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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近年来，因为语文教学研究的需要，我
收集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此
外，还聚拢了一些有关民国教师的书籍，灯
下翻阅，常常为之兴叹，先贤们对汉字的体
察玩味，值得我们深入追寻。今天，我就来
介绍两种近乎失传的对子游戏。

“拆合对字”
《国文趣味》（姜建邦 著 当代中国出

版社）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本国文补充教
材，作者姜建邦先生曾任上海辑规中学的国
文教员，他并非知名文人，具体生平细节已
不可考，幸亏这本书流传了下来并重新再
版，让我们得以窥见上世纪40年代中学语
文教师的学术视野和教学艺术。

姜先生认为汉字之所以美观，其中有一个
主要的原因——汉字大都是对称的，对称的东
西常是美丽可爱的。此外，汉字具有游戏精
神，因为每个字各自独立，像积木一样，可以
搭成各式各样的玩意儿，并且合体字多由几个
字拼拢起来，所以还具有一种拆合性，便产生
了一些有趣的游戏。如一个“讀”字（读的繁
体字），可以拆成“言、士、四、贝”四个
字。一个“十”字和一个“口”字，可以合成

“古、叶、田、由、甲”等字。
一个字既然可以拆成几个字，几个字也

可以合成一个字，因此产生了一种“拆合对
字”的游戏。例如“天”字，可以分成“一
大”；“示”字可以分成“二小”。“一大”正
对“二小”，所以“天”可以对“示”。姜先
生出了一些字，让读者去对：時 秒 堤
牲 梯 柏 驷 知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着对对，语文
教师也可将此项活动引入自己的课堂，带
孩子们玩玩，对出与否并不重要，至少可
以通过这一文字游戏让孩子们感受汉字的
趣味。

“神仙对子”
顾随，字羡季，是古典文学领域大师

级的人物，他生平著述并不多，但他培养
的学生，却是大名鼎鼎，如张中行先生、
周汝昌先生、叶嘉莹先生等，都曾先后亲
炙其门。《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
（中国工人出版社）是顾随先生的女儿顾之
京教授撰写的一部传记，更加细致地呈现了
顾随先生的人生经历。先生早年曾任中学国
文教师，上世纪20年代在济南省立女中教
书，课余常与同事卢伯屏、程仰秋、王翔千
做“神仙对子”的游戏。

这种游戏的做法是一个人先把一句诗的
每一个字不按次序一一写出来，让他人一一

地对，就这样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地出下去，
他人也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地对下去，对完了
之后，再按照原句子的顺序排列出来，看看
是否能讲通，或者不通，结果往往令人失
笑。但有时也有很好的诗句——并且这种诗
句按平日的作法去写，有时也未必作得出
来。

有一年寒假，校中同事大都返乡度岁，
这几位先生留在学校，不免有“岁云暮矣，
风雪凄然”之感，于是聚在一起，玩起了

“神仙对子”，顾先生出的是——
1.迟 2.去 3.夕 4.映 5.帆 6.遥 7.

阳
他的朋友们对出分别是：
伯屏：快 归 朝 吹 鸟 倘 日
仰秋：早 离 年 催 客 每 暮
翔千：远 看 秋 当 处 偶 色
这七个字不是一时写出来的，乃是出了

一个又出一个。对的人也是对了一个又对一
个，仿佛猜谜似的。

他出的诗句原本排列出来的是“夕阳遥
映去帆迟”。于是，朋友们的对句连起来就
成了——

伯屏：朝日倘吹归鸟快
仰秋：年暮每催离客早

翔千：秋色偶当看处远
结果评定优劣，伯屏落选，仰秋第一，

翔千第二。
第二回翔千出的是——
1.转 2.流 3.绕 4.芳 5.江 6.甸 7.宛
羡季：回 水 连 臭 郭 沟 来
伯屏：旋 涌 盘 汲 水 泉 回
仰秋：连 系 依 念 我 怀 频
这句系出自《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流

宛转绕芳甸”，于是他们的句子成了：
羡季：郭水来回连臭沟
伯屏：水涌回旋盘汲泉
仰秋：我系频连依念怀
下句排列一经揭晓，大家都笑得上气不

接下气了，顾随先生对得虽不甚雅，却很工
整——“来回”对“宛转”，“臭沟”对“芳
甸”，真是巧极！于是被大家公推为第一。

“拆合对字”和“神仙对子”虽只是两
种以对偶为基础的文字游戏，但一斑窥豹，
可以想见当年国文教师的生活情趣。先生们
对汉字、对中文的热爱，并从中自得其乐的
精神值得当下语文教师深思，当然也可由此
生发，创造性地引进我们的课堂和生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高级教
师）

在对子游戏中体味汉字之妙
丁慈矿

话题·“阅读诊断”系列⑥

师者之读师者之读 自成格调自成格调
刘波

合上500多页的
《渴望生活——梵高
传》，望着封面上一
个幽灵似的自画像，
我已泪流满面。家里
的阿姨目瞪口呆：

“您看书都能哭，那
看电视电影是不是更
要哭？”不！到了我
这个年龄，能情不自
禁无法控制地落泪是
很难的。“人是无法
把告别画出来的。”
我的眼前一直盘旋着
梵高在自己精神健全
而有理智的情况下，
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置
了 他 生 命 中 18 个

“告别”的画面；我
的脑海一直想象着梵
高既愁肠百结，又毫
不犹豫地把左轮手枪
压住自己的腹部、扣
动扳机的瞬间；我甚
至看到了他的坟墓四
周种满了金灿灿的向
日葵……

《渴望生活——
梵高传》 是美国著
名传记小说之父欧
文·斯通26岁时的
成名作，被译成 80
余种文字，感动过
亿万读者。我读的
是由北京出版集团
2021年2月出版、常
涛翻译的书。我读
了不少人物传记，为
何对此情有独钟？这缘于几年前暑假我到荷兰梵高
艺术博物馆欣赏他黄金时期最珍贵的200幅画作，进
而将其高清图仿真复制品《向日葵》悬挂于学校，感
受花瓶中14朵独一无二的向日葵的线条、色调、色
彩，感悟其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礼赞、对幸福的
渴望。让师生也能体会眼前的向日葵不再是简单的
植物，而是诚挚、热烈绽放着的生命。每每回到家，
我看着梵高的“《星空》”，被画中那种生命的、流动
的、透明的、充实的空气包围，被整个画面汹涌、动荡
的蓝绿色所吞噬，一切的烦恼、疲惫都烟消云散，留
下的只有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由此，我想通过这种已经被定位了的大师的高清
图仿真复制品走进这些艺术家，得到美的享受，进而
阅读他们的传记，读懂他们的童年、少年、中年、晚
年，了解他们的背景、性格、修养，以及命运的跌
宕，知晓时代已赋予了他们的地位以及风格。通过阅
读文学的形式与这些已被定位了的大师再度重逢，产
生共鸣，这种重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遐想、寄托甚至
是喜悦，也让我们去联想艺术家的很多不可知，甚至
会给我们带来哀伤和眼泪。

我的父亲曾是湖南省书协会员，姑姑也擅长绘
画，堂哥曾任湖南怀化师院美术系主任，他们的这种
功底与修养熏陶了我，并提供了我学习的土壤，只是
遗憾，我缺乏这样的天赋。但我从未放弃过对文学的
追求、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现在大家都很忙很辛苦，无暇去观赏一幅画，也
不懂怎样欣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上学时没
有专业的艺术教师引导、走向社会没有专门的时间
看，不少人出国旅游也仅仅停留在“梵高艺术博物
馆”“毕加索博物馆”门口拍张照留个影。

我坚持弥补自己的空白，向书本学习，向朋
友学习，不定期地去观看欣赏各种画展……并深
深体会到：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没有文学素养与涵
养，一门心思只想赚钱、打麻将、跳广场舞，不懂
得发现美、欣赏美，不营造美育的土壤，缺乏文学
素养的基因，那么住再大的房子、开再豪华的车
子，希望孩子有一个质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内涵、
品位、修养是钱买不到的，是大房子里养不出来
的。如果教师没有去过一次美术馆、艺术馆，没有
认识到耳濡目染的熏陶价值，谈美育的培养是空
洞无力的。

美的深入人心，需要人的引导，需要环境熏陶。
基于此，我利用学校艺术节，让“名画”进校园，
带领教师去赏画议画。通过观画学习，提升艺术修
养，给自己以坚毅的审美信心。世上没有第二个梵
高，但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懂得梵高画作之美的审美
人。

梵高的一生都在燃烧。任何风雨都熄不灭他对生
活、对艺术的火焰。他可以没有妻子、家庭和子女，
他可以没有爱情、友谊和健康，他可以没有可靠而舒
适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不能没有比他自身更伟大的东
西——创造的力量和才能。他的一生是现实生活的孤
独无依、穷困潦倒与精神世界的鲜艳明亮、丰满通达
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他的灵魂燃烧至今，依然照
耀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生命。

我们当下的物质生活质量远高于梵高当时，但我
们对自己的认知、对热爱的坚守是否无愧于生活？人
到了中年甚至晚年，都从不同的点、线、面寄托自
己，但又有多少人还在与文学相遇、与美学重逢，或
是借助别的物质元素。至少，我们是很幸福的人。有
文学有美学的陪伴，带给我们很多养分与寄托，在疫
情下能坦然面对，让我们能跨越人生中的无数风雨和
不可预测的种种，不至于焦虑无助甚至茫然；我们还
有献身教育的精神，倾注心血，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奋力拼搏。

我们在梵高面前照照镜子，看到的是渺小的自
己，作品中那种激荡的回声足以让我们有强大的内心
去面对比疫情更难的人生。

“时间不是用一页页飘动的日历，而是用一幅
幅源源画出的画来计算的。”梵高是一位巨人，一
位伟大的画家。他在世时是被误解、被忽视、被遗
忘的，但他诚挚的爱、他创造的美，将千古长存并
为这个世界增添光彩；他艺术的才华、绽放的生
命，将创造一个比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更单纯并更
给人以慰藉的世界；他坚韧不拔的追求、永不放弃
的精神，将激扬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勃发，赋予我们
每一个生命的能量场。直到临死前，他依旧执着地
画着《麦田上的乌鸦》，只为生命的一次炽烈的绽
放。

（作者系深圳市海旺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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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因工作需要走上教师阅读推
广之路后，我有幸与“全民阅读”同行。10
多年来，我用研究的态度来推动教师阅读，
有效推动了一所学校和一个区域的教师阅
读，并对教师有了深刻和理性的认识。

教师的阅读是“职业性”阅读

有些教师觉得有时候不知道读什么书
好，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为什么读”

“读什么”和“怎么读”著名的阅读三问之
一。

前几年，我在阅读《极简阅读手册》时
看到这样一段话：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
对于作者（伟人）而言有效的读书方法也适
用于大部分读者。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
理，有助于帮助我们打破阅读上的“名人崇
拜”。可见，很多名人谈自己的阅读内容和
阅读方法，未必有普适性。

读书是很个性化的事，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阅读基础、阅读兴趣、阅读目的，因
此也有不同的阅读需求，每位教师要学会
为自己寻找适宜之书。读书如饮水，冷暖
自知。就教师的阅读，我以为可以从三个
层面来看：一是作为人的阅读，也就是说
作为一定素养的现代人的阅读；二是作为
教师，或者说是教育人的阅读；三是作为
学科教师、班主任、学校管理人员等的阅
读。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师专业阅读一般是
指第二个层面。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在《读书之
道》一书中提出，青壮年时期的阅读是一种

“职业性”阅读。可见，教师的阅读也是属
于“职业性”阅读范畴内的。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2016年 10
月17日发布了《中国中小学教师基础阅读
书目》（基础书目篇30本），并刊发了朱永
新教授的 《专业阅读成就幸福教师》 一
文。这篇文章的标题特意强调专业阅读，
正是突出了教师专业阅读的价值。这篇文
章中写道：每个群体每个职业，都有自己
的特点，阅读的结构会不一样，会有自己
这个群体、这个阅读的专业书目，这就是
专业阅读。教师自然也有符合自身职业特
点的专业阅读。

这个书目出来之时，我认真地进行了研
读。书目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相当于专业
阅读方面的通识类阅读，面向所有学科。这
100本书分为基础书目30本、推荐书目70
本，这两个类别都分为职业认同、专业发
展、视野拓展三大类。

以基础书目30本为例，职业认同类7
本，专业发展类15本，视野拓展类8本。前
两类的书都是专业方面的著作，所占比例超
过70%。我觉得这个推荐书目，就是要让教

师通过阅读做到专业内内行，专业外不外
行。

教师的专业阅读，也有不同的层次。有
的可以很轻松地读，有的则需要正襟危坐。
有些叙事性的书，读起来很轻松，比如《第
56号教室的奇迹》；有些理论性的书，则比
较磨脑子，比如《民主主义与教育》。

我在去年的《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上读到《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一文，作者
是上海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常生龙。常生龙先
生著有《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等书，在
中小学教师中很有影响力。他在这篇文章
中，形象地用阅读“七巧板”的说法来形容
自己的阅读体系。但是从其“七巧板”的架
构而言，都是专业方面的书。

当教师自己真的不知道读什么书好的时
候，不妨从每年《中国教育报》评选的“教
师喜爱的100本书”或者中国教育新闻网评
选的“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中去适当选一
选，看有没有符合你口味的书。

教师阅读不可率性而为

有教师提出，读书是随心所欲还是只读
有用的书？毫无疑问，这两个极端都不可
取。前面提到教师阅读是一种职业性阅读，
要形成合理的阅读结构，教师阅读也不可率
性而为。

读以致用固然也是阅读的一个功能，但
是，这个有用怎么来理解？有些就是直接可
以拿来用，有些则是滞后的。我们常说，无
用之用为大用，也就是说目前看来没用的东
西到一定时候或许就会发生大作用。就像我
们阅读一些教育理论著作一样，读了并不一
定马上就能发挥作用。但教育理论的积累，
对于今后自身更上一层楼或许会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现实中，很多关于教育操作类的书很受
好评，因为可以直接借鉴。对于年轻教师来
说，读这一类的书，在模仿中成长，未必不
可。

前不久，我在读一本个人品牌建设的书
时，作者提到三个类别的书，分别是提升技
能的书，提升认知的书，提升修养的书。这
个分类对教师的阅读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比如，新教师不妨多阅读一些提升技能的
书，随着教龄的增长要多读提升认知和提升
修养的书。

因此我们要理性地看待教师的阅读，要
注意营养均衡，形成合理的阅读结构。我们
最好能制订一个阅读规划，并能有效执行。

有调查显示，教师在阅读上普遍缺少规
划。比如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调查显示，有
详尽的读书计划并且能严格坚持下来的仅占
16%，有详尽的读书计划，但坚持不下来的

占22%。如何建立一个可操作性的规划，不
让目标旗帜立了就倒掉，这样就很有意义。

制订一个合理的可执行的阅读规划，做
好在舒适区边缘发力，不要在舒适区内打
转。一个合理的阅读规划，要兼顾以下三个
方面内容：一是有一定的数量，二是有一定
的阅读品质，三是有一定的阅读产出。

教师一年该读多少本书比较合适？我觉
得教师首先要在阅读量上应该有一个底线意
识。我国每年国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近年来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在
4.6本左右。对教师而言，应该是每年至少
要读5本书才不拖全国人民的后腿。但是，
这个底线要求未必每个教师都能做到。前些
年，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阅读调查显示，每
年阅读5本以上的教师，还不到40%。

教师如何在阅读量上确立一个“小目
标”，不妨参照一下“跳一跳，摘桃子”的
说法。我国国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每年阅
读纸质书10本就进入了全国成年国民的前
10%。那么在阅读数量上，在5—10本之间
找个合理区间，对大多数教师而言，应该不
难。

教师想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就要读一
些自己稍稍努力，就能看得懂的书。这也是
让自己的阅读有品质的一个体现，因为如果
只是读与自己认知水平差不多的书，就不会
有所进步。另外，写读书心得体会文章，不
仅能更好地促进阅读，提升阅读的效果，同
时也是很好的教育写作练笔方式。

如何培养专业阅读兴趣

尽管很多人认为教师不应该只读专业
书，而是应该博览群书，但现实中，教师群
体整体上专业阅读不足还是个较为普遍的现
象。

前几年，我在《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
学校管理》上读到全文转载的《上海市中学
班主任阅读现状的调查研究》。该调查报告
指出，尽管受调查的班主任都有一定的阅读
量，但是在书籍、报刊、网络不同类别的阅
读中，娱乐、休闲的内容都排在前列，而对
于教育类，特别是与班主任工作相关的专业
书籍、报刊以及网上的内容阅读较少。

为此，该项调查的研究者建议：“中小
学班主任，除了阅读数量需要提升外，一个
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阅读质量和阅读内涵
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提高班主任的阅读品
质，需要在专业性上下功夫。”上海市的这
个调查，揭示了当下中小学教师专业阅读不
足的现状。

教师要形成专业阅读的习惯，需要从价
值认定、难度可控、时间约束、有效激励这
四个方面去考虑。

价值认定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专业阅读对
自身的意义。比如，教育部2020年7月颁布
的《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指导标准（专业发
展）》明确指出，教师要掌握专业阅读方
法，根据自身专业发展需要选择阅读书籍，
熟练运用读思结合、读写结合、读用结合等
专业阅读方法，养成专业阅读习惯。可见，
专业阅读是教师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
自身专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以宁波市镇海区开展的“每月啃读一本
书，用心写就千字文”的“啃读挑战”活动
为例进行说明。“啃读挑战”活动的参与者
要提交亲笔签名的诚信承诺书，承诺及时完
成每年12本书的“读写结合”任务，若有
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则接受主办方内部通报
并告知所在单位领导。在中小学很多教师以
工作忙碌为由远离阅读的当下，这样的做法
的确有一定的挑战性。

由于教师是自主报名参与，因此自己认
为这样的做法是有价值的。全年完成12本
书的阅读，每本书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
这样的写作门槛并不高，并且有了时间约
束。此外，完成“啃读挑战”任务，由主办
方发给完成证明，并评选先进，这是一种激
励机制。“啃读挑战”的做法，就是符合价
值认定、难度可控、时间约束、有效激励这
四个要素的。

“啃读挑战”活动的12本书，分为共读
书和自选书，共读书基本上都是专业书。

“啃读挑战”从2018年开始，第一年参与人
数为80，以后逐年增加，2022年参与者增
加到512人。由于看到参与的教师基本上都
能完成任务，并且他们在“啃读挑战”中得
到成长，因此，不少迟疑者也“躬耕入局”
了。

“啃读挑战”活动开展四年来，培育了
不少教师身边的阅读榜样。参与“啃读挑
战”活动的教师在各类分享会中表示，他们
原先也没有专业阅读的意识和习惯，有些书
以前放在书店的书柜上自己看都不会看一
眼，后来形成专业阅读习惯后，读起来也挺
有味道的。

“啃读挑战”活动只是区域层面推动教
师专业阅读的一种尝试，可以有不同的表
述，也可以有不同的操作方式。这个可以根
据教师自己实际情况确定起始目标，并且逐
年提高标准。“啃读挑战”活动，其实就是
在教师自我觉醒或外在唤醒的基础上，通过
外在监督和团队助力，并在身边榜样的引领
下，在专业阅读之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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