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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在爱的歌吟中感受诗意之美在爱的歌吟中感受诗意之美
——《短诗三首》的整体性观照与解读观照与解读

杜霞 陈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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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浙江省苍南县第一
实验小学校园门庭的两棵三角梅如
期盛放，诗人说，一朵花会叫醒另一
朵花。身处如此美好的学校场景，
我想说，一本书会连接起另一本书，
期许每一所学校都能真正接受自然
和阅读的召唤，去看见那些令人无
限向往的美与善的“光与影”。

回顾学校 30 多年的办学实践，
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价值模
型，那就是以“教育留白”促“生命自
觉”，即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从
生命质量和审美意识两个维度，让
学校关照并回归人的价值，关心人
的精神成长，关注人的人格养成，在
充分的留白中，为孩子的生命自觉
创造更多可能。我们提出的是“留
白”，而不是“空白”，正如著名历
史学者、儿童母语践行者傅国涌所
说：“留白的教育不是不读书的教
育，相反，是要利用时间的留白，
让孩子去读更多真正有价值的书。”
是的，我们非常确定的一个办学主
张就是——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
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我们憧
憬着——让所有对书和生活的热爱
都能周而复始，愈加汹涌，把学校变
得更加美好而辽阔。

从空间到时间，从时间到心间

在我们的学校，除了常规的图
书馆（童书馆）、班级图书柜、走廊悦
读角等建设外，在“书香校园”的建
设过程中，我们还特别注重对新型
阅读空间的再造，并以此去回应“让
孩子们先看到书，而不是我们期待
的眼神”的校园阅读行动。

“校长室”变身“校长图书馆”，
一面墙置上书架，购置一批经典绘
本和中西方文学经典“入驻”这里，
设计专属的“邀请函”，不定期邀约
孩子们上校长图书馆共度“悦读时
光”，让本来“严肃”的校长室悄
然成为孩子心中阅读秘密地。学校
还有一座户外校园微型图书馆，它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 B612 星
球，名字就出自法国著名作家安托
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作品

《小王子》。我们把一本世界经典变
化出一座校园阅读空间，在这里，
除了不同版本译本的 《小王子》 之
外，还陈列了三百多本中外经典的
人文读物，每一个孩子来到这里都
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联结。如
今，《小王子》 也从空间演化出一
个共读课程，扎根在我们学校的文
化里，一所被称为“小王子学校”的
学校出现了，突围了语文的学科园
地和共读目标，以更多的方式融进
孩子的世界里。

我们又借李贺的“少年心事当
拿云”诗句，建造了一座“拿云亭”。

“拿云，原来是座亭！”一句诗一座
亭，故事也就有了。“让我们一起来
到一座亭——拿云亭下，真正拥抱
闲暇，让一片云抵达我们内心，那样
才是真正的美的境界，一所学校的
教育是应当找到美的立足点的。”我
向全校师生发出了邀请，期许这样
一座充满“诗学”的亭子，能连接起
校园的心灵四季。二十四节气课程
就从这里启程，每一时，每一天，每
一季，拿云亭的风声雨声读书声，都
在悄然生发出校园的精神存在。

我们还以美国知名生物学家戴
维·乔治·哈斯凯尔的经典著作《看
不见的森林》，去命名学校一个由废
弃不用的楼顶改造而成的阅读空
间。如今，“看不见的森林”已成为
师生共读、问对、分享、休闲的一座
真实“森林”。好的教育为什么是

“森林”的样子？我们也从这里开始
寻找我们的答案。

我们发现，“如果学校空间的生
生不息，伴随着文学，它必将变得伟
大，变得深刻，变得欢愉。因为文
学，空间就能实现生命的连接：与作
者，与自己，与世界”。

在经典里浸润，在诵读中扎根

阅读新空间的不断创造出现，
无处不在的阅读得以发生和持续，
一个书香充盈的校园渐次呈现，阅
读正在以一种蓬勃的生活方式在校
园里生长起来，长成一棵郁郁葱葱
的树，滋养着一届一届的毕业学子，
朝着更大更辽阔的文学世界走去。
从《寻找古诗之美》到《寻找语文之
美》⋯⋯从《诗经》《唐诗三百首》到

《唐宋名家词选》⋯⋯学校坚持推进
“晨诵、午读、暮省”，不断引进优质
儿童读本，深度优化这种生活方式，
用诵读去开启黎明，去激发学生内
心最柔软最真切的情感。

近年来，我们从三年级开始推
出《古文观止》精选名作的三阶背诵
课程——从初阶的《陋室铭》《与朱
元思书》等 20 篇出发，一路背到二
阶的《滕王阁序》《哀江南赋序》等
20 篇，到三阶的《太史公自序》《六
国论》等 20 篇。60 篇不是一个必
须完成的定量，允许学生结合自己
的能力确定背诵篇目数，给他们留
足 背 诵 篇 目 的 打 折 空 间 ，自 由 取
舍。我们看重的是一种根植童年的
认知和审美的训练，更有一种意志
品质的挑战，使学生们在潜移默化

中建立起对于外界、对于古代文
化、对于中国古代汉语思维的认知
和感受。“培养审美更要有耐心，
不要焦躁。”古文名篇的背诵，教
师们从疑惑到惊讶，从无感到惊
喜。在一篇一篇的慢慢诵读、体会
和感受中，师生得以反复感受其中
的节奏和美。

如今，古文背诵也已纳入学校
毕业生画像的必选项，我们相信，有
了认知和审美的确立，学生们学习
语文的“思辨精神和能力”才能被唤
醒。学生们每天一早进校门，就会
浸润在优美的古文诵读广播里。每
个周一晨会，学校还会邀请若干班
级进行全班古文名作背诵展示，台
上台下一起诵读全篇古文的场景成
为一道风景。展示是一种激励，重
要的是每一个学生都准备展示的过
程，真正让他们都能在这些最明亮
的富有文学价值的语言里，实现儿
童人文气韵的教化和对童年生命的
诗意安顿。“大量诵读阅读经典古诗
文，孩子们的语文素养是不难提高
的。”这条路，我们越走越坚定。

看不见的种子，听得到的回响

“或许只有童年读的书，才会对
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孩提时，
所有的书都是预言书，告诉我们有
关未来的种种。”北岛在《城门开》中
这样看待童年读书带给他的影响。
我在傅国涌的演讲中也听到类似的
回应，他说：“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
代能遇到什么样的文本，将决定他
的精神质地、人文底色。”是的，“改
变从阅读开始”。除了古诗文诵读，
我们正在用这样的认识引领着每一
个学生去打开更多经受住时间考验
的中西方经典，去遇见一个个伟大
的灵魂，直至抵达“人类群星闪耀
时”。

前一阵子，学校上一届的毕业
生返校活动，聚会学校楼顶“看不见
的森林”空间，一个叫陈天悦的学生
留下这篇“想在千篇一律中看尽千
变万化”的文字，她在文章中写道：

“走入‘看不见的森林’，思想是猫，
好奇心是猫头鹰，牵着我一步一步
向 里 走 ，一 步 一 步 进 入 神 秘 之
国。⋯⋯于是，‘看不见的森林’真实
而虚幻，虚幻而真实。于是，‘看不见
的森林’成了充满想象与可能的天
地。⋯⋯我愿在‘看不见的森林’之
中，每个孩子都能找到‘看不见的种
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读
到这样的文字，我仿佛听到这些年
来推动阅读的每一个脚步的回响，
在学生的文字间也跃动着我们全部
的办学热忱，那就是——帮助每一
个孩子在学校的旅程中找到“阅读”
这颗看不见的种子，向下扎根，向上
生长。这或许就是我们所有走在推
广阅读行动路上的人心底最大的愿
望。

（作者系浙江省苍南县第一实
验小学校长、中国教育报 2022 年度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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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银

在对《短诗三首》深入解读之前，
我们有必要将“部分”回归“整体”，对

《繁星》和冰心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总
体的了解和把握。

冰 心 曾 说 ，“ 有 了 爱 就 有 了 一
切”，这句话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
冰心其人其诗。1900 年，冰心出生
在一个生活富足、书香盈门的海军军
官家庭，正如冰心在《童年杂忆》中所
自述的：“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
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
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
师 以 及 我 周 围 的 人 都 帮 助 我 的 思
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幸
福的童年生活给予了冰心莫大的滋
养，也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灵感
与源泉。同时，从童年时期就开始
的大量文学阅读，也为冰心走上文
学道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冰心受到
泰戈尔等国外诗人的影响，开始了
她独具风格的小诗创作。

《短诗三首》 选自冰心的第一本
诗 集 《繁 星》， 在 这 部 创 作 于
1919—1921 年的短诗集中，我们都
不难发现，冰心将童年生活中所熟

知 的 一 切 入 诗 ： 父 母 、 兄 妹 、 大
海、花朵、月亮⋯⋯在冰心童心意
识的自我表达中，诗歌的字里行间
充满了对童年生活的回望、对母爱
的讴歌和对自然的赞颂，这也成为
冰心“爱的哲学”的思想内核。但
冰心笔下的小诗并非全然处于童年
的无忧状态之中，也同时体现了她
在 短 暂 接 触 到 外 部 的 成 人 世 界 之
后，那种童心与青春意识的矛盾交
织，以及激烈动荡的外部环境对诗
人梦境的冲击。当“天上的风雨”
与“心中的风雨”同时来临，冰心
无比渴望退回到童年至纯至真的领
地，从母爱、童真、自然中寻找现
实的避风港，因此她才会在诗中以
回忆的笔触对这些主题和意象进行
反复书写，以三言两语的隽永，吐
露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借由对 《繁星》、对冰心文学创
作的整体性观照，我们就能对 《短
诗三首》 的“主旋律”有了基本的
把握，有助于我们接下来深入诗人
的情感世界，体会篇章间的内在关
联。

作为冰心文学作品的主题，对
母亲、自然和童真的爱与讴歌也作
为情感的脉络，贯穿在 《繁星》 的
小诗中，成为建构诗歌审美的重要
维系。

选入教材的 《短诗三首》，是
《繁 星》 中 的 （七 一）、（一 三 一）
和 （一五九）。“母亲啊！/天上的风
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
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
里。”《繁星 （一五九）》 中，诗人
由“天上的风雨”联想到“心中的
风雨”，两个“风雨”带来的动荡
又与 《繁星 （七一）》 中明月、藤
萝营造的静谧诗境形成鲜明对照，
映射出作者不同的心灵状态。因此
在教学时不妨将两首诗串联起来教
学，带领学生去探寻其中的情感脉
络：面对“天上的风雨”和“心中
的风雨”，诗人渴望再次回到故园
的月光下，去找寻那一方安宁的怀
抱，而那正是诗人心灵的归处。

又如《繁星（一三一）》和《繁星
（一五九）》，看似是在抒写不同的主
题，但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冰心对大

海 和 母 亲 的 深 情 有 着 内 在 的 一 致
性。两首短诗分别以“大海啊！”“母
亲啊！”的喟叹开头，在字里行间流
露出自然而浓烈的情感。对冰心来
说，大海就像母亲一样养育着她，是
冰心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冰心也曾在她的散文《母爱》中这样
感叹道：“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
那间溅跃的浪花⋯⋯”作者为什么
会在这里将母亲比作大海呢？我们
不妨将这一课外资料作为补充，结
合课文文本，引发学生思考诗人对
大海和母亲情感的相通之处，从而
让学生在文本、作者和自我情感的
游历中捕捉到诗歌的情感脉络，达
成对诗歌主题的共鸣。

同时，三首短诗也是诗人的情
感从平和宁静到奔涌升腾的过程，
从 “ 母 亲 的 膝 上 ” 无 忧 无 虑 的 幼
年，到海浪清响中思潮的涌动，再
到“心中的风雨”来临时的激荡，
如何理解作者的成长经历为她带来
的思想情感变化，和对母亲情感的
升华？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整体
性把握中去寻找答案。

1 整体性观照解读，把握创作主题风格

2 梳理情感脉络，体会诗歌的内在关联

诗歌的表情达意离不开意象，“意
象”是主体内在心意借助于外在具体
物象的表达，冰心正是通过诗中丰富
的意象系统将“爱”的主题投射到外
物 之 上 。 综 观 冰 心 的 诗 歌 ，“ 星 光 ”

“ 花 香 ”“ 大 海 ” 都 是 其 中 常 见 的 意
象，但如果脱离整体语境孤立地看待
这些意象，却很难咀嚼出其中的真味。

诗人庞德认为，“意象”是在一瞬
间显现理性和情感的复合体，是诗人
最重要的颜料和诗歌的核心，是诗人
传情达意的特殊工具。大海、花香、
星光也是独属于冰心的诗歌“颜料”，
是她传情达意的“特殊工具”。“哪一
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
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
响？”［《繁星 （一三一）》］ 用冰心
的话说，大海是自己“童年活动的舞
台上，从不更换的布景”，而花香、星
光这样的自然之物，也无一不唤起冰
心 对 大 海 的 情 感 记 忆 。“ 儿 时 的 朋
友，/海波呵，/山影呵，/灿烂的晚霞
呵，/悲壮的喇叭呵；/我们如今是疏
远了么？”［《繁星 （四七）》］ 冰心
就是这样以儿童敏锐的观察力攫取大
自然中美的事物入诗，调动自己的全
部感官去体验，并以纯朴的童心看待
它 们 ， 将 它 们 置 于 无 差 别 的 境 界 之
中。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冰心小诗中的意象已经有了自己的系
统性，这些意象或意象群统一在“自
然之爱”的命题之下，形成了冰心小
诗清丽隽永的审美风格。这也启发我
们适当引入 《繁星》 中的其他作品以

及泰戈尔相关主题的诗作，从而加深
学生对作家创作背景、主题风格的整
体理解，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学生的现
代诗积累。

把握意象的系统性、整体性，还
需要我们引导学生由“象”入“境”。
我们知道，意境是一系列意象构成的
有机整体，是意象及其触发的审美想
象与情感体验的总和。从诗歌创作来
说，“场域化”是其常见的情境建构方
法，《繁星（七一）》中那一方流淌着月光
的小小院落，正是由一系列意象所构建
起的诗意空间。要理解其中承载的丰
富意蕴，就需要学生真正走入其中，以
主体性的审美来建构澄澈完整的独特
诗境。“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
亲的膝上。”如果将每一句诗看作一幅
平面、静态的图画逐句赏读，学生至多
感受诗中所描摹的童年图景，却难以感
受到其中渐次浓郁的诗情。因为诗不
是字词的简单堆砌和诗句的线性叠加，
要把握诗歌全貌，就要努力去发现意象
与意象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诗人有意
识地通过单个“镜头”的组接、空间场景
的切换，构成了一组巧妙的文字蒙太
奇。诗中的三个画面由远及近，教师就
可以借此带领学生一步步走入冰心的
梦中故园，引导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
体会那一刻伏在母亲膝上的静谧与安
详。当然，我们也可以适当调换诗句
顺序，如“母亲的膝上，/藤萝的叶
下 ，/月 明 的 园 中 ”， 让 学 生 在 “ 镜
头 ” 的 重 新 组 接 剪 辑 中 再 次 深 入 故
园，去感受“母爱”的超时空场域。

诗歌是凝练的艺术，其有限性却也
为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留下了个性化的
延展空间。作为读者，就需用想象去丰
富和填充这些诗意的留白。那么读者
的想象从何而来？答案是，从经验中
来，以己度诗，调动个体的经验视域。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诗的形象思
维的特点就是“以己度物”，“最初的诗
人们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
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
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欲望，
这 样 就 用 它 们 来 造 成 一 些 寓 言 故
事”。这也启示我们从自己的生命体
验 出 发 ，去 揣 摩 诗 歌 的 内 容 和 情 感 。
与 溯 源 式 的、旁 观 者 视 角 下 的“ 知 人
论世”不同，这种沉浸式的、源于自我
生 命 感 发 的 诗 歌 理 解 彰 显 了 阅 读 者
的心灵价值，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拉
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

经验是想象的重要源头，对诗歌的
整体性观照，提醒我们在教学中要拓展
经验的边界，尝试打通文本与学生生活
经验、阅读经验之间的联系，将“鱼”放
回“水”中。一方面，我们要善于链接学
生的生活经验。回到“月明的园中”一
诗，此情此境下，冰心与母亲可能会做
些什么、说些什么，又留下了哪些值得
珍藏的回忆呢？这是诗歌语言中并未
言明的部分，而读者这时就可以借由诗
歌的语言线索和情感脉络，回到自己的
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之中撷取素材，去
创造性地填补这空白中的思想与情感
内蕴。又如在学习《繁星（一五九）》时，
在初步理解两个“风雨”的内涵之后，教
师就可以进一步出示教学任务：当“心
中的风雨”来临时，你会对母亲说些什
么？将你想对母亲说的话写下来⋯⋯
诸如此类，正是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生活
经历、情感体验去发现和验证诗人的心
灵轨迹和精神律动，让“母爱”超越个体

和时空，激发出共通的心灵体验，并借
由想象、联想达致与诗人的灵魂对话。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调动学生
已有的阅读经验。像“月明的园中”这
首小诗中，“月”的意象就在古诗词中大
量出现，“月”作为中国人情感的载体，
有着涉渡时空的永恒、丰富的内涵，因
此，引导学生回想和“月”有关的古诗
词，唤醒相似的审美体验，不但能够帮
助学生理解作者对故园、童年、母亲的
深切怀念，同时也能开拓出更为开阔的
文化语境。同样地，相关的散文阅读的
经验也可以被引入，如冰心在《寄小读
者·通讯十》中的自述：“我总是脸上堆
着笑，眼里满了泪，听完了用她的衣袖
来印我的眼角，静静地伏在她的膝上。
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有母亲和我。”
这就可以让学生在多文本的阅读中开
掘出更加丰富的情感意蕴。当学生的
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共同构成一个有
机整体，那么在二者的交相印证中，就
可以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本意义，获得
更加丰富、立体和完整的现代诗学习体
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
版）》指出，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整体
感知、联想想象，感受文学语言和形象
的 独 特 魅 力 ，获 得 个 性 化 的 审 美 体
验”。在新课标精神指引下探讨现代诗
教学中的“整体性观照”，不仅需要我们
纠正那种长期以来将整体感知与文本
细读对立起来的偏颇，也需要我们在现
代诗的解读和教学中不割裂其内部联
系，让诗的主题、情感、意象在与学生个
体经验的交织中彼此支持、相互阐发，
带领学生感受诗意之美，体会诗歌的独
特魅力。

（作者杜霞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副教授，陈一宁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硕士研究生）

3 探寻意象系统，走进诗意空间

4 链接个体经验视域，构筑完整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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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具有独特的人文与审美价值，是陶冶情操、培养美感、净化心灵、塑
造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然而，中小学语文课堂的现代诗教学往往缺乏“整体感知”，学生很难进
入到诗歌所营造的意境中，个性化审美体验也就难以获得，由此也提醒我们要重新思考现代诗阅
读教学中的“整体性把握”问题。

从西方文论发展演进中提出的新“有机整体”观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思路和借鉴——为了对
整体进行更好的把握，必须对诗歌整体进行必要的拆分，在此过程中读者自身将与诗歌形成一个
新的“有机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诗歌的有机整体出发，循着诗歌的脉络深入细读，再在不同层
次上反观诗歌主题、回到诗歌整体，从而深化与重构最初对诗歌整体感知的意义，在“阐释的循环”
中抵达一种新的整体。

收入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现代诗单元的《短诗三首》，出自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冰
心的第一部诗集《繁星》。《繁星》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和泰戈尔哲理小诗之长，在对刹那间灵感的
捕捉中抒写内心的情绪与体验，表达人生的感悟与哲思，其风格在《短诗三首》中也有鲜明的体
现。因此，《短诗三首》的解读与教学，也需要我们结合诗人的创作主题和风格，梳理情感脉络，探
寻意象系统，链接个体经验视域，通过与诗篇形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引导学生在爱的歌吟中感
受诗意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