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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在一个名叫“青青杏
园”的班级里，有 50 个可爱的“小
豆豆”，他们和杏子老师一起，聊
天、阅读、朗诵、游学⋯⋯他们真
诚、自由、快乐，营造着属于自己的

“巴学园”。他们尝试用文字记录下每
天发生的故事，也让全国的小读者们
知道了，在“山海之城”的珠海，有
这样一群小豆豆，正记录着那些“山
的味道”“海的味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读者加入到
“成长日记”的写作中，一套面向全
国“小豆豆”及其家长们推出的读写
用书 《小豆豆成长日记》，终于和大
家 见 面 了 。 从 学 前 阶 段 的 “ 童 蒙
篇”，到小学一至六年级，每一个参
与成长日记的孩子、家长、教师，都

将看见语文、看见生活、看见自己、看
见社会和世界。

这是一套教会儿童学习语文的书。
如何激发灵感，唤醒共鸣？如何遣词造
句，谋篇布局？如何抒情达意，立意修
辞？在 《小豆豆成长日记》 中，似乎找
不到专门“教”语文的主题和内容，可
是细细品读，你会发现孩子们学习阅读
和表达的“技”与“道”，都蕴藏在这
座“宝藏”里。《素材收藏家》 告诉孩
子积累素材的秘密，《思想者说》 培养
孩子形成自己独特观点的能力，《寻找
属于自己的句子》 唤醒孩子模仿的欲望
和创造的激情⋯⋯一次日记，就是一次

“输入—链接—输出”的过程，也是一
次阅读和表达相得益彰的美妙体验。学
习语文，是慢慢爬坡的过程，或许会遭
遇困难，或许会碰到瓶颈。当孩子们需
要的时候，蒙蒙老师、诗诗老师、礼礼
老师、乐乐老师总会不期而至，带着你
走，又轻轻地放手⋯⋯

这是一套赋予儿童生活主题的书。
《小豆豆成长日记》 倡导儿童过“有主
题的生活”，在每一册日记书的“阅读
指引”页里，我们能看到儿童生活的主
题序列，它们依照儿童成长的不同阶
段，渗透节气时令，紧扣校园生活，为
孩子们每一个月的生活赋予了各不相同
的主题，让他们感受到：生活，原来有
许多不一样的精彩！

这是一套引导儿童自我成就的书。
把人格教育作为第一教育，培养“身体
好、学习好、性格好”的新三好学生，
这是成长日记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积极回应。在这里，孩子们阅读的
知识、写下的反思，正在悄然转化成
他们的生活信念，转化成他们人格和
气质的一部分。在“青青杏园”，一个
曾经结巴的孩子有一次特别流利地朗
读了一篇课文，一个孩子在日记中这
样记录：

“宝贝，不着急，我们一起慢慢
说——”杏子老师温柔的目光和话语让
教室里十分安静，大家都和杏子老师
等着他慢慢地把这句话说完。而在这
之后，杏子老师总是会找到梁甘达的
可爱之处，同学们也都喜欢找他一起
玩。他听到课间音乐时，还会乐颠颠
地跑上讲台和同学一起舞蹈。六年的
时间，那个说话结巴的小男孩就这样
不见了。

这一言一行都被孩子们记录着。
其实，写作即是做人，“知行合一”在
这里得以实现，孩子们在读写中成就
了自己。

这 是 一 套 培 养 儿 童 面 向 未 来 的
书。在兴发教学理念的引领下，成长
日记融入积极心理学——幸福、情
绪、规则、理性，构建良好的人际关
系——开放、包容、合作、竞争，渗
透面向未来的生涯教育——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在这一切中，我们可以
憧憬小豆豆们成为未来公民的模样。

斯宾塞认为：教育为未来生活做
准备。“身边的职业”“我的职业初体
验”“多种多样的职业”“我的职业规
划”⋯⋯成长日记循序渐进地为孩
子 们 带 来 关 于 职 业 的 启 蒙 和 认 知 ，

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长大之后我想
成 为 ⋯⋯” 的 人 生 志 向 ， 让 他 们 带
着憧憬和使命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

这 是 一 套 打 开 儿 童 精 神 世 界 的
书。成长日记倡导儿童“走出去”，看
见“有形的世界”。在那里，感受草木
的枯荣，触摸山海的心跳，见证人文
的变迁；我们可以跟着诗诗老师，环
游世界做苹果派；跟着礼礼老师，踏
上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孩子们将偶遇
许多意外和惊喜，他们会发现，世界
是一间更广阔的教室。而在世界的另
一边，还有一个“无形的世界”，那里
是一个文学、历史、哲学更广阔的精
神寰宇。鲁迅、冰心、朱自清、海明
威⋯⋯你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作家的名
字；《史记》《战国策》 ⋯⋯一段段历
史以故事的形式，引领我们回到中华
文明的原点；《诗经》《论语》《古文观
止》 ⋯⋯每一部经典都在传递着五千
年文明的智慧。这一切，无疑是涵养
儿童精神成长的营养。

也许，《小豆豆成长日记》 拥有许
许多多美好的关键词，但是，总主编
严杏老师更愿意用“生长”这个词语
来表达她对小豆豆们的祝福和期待。
她说：生长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教育
更多的应该是感染、是吸引，是兴发
孩子自觉地、自然地生长。我们能做
的就是顺应孩子们生长的轨迹，把他
们带到生命的远方。我们期待教育的
田园会呈现“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
辉”的美好境界。
（作者系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小学副校长）

《小豆豆成长日记》：看见儿童“生长”
王慧杰

从 《绿光芒》 到 《黄麦地》，梅子
涵老师的书写一如既往地深情款款，
以他朴实无华的文字呈现别有洞天的
人生风景，而且每一道风景中都闪耀
灼人心眼的光芒，飘荡令人沉醉的麦
香。领略过这样的光芒，我们的眼睛
会发现更多的“鲜艳”；品尝过这样的
麦香，我们的心底会萌生更多的“缠
绵”。这些“鲜艳”与“缠绵”，来自
梅老师对于人生的独到观察、体验与
感念，来自他看似“不动声色”而实
则“奔涌浩荡”的书写，素淡、克
制，又深情隽永。

《黄麦地》 的题记中写道：“平常
人难写出光辉的大自传。小叙事中的
一切都是烤成大面包的一粒麦香，也
是岁月颈项上的颗颗珍珠。我献给自
己，也献给普通日子中的阅读人。如
果它们也属于你，那便是我们一同的
歌。”初读 《黄麦地》，是我从北京回
南京的高铁上，窗外倒退着闪过一片
片收割过的麦地，在夕阳的照耀下闪
烁着金色的光芒。不由想到，梅老师
笔下耕耘的“黄麦地”，既是曾经麦
穗饱满的丰收田地，也是被收割过
的安详天地，一垄垄地盛放着对青
涩成长的安抚，盛放着对流金岁月
的告慰。一如采得百花酿成蜜的蜜
蜂，《黄麦地》 中“缭绕”的一缕缕
麦香，也是来自作者对一株株麦穗的
频频回顾、对一粒粒麦子的细细咀
嚼。馥郁的香气在他的笔尖一点点漫
溢——但非倾泻，因其“醉翁之意”
是要把这样的醇香再“缭绕”到读者
的心头和眉梢。

梅老师喜欢写也善于写生活，且
写足了生活的“味道”，因为心中有，
所以笔下有。他在 《那一年坐在台阶
上》 中感叹：“岁月的方向是往前，岁
月的结果是消失和增添。”重访岁月，
有些味道因为经过时间的烹饪而更为
醇厚。生活的味道离不开物质意义上
的食品味道，就像普鲁斯特在 《追忆
逝水年华》 中提及的打开它记忆闸门
的玛德琳小蛋糕那样，梅老师也写了
种种平平常常但却令人心心念念的味
道。《保姆外婆》 提到了外婆做的家常
菜给人带来的念想，因为那是清爽的
味道，是家的味道和爱的味道。“就在
这穿透过好久年月的叹息般的声声话
语中，那一桌的菜和已经离开了二十
多年的外婆，就都在眼前，连外婆的
菜的颜色、味道都清清晰晰、恍若飘
溢出。”第一篇富有人生温度和长度的
忆怀，奠定了全书亲切而绵长的味
道。《鼓点》 中写“‘扑通’的少年，
什么味道都好”，那是节奏明朗的相伴
成长。《咖啡》 则从上海咖啡里看见了
清苦日子里的鲜艳，而真正让作者难
以忘怀的是某些味道的“后劲”。“等
到后来讲起来，都是笑一笑。后来的

笑一笑，意思都会绵长，它是慢慢煮
出来的香味道，比咖啡煮的时间要长
很多很多⋯⋯它是连带了许多记忆
的，它有无限的留恋！”这份浅浅淡淡
的诉说中包含着多么宽厚的理解和通
达的爱。

梅 老 师 下 笔 时 有 着 许 多 这 样 的
“后来的笑一笑”，但是也有许多情不
自禁的“流泪”，且常是笑与泪同在。
毕竟，生活的味道从来不止一种，了
不起的作家不仅能写出种种味道，而
且还能将不同味道自然地杂糅，如同
生活本身那样实在。梅老师的散文情
感静水流深，常在他所赞叹的“鲜
艳”背后藏着伤感。他写人物多是
简 笔 勾 勒 ， 寥 寥 数 笔 即 显 其 神 采 ，
有时还以小人物的轨迹照见时代的
辙印，融入自己深沉的情思。这样
烹煮的故事，味道必然是丰富和浓
郁的。《指挥家》 写年轻时在海边农
场 大 草 棚 里 看 交 响 乐 的 排 练 和 演
出，平静地讲述“大家彼此地你改
良我、我改良你”的年月，巧妙地
以田菁来写这独特的场景：“大草棚
里 面 也 会 有 田 菁 一 根 根 地 从 墙 角 、
墙根的泥里长出，它们生机勃勃地
和 交 响 乐 融 合 在 一 起 ， 真 是 很 滑
稽、很特别、很美丽。”当他在几十
年后看到高龄指挥家在大广场优美
地指挥一个城市的大合唱，看到了
围绕着美好旋律的一切都融合“在
美丽祖国的天空下”，不由“眼睛湿
润”。这份“湿润”里有着心潮澎湃和
思绪万千，但他不去交代，一切尽在

不言中，留给读者去体味和思考。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大散文常追

求思接千载、神游万里的宏阔，而梅
老师的散文口味似乎更倾向于娓娓道
来的“小桥流水人家”，自有其耐人寻
味的深细。他一往情深地书写童年的
味道、亲情的味道、师长的味道、友
谊的味道、教育的味道、青春的味
道、成长的味道、诗意的味道、哲思
的味道，日常和非日常、平凡和不平
凡的味道⋯⋯而酿出这一醇香味道的

“日光”，是永不褪色的记忆、生生不
息的怀念以及日久弥深的感恩之心。

“写作文学，要看得见‘脚印’。”这是
《窗口文学课》 中提到的来农场作讲座
的作家的教导，激荡了当时文学青年
的 心——“ 那 一 刻 我 听 得 沉 默 而 澎
湃”。《黄麦地》 秉承了这一文学写作
的神髓和激荡，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普
普通通又感人至深的“脚印”。这些脚
印有力度，并且还有热度。比如他写
农场生活，虽看到其艰辛和委屈，但
并不陷入抱怨，而是用辩证的眼光去
打量，用通透的心去过滤：“谢谢那个
我们并不情愿的时代和我们年轻生命
的被流放，但是我们怀念它、感激
它，我也是在那个时代的被燃烧中成
了一个作家，我常常在自己的文字间
写出着自己很释然的情感，每一块砖
和瓦的烧制除了需要泥土，还需要煤
屑，它们被混在一起，成为一体，才
有了后来的鲜艳和结实。”（《东部浪
漫》） 这样的智慧结晶乃是由沉淀的
人生经验淬炼而成，敦厚而又透明，

结实而又有弹性，折射出多彩的光芒。
《黄麦地》 中的篇章主要瞩目于过

去的人事风景，也加入了对于当下童
年的观察和思考。《致辞小学生》 中，
他语重心长地写道：“长大不只是在作
业和考试里，生命的分数还在奔跑和
跳跃间。”即便是对属于数学的“计
算”，在他看来也需要“生命情感、文
学诗意、哲学思维”。类似的省思如星
光般闪耀在字里行间，这些乃是出于
对健康、健全、健壮的生命姿态的崇
尚。他呼吁重视文学的力量，精辟地
概括了“学会朗读”的意义：“为了让
世界可以听见故事和诗，让文字、文
学在声音里散发出难料的柔情、力
量、情理、诗意；让四季的路途人在
夜的漆黑和黎明的光芒中走走停停，
呼吸匀称；让真实日子和想象心愿可
以同一个旋律地协奏⋯⋯”他感谢朗
读者用深情“把一个个原本只是黄铜
的故事和文学朗读成了金子”，事实
上，他也用自己的深情、慧眼和耐
心，淘出了生活矿藏的金子。着迷于
文学魅力的梅老师，就像耕种庄稼的
农民一样，全心全意地“栽种文学”。
这部文集以其中的一篇 《黄麦地》 作
为书名，不仅是向为艺术而生的凡·
高致敬，也是在传递他的文学理念：

“文学写作也是栽种，一粒小种子长出
金黄，照样遍地人间。”他捡拾 37 根
麦子，献给只度过了 37 个生命年头而
其作品则流芳百世的艺术家，这种别
致的纪念方式源自其学识，更缘于其
炽爱，这样炽热的呼应也会回荡于读
者的心间。光阴的味道从“熟透”的
书写中弥漫开来，让浮躁的心沉静下
来，去品味那研磨了所有人的岁月。

有些书是可以一目十行去看的，
有些书是需要一字一句去读，甚至读
完还要回过去再盘旋几遍的，梅老师
的散文无疑属于后者。再读 《黄麦
地》，是在从南京到库尔勒的飞机上。
降落前，机组通知要把遮光板全部放
下，整个机舱只有我头顶的一盏灯亮
着，恍惚中，感觉那是我手中捧着的

《黄麦地》 散发的光亮。三读 《黄麦
地》 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窗外掠过
黄 色 的 塔 克 拉 玛 干 大 沙 漠 。 想 起

《小王子》 中和小王子相遇在撒哈拉
大沙漠的小狐狸，它和小王子告别时
说起以后看到金色麦浪就会想到有着
金色头发的小王子。同样，在我们邂
逅了这部不厚但暖的 《黄麦地》 之
后，当生活中一片片“黄麦地”迎面
而来时，我们也会想起曾经阅读的那
许多温存的文章中洋溢的醇厚麦香，
或许，我们还能从心底听见风吹麦浪
的动听歌唱，那属于我们自己的念
想，也属于每一颗认真生长、饱满如
麦穗的灵魂。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黄麦地》：光阴的味道
谈凤霞

品读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
非是个例子，凭借这个例子要使
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习阅读和
作文的熟练技巧。”语文如何进行
高效阅读？叶圣陶先生为我们的
语文学习和阅读指明了方向。下
面我们以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
张中行的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为例，试着渐渐推开语文阅读的
大门。

推开情境沉浸之门

林花谢了春红，时光匆匆。
叶圣陶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 35
年了，但不尽的思念依然魂牵梦
萦。张中行如何写叶圣陶先生离
世的感受的？我们不妨暂且先让
学生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春节印
象最深的图景和声音，洋溢着什
么样的气氛。然而，此时如果惊
雷般听闻你最亲近的或最尊敬的
人去世了呢？然后让学生走进课
文，品读“外边正响着鞭炮，万
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
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
悲哀”。

阅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
沉浸在作者的作品里，哭，我亦
哭，笑，我亦笑，在身临其境中
与作者、与作品紧紧拥在一起。
那尝试一下与作者、与作品对视
对话吧，让一切忧乐沉浸在自己
的 心 头 。 就 像 李 白 ， 相 看 两 不
厌，独坐此景中；就像杜甫，却
看 家 人 愁 何 在 ， 漫 卷 诗 书 喜 若
狂 ； 就 像 苏 轼 ， 穿 林 雨 声 何 妨
行，一蓑烟雨任平生。

推开思维发散之门

纵横凌云笔，我思故我在。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发散思维，
我们的语文阅读及写作将如何走
向远方。不妨每一篇课文都尝试
一 下 画 一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思 维 导
图。如何画好这个思维导图呢？
思维头脑即核心，自然是文章的
题目。如何进行发散呢？一是围
绕作者及作品发散。例如本文的
作 者 张 中 行 是 著 名 学 者 、 散 文
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
想史的研究，与作品的主人公叶
圣陶先生交往颇多。不妨边阅读
边思考：作者的人生有哪些特殊
经历？作者的写作有什么风格？
作者的作品哪些与本文类似或有
关联？二是围绕主人公及其精神
进行思维发散：我们对主人公知
多少？主人公的性格与精神是什
么？与我们学过或读过的哪些人
物有相似之处？三是单元及教材
类文发散。课文在整个单元中处
于什么位置？为什么在此位置？
本单元的课文有什么共同主题？
有什么不同点？与这篇文章同类
型或相似类型的写人叙事文章还
有很多，不妨让学生找一找，可
以先从七年级下册找，像 《邓稼
先》《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
行片段》《阿长与 〈山海经〉》 等
课文都可以比较阅读一下，也可
以从其他学期的教材找，如七年
级上册学过的课文 《再塑生命的
人》《纪念白求恩》 等。

推开乐读趣读之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阅读文章要善于在
获 取 知 识 中 享 受 其 中 独 有 的 乐
趣。如何乐读趣读呢？一是欣赏
文章语言之美。比如课文中“躬
行君子”“念，顺口，听，悦耳”
等重要的词语或句子，要学会在
快乐阅读中思考其中的内涵。二
是探究人物精神之美。比如文中

“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未
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
到了”，亦可再联想一下叶圣陶先
生改名且躬行的小故事；再比如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
重视‘简洁’”等表现了叶圣陶
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亦可让学
生联想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
的语言故事。三是可以让学生找
一找自己认为文章有趣的地方，
让学生尝试着趣读或表演。如叶
圣 陶 送 客 “ 一 定 还 是 走 过 三 道
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
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
人上路才转身回去”，这样大师级
人物的待客之道是我们难以想象
的，可以让学生在趣读或表演中
陶冶自己的心灵，提高自己的道
德情操。四是学会于无声处听惊
雷。我们可以对文章的局部或全
文进行拓展，如可以联想当前流
行的歌曲 《罗刹海市》 是如何十
年磨一剑而简洁叙事的，进而思
考叶圣陶先生创作简洁的写作精
神对我们的启迪；亦可以让学生
像趣读 《西游记》 那样，倒过来
读一下课文，能否妙趣横生，又
或许有些许新发现呢？我们还可
以结合叶圣陶先生 《稻草人》《古
代英雄的石像》 或张中行 《负暄

琐话》 中生动幽默的语句进行拓
展比较，那看似乏味的读书就会
顿然趣味无穷。

推开悟读疑读之门

千淘万漉虽辛苦，豁然开朗
始 得 金 。 阅 读 文 章 不 厌 百 转 千
回，关键是要领悟文章的精髓。
比如阅读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除 了 领 悟 叶 圣 陶 先 生 的 为 文 之
道、待客之道、律己之道外，还
有领悟叶圣陶先生教我们阅读与
写作的真谛，比如这篇文章对我
们为人为文有什么启示？学习了
本文，能不能选一篇自己创作的
文章，按照叶老的要求再修改一
下？当然，除了悟读文章外，还
要学会疑读文章。例如本文中叶
老所主张的应该简洁，这个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列举了“太”的
用词示例，文中认为“吸烟不太
好”应为“吸烟不好”，“那个人
我不太认识”应为“那个人我不
认识”，是不是如叶圣陶先生所说
的“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
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
简洁合理”？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可以引导学生去讨论、去争
鸣、去质疑。

推开名篇名著之门

汝果欲学文，功夫在文外。
细读课文的注释，我们会发现还
有许多作品等待我们去阅读，去
欣赏。一是可以阅读叶圣陶先生
或本文作者张中行的作品。叶圣
陶先生不但是语言大师，还是文
学大家，他的代表作 《倪焕之》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
作品，再现了以主人公倪焕之为
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生
活道路，在拓展阅读中可以推荐
学生读一读，至少要了解这部名
著的创作背景、故事梗概及艺术
特色。亦可推荐他的童话 《稻草
人》《小 白 船》《古 代 英 雄 的 石
像》 等，或者推荐阅读张中行的
代表作 《负暄琐话》 等。二是让
学生读一下有关回忆叶圣陶先生
的文章。课后练习积累拓展中推
荐阅读吕叔湘先生的 《怀念圣陶
先生》，还可以阅读肖复兴的 《怀
念我的老师叶圣陶先生》 等。三
是寻找名家大家的文章，跟大师
学大师的风采，如鲁迅的 《关于
太炎先生二三事》、萧红的 《回忆
鲁迅先生》 等。四是结合新课标
推 荐 的 名 著 ， 如 鲁 迅 《朝 花 夕
拾》 中 的 《范 爱 农》《藤 野 先
生》、孙犁的 《白洋淀纪事》、罗
曼·罗兰的 《名人传》 等，都可
以拓展阅读一下，不管是精读还
是略读都会有所收获。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
众篇明。东篱采菊，悠悠南山，
推开阅读的大门，沉浸在阅读的
惬意中，不知不觉秋色已深，累
累硕果挂满枝头，时间世间之美
就在我们的广袤视野里，就在我
们的心灵深处。

（作者系山东省鄄城县左营镇
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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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写作也是栽种，一
粒小种子长出金黄，照样遍
地人间。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梅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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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涵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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