完成。社会力量主动承担
起开展国学教育的责任，成为学校教育
重要而有益的补充。

自2013年成立以来，贵阳孔学堂已
经举办了两千多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活动，定期
组织若干场面向广大市民的国学讲座，
免费向全体社会公众开放，逢重大节假
日举行中华传统礼仪及其他文化传习活
动，成为贵州国学教育的标志性机构之
一，为地僻西南的贵州赢得全国影响
力。贵州首家省级文化书院贵州播雅书
院及其他分散于贵州大地上的大小书院
或学堂，纷纷高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大旗，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大
量开展经典诵读、诗词鉴赏、书画艺
术、古典乐器、礼仪传习等相关活动，
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国学提供了新的渠
道。街道办、社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支
持着国学读书会、诵读营、书画协会、
老年大学等社团活动，如贵阳市观山湖
区世纪城街道办在其辖区支持过五个
《论语》诵读营活动，贵阳市观山湖区
金阳街道办长期开展阳明文化进社区活
动，面向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开展
社区层面的国学教育。

公元749年，诗仙李白听闻好友王昌
龄贬赴龙标县尉，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
标遥有此寄》，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将
古夜郎的贵州引入了唐诗的璀璨星空。
一千二百年光阴荏苒，地僻西南却浸润
中华文化的贵州，一代代求学善进的黔
中文人，一批批客籍贵州的饱学之士，上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下启乡邦
父老向学之鸿鹄。使夜郎之月，岁岁清
朗；使贵州国学，已然燎原。

（作者系贵州省教育厅宣传中心副
主任）

琅琅吟诵 千秋共情

唐晋枫

承托岁月的俯仰，历经主人的摩
挲，有太多门类的器物，会渐次显露
出一种深邃幽静的老气，沉稳厚实的
熟光，红而不艳，亮而不贼，视之润
目，触之温肤。这种光，其专业术语
谓之“包浆”。

包浆，乃穿越年代的标记，悠然
往事的留影。包浆的形成，基于人和
物之间因需要而达成的默契，发乎人
和物之间因不舍而滋生的亲情。两
者关系中，人占主导地位，人若有爱，
物则长久，人若有节，物则永生。因
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包浆，是人性
赋予器物的光泽。

相信在我们身边，不乏充盈着人
性之光的物件。祖母陪嫁的梳妆盒，
爷爷挖山的锄头柄，乡村老会计拨弄
过半辈子的算盘珠……而今天，我要
提到的是一把藤椅。

这把藤椅很是平凡，既非名人靠
座，亦非绝艺珍品，但它却以普通的
材质，简约的构造，单薄的体形，成为
江山市实验小学前后三任校长的办
公座椅，相伴他们度过二十七年伏案
笔耕的匠心时光。

二十七载春华秋实，足够惊艳踏
实走过的岁月。校园风貌由内而外
地迭代更替，璀璨耀眼的荣誉勋章挂
满杏坛，万千学子沐浴着晨光清露，
宛若雏鹰般飞出校门振翼八方，独有
这把藤椅，始终被主人眷恋，恪守在
方寸之地，以极低调的身段负载着从
事高雅事业的传道授业解惑者。它
的存在，犹如艾青先生手书的校名，
已被情操注册，深得格调温养。

斯人对藤椅这般的挚爱，让簇拥
在校园四周的风物也暗生情愫。西
山茂林四季乖巧的花香鸟语，梅泉书
院千年澄澈的水韵书声，丹桂窗前悄
然探访的清风明月，还有斗室灯下隐
约掩映的师道兰心，诸多至美的自然
元素和高洁的生命能量，争相与这把
堪称“三朝元老”的藤椅亲密互动，耳
鬓厮磨间，不知不觉地为之打上传统
的印记，注入初心的内涵。

我曾探手轻抚，只觉椅面的每一
格藤线都腻滑如缎，隐隐然似有温
度；也曾凝目近观，但见椅架的每一

根藤条都古意如檀，湛湛然若有莹
光。特别是用布垫遮住的两个拇指
般大小的破损洞孔，更让我在刹那讶
然后陡生敬意。

倘若依照人们的常识认知，如此
廉价且已残破的藤椅，大多会统筹学
校设施的升级而换代，抑或是随着办
公室的易主而置新，这大抵不逾矩，
也极少有人会觉着违和。我反倒对
这种有悖于常态的恋旧行为颇觉不
解，须臾间甚感莫名。那么，是有怎
样不可动摇的心灵暗示，理直气壮的
行为理由，才让这三位校长对它情有
独钟、不离不弃呢？

这或许能从儒家一贯倡导的道德
主张与伦理准则中找到答案。早在先
秦时期，孔子就提出宁俭勿奢、节用爱
人的学说，并把它引为德之范、礼之
本、君子之道。他强调克己慎独，向
内赋能，恪守本心，不斥于质朴，不逐
于奢华，不陷于外物阔绰而内心贫乏
的沼泽，处安宁清静中修身，于敬畏
谦卑中养德，自低调俭朴中奉公。一
句话，不受物累，尊崇真我。

但凡不受物累、尊崇真我者，
内心必丰盈；内心丰盈者，不愿借
重外物加持。他们主张思想深邃、
精神富有、灵魂强大，追求脱离常
识性认知的更高境界，无论是行走
的步履，抑或是独处的姿势，都表
现出一种淡定、从容与安然，并且
在克制、素雅与简约的审美中体悟
职业的使命与价值，创造信念的光
鲜与奢华。因而，他们无意倚仗外
物彰显其个性，佐证其身份，加持
其气场。而当这份因内心丰盈滋生
出的豪迈成为习惯，成为追求，成为
传承时，即便再朴素的器物都会因人
而有其卓然气质。若把这种无需他律
的觉悟投放到南孔圣地衢州这个位面
去理解，又何尝不是崇礼的三衢儿女
深受南孔文化熏陶而炼就的君子风度
呢？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正如
这把藤椅，它是如此的寻常，但它每
一处肌理透出的包浆，却是那般的
唯美而且丰满，有物理之光，有俭
朴之光，有谦逊之光，更有恬净无
尘的清正之光。虽非璀璨夺目，足
可温润养心。

墙垣内，绿树下，碧水池边，孔夫
子的雕像恭敬端严，“不用扬鞭自奋
蹄”的校训笔酣墨饱，古圣先贤的思
想和现代诗人的意志，让更多的成长
者和追梦人，在耳濡目染中感悟着修
齐治平的启蒙。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藤椅的包浆

⦾教师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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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保存至今的清代
（光绪年间）私塾学堂（学山
院），老先生罗嘉登授业于
此，凡私塾二年，习诵儒家经
典。

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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