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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六盘山 谭冬梅

我童年上的是村小，学校很小。我发蒙的
时候甚至村上没有学校， 是临时借用大队部
的一间房子做了教室。 那时候的大队部相当
于现在的村委会。 后来大队部很快在一个山
坡上找到一块较大的平地，建了一栋“7”字形
房子。长长的一竖是三间教室，拐弯处是一个
开放的空间，“7” 字的那一短横有两间房子，
一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另一间是学校唯一
一名公办老师的宿舍。

一开始学校没有操场，体育课没法上。大
队部一咬牙， 把紧挨学校的那一亩多地的土
圫腾出来做操场。因为原本就是一个圫，土地
是平整的。 我们那儿都是沙质土， 透水性很
好，即便下雨，雨一停地面就干了。 村民们先
用砸锤和抬硪把地面压紧实， 再在上面铺一
层三合土和煤渣，我们的操场就建成了。

这当然不是什么标准操场， 但在我们那
片丘陵山地，土地无比珍贵，小孩子拥有这样

大一片地来玩耍，简直是奢侈了。我们在操场
上学习跳高、跳远，练习跑步，也在这儿练习
下腰、翻跟头、打鹞子翻身。

这一片操场不只属于我们这些学生，也属
于村里人。农忙时节，学校放假了，村民在操场
上晒稻草，摆开大盘箕晒各种蔬菜。 冬天则在
操场上摊了大晒垫，用来晒红薯米和南粉丝。

天上有大月亮的晚上， 如果操场没有被
农民摊晒的东西占领， 我们也会跑到操场来
做游戏。 这么大的空间最适合玩“咬龙”。“咬
龙”的规则跟老鹰抓小鸡差不多。一个人站在
前面，当“咬龙者”，一个身强体壮的同学当龙
头，负责监视“咬龙者”的动向，指挥龙身移
动，后面的同学一个牵着另一个的衣服后摆，
排成一条长龙。学校在村子中心，操场上的喧
闹声大家都听得见，听到喧闹声，孩子们争先
恐后从家里跑出来， 加入游戏。 龙身越摆越
长，随着龙头的躲避，长长的队伍在操场里左

摆右甩，有时躲避不及，龙身龙尾打了结，一
群人全扑倒在地上，喧闹声更响亮了。

我们的操场虽然简陋，极不专业，但每
次我们参加全乡的运动会，名次都不错。参加
运动会之前，老师也要给同学们进行训练。铅
球、铁饼、标枪之类的器材是没有的，老师在
训练时只能告诉大家比赛规则， 真家伙要到
比赛的时候提前到赛场上才能见识。 因为操
场太小， 跑步训练也只能练起跑， 但没有关
系，更长的跑道在田野山岭之间。

结婚以后， 有一回我跟我小叔子的媳妇
聊天，我羡慕她身体素质好，她是在城郊长大
的，她很自豪地说：“我从小是运动员呢，跑步
一直是全校第一名， 不过后来参加全县运动
会，连前六名都没有得到，名次全被你们那些
山里来的小孩子得去了。 后来嫁到你们家才
知道，你们出门就要爬垅上坳，脚力好得很，
我们哪是对手！ ”

童年的操场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汤素兰

国庆长假，平常拥堵得一塌糊涂的长
沙城，清静了不少。 在家乖乖宅了 3 天以
后，我和先生终于按捺不住，走进了和煦
的秋日暖阳，去感受丹桂的飘香和空气的
灵动。

先生也算是个文艺青年， 提议去长沙
河西新落成的美术馆看油画展， 我欣然许
诺。美术馆以画家李自健名字命名，1.5个亿
的投资和所有的作品都出自他本人。 李自
健，年逾六十，湖南邵阳人。他历经磨难， 30
多岁才考进广州美院，毕业后分配到长沙市
群艺馆做了一名美术老师，这期间陆续有他
的作品发表获奖，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 然
志存高远的他，自费报考美国艺术学院研究
生，对艺术的孜孜以求、坚忍不拔和博大慈
爱的胸怀深得星云大师的抬爱，收为高僧的
关门弟子。 功成名就后，为了回馈生养他的
家乡故土，他自建美术馆，终身对外免费开
放。如果说逼真细腻、无可挑剔、充满人性光
芒的画是一席丰盛的艺术精神大餐，令人震
撼，那么，李自健至深、至爱、至善的人生励
志故事，同样令人震撼，唏嘘！

两个多小时的画展参观， 已接近晌

午，在独具风情的艺术餐厅用餐后，我们
乐此不疲， 带着满载的收获和满心的欢
喜，向下一个目标进发。

巴溪洲， 位于湘江西岸望城坪塘，一
个近在身边却无人知晓、 被人忽略的福
地。 我们徒步徜徉在通幽小径，绿丛中花
红点点，垂柳婀娜婆娑；靠近湘江，可听见
水花滔滔、船舶轰鸣与岛上的鸟语蝉鸣交
相互和，此起彼伏。 走乏了，困了，掬一汪
清水，洗一把脸；或索性脱了鞋，在木椅上
小憩片刻， 在碧绿如毯的草地上铺上垫
子，躺在上面，任身体舒展，任思绪不羁不
绊，吮吸着大自然无偿的馈赠。此刻，万籁
此皆寂，惟闻蝉鸣声，无人世纷扰，未必与
成就、富足、繁忙相关，美哉悠哉！

人生最曼妙的景致，不一定在人声鼎
沸、趋之若鹜的地方，而竟是一个画展赐
予内心的滋润、从容，一个天人合一的洲
岛带给的宁静和安详。诸葛亮《诫子书》中
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
这份从容、 宁静和滋养中看不同的天地，
听不同的声音，读不同的故事，与更好、更
辽阔的自己重遇。

“泉水清波荡漾，小岛优雅立于水面，
村民沿岸漫步，鸣鸟掠过天空……”看到老
乡同事发来家乡泉塘新貌视频时， 我的心
立马飞回了家乡泉塘所在地———水雾弥漫
的“泉塘湾”。

家乡是一个三面临山、 一面临河的村
庄， 离河岸不远的地方有一口神奇又美丽
的大泉塘，泉水灌溉着大半个村庄，这里就
是被远近村民赞为宝地的“泉塘湾”，有古
语为证：“头枕大屏山，脚踏泉塘湾，只要撞
得正，银钿有箩担。 ”

其实，“泉塘湾” 周边的山就有些奇特，
山貌似狮似虎，故名为狮形岭、虎形山等。当
然，最负盛名的还是神奇的大泉塘。 泉塘水
面半余平方华里， 中间有个天然的小岛，岛
上是水鸟、水鸭栖息的天堂，也是我们童年
时代现实版的奇妙童话———要知道，在那闭
塞年代，小岛给了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多少奇
妙梦幻与快乐。 奇妙的泉塘，也给了历代汉
子们朴素的梦想———曾几何，历代村民想见
识塘底却未能如愿，终于，到了有抽水机的
年代， 几位汉子用两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
抽，抽了两天两夜，终究没能抽干泉塘的水，
没能见到泉塘的底———泉塘底部有一股直
径七八米的水柱，这怎能抽得干？

“泉塘湾”被赞为宝地，更是缘于清甜
又冬暖夏凉的泉塘水。记得那时每逢夏天，
方圆两三余华里好些村民都会在劳作之余
来到泉塘消暑， 泉水不仅卸去了村民的燥
热与疲惫， 还为村民餐桌免费添上清甜的
鱼虾———泉塘岸边石缝里终年藏着鱼虾，
村民都爱抓些回去改善生活。 泉水还特别
慈爱，泉塘周边生生息息这么多人，且消暑
的人常常半夜还不肯离开， 但从未发生过
淹死人事件。

“泉塘湾” 最令我着迷的是垂柳和水
雾。 泉塘周边的村道、河道、水渠及大大小
小泉塘岸边都长着杨柳。 一年四季，垂柳依
依；秋冬时节，泉塘、水渠泉水温热，水面腾
起丈把高的水雾，整个村庄都像仙境一般。
人在村里走，真像画中游！

近些年，泉塘水质被严重污染，“泉塘
湾”美景不再，富裕了的村民们总因此而心
里落空， 终于， 今年开始全面整修泉塘水
系，且据说村里正规划还“泉塘湾”美丽仙
境的建设。今天，见到整修后泉塘风景视频
时，我坚信“泉塘湾”的水雾即将尽情升腾
弥漫……

泉塘湾的水雾
醴陵市东富中学 李冬云

最曼妙的景致
□ 杏芙

诗歌，是主情的。 我想，每一首诗，都是诗
人在心灵自由、思维活跃、情感奔放时的激情
宣泄。 由此，形成了诗歌的基本特征：语言精
省，意象绵密，意涵深永，情感炽烈。 诗歌，又
是审美的。 读诗，是一种愉悦的心灵享受。 由
此，诗歌教学应把握两个主切口：情和美。

一、融情入读诗歌
讲解李清照词《声声慢》，整节课我用一

个“哀”字贯通始终：①哀寻，晚年孤苦孀居的
李清照， 完全不相信曾经对自己深情呵护的
丈夫，真的就阴阳两隔了，于是，在房间的每
一个角角落落细心寻找；②哀戚，遍寻不着，
这位孤独的老人，感到了冷清彻骨的寒意，无
法忍受，只能伏枕而“戚”；③哀饮，悲情涌来，
醉酒浇愁，酒却如针，针针直扎伤心血；④哀
忆， 抬头见天上一行行掠过的大雁， 触雁生
情， 那是山东章丘老家筑巢的大雁吗？ 到最
后， 诗人极度凄苦悲哀之情喷涌而出：“这次
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节课里，一个“哀”字，活生生展现出一
位国丧夫亡、飘零异地、孑然一身的凄惨孀妇
形象；一个“哀”字，渲染出整节课堂愁惨凄厉
的氛围，让每一个学生凝神屏息，融入情境，
真切感触一位丧夫离家老妇的飘离之痛。

《卫风·氓》这一节课，我在备课时，提炼

出诗中情感的主线：怨。 怨谁？ 怨氓。 一怨氓
的始乱终弃：当年我貌美如花，其叶沃若，你
左缠右骗，现在我人老珠黄，其黄而陨，你就
二三其德，心移他人；二怨自己的轻信轻率，
轻信你的甜言蜜语，一见钟情而“送子涉淇，
至于顿丘”，轻率成婚，“子无良媒”我就“秋以
为期”；三怨家人的不理解，“兄弟不知，咥其
笑矣”。 一个“怨”字，活脱脱展现出一位经历
婚爱惨痛的女子内心的悲苦无奈形象。

把握了诗歌之“情”，就把握了诗歌的基
本点，阅读诗歌就会驾轻就熟，直达诗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文学
科的核心素养包括四个方面： 语言建构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
传承与理解。 这是一个总的概括，我想，不同
的文体应该“依体而教”，诗歌教学，是否还可
以增添一个核心素养，即情感体悟表达。

如何引导学生体悟诗歌之“情”，方法则
多种多样，有显性把握，通过诗中的“情语”直
接悟出；有隐性理悟，通过诗歌的意象描写、
典故运用、表现手法、细节描写等多个隐性角

度，引导学生理悟诗歌之情。
二、悦美体验诗境
一首诗歌，无论你从哪个方面去审视，去

欣赏，它都是美的，闻一多说新月派的诗歌有
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其实，诗歌之
美体现在各个方面，有外在的结构美，有描写
的形象美， 有营造的意境美， 有流动的音乐
美，有内含的人文美，等等。 仅就其意境美来
说，有或雄奇阔大、或旷达开朗、或苍凉悲壮、
或沉郁深邃的阳刚美，有或浓艳瑰丽、或淡泊
静谧、或清新素雅、或凄冷寒凉的阴柔美。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表述说，“审
美鉴赏与创造”是语文学习的核心素养之一，
由此，我们语文老师，需要引导学生对诗歌进
行审美欣赏。

《卫风·氓》虽然是一首哀怨诗，我们依然
可以从“美”的角度来欣赏这位典型东方美女
形象：①外貌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想
象的比喻写法， 写出一位青春女子的美貌容
颜；②痴情美，第一次见面“送子涉淇，至于顿
丘”，而后“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不见复关，泣

涕涟涟”，将自己一颗春心萌动的纯情少女之
心，全部系于男子；③勤劳美，“自我徂尔，三
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
有朝矣”，典型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④忠诚
美：“女也不爽”，简洁的四个字，掷地有声，这
次婚姻变故，女子无一点差错，从一而终，忠
诚于夫。 ⑤隐忍美，“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婚
姻不幸，女子没有诉求娘家，而是把所有的苦
痛独自吞下； ⑥自立美：“反是不思， 亦已焉
哉”，既然无可挽回，那就重新开始吧，此时的
这位卫国女子， 不是死缠烂打， 不是苦苦哀
求，而是自尊、自爱、自立。

你看，这样，一番“美”的欣赏，站立在我
们眼前的，不是一位悲情怨妇，而是一位具有
生命尊严、人格独立的东方美女。

再如《采薇》一诗，很多老师教学时，或从
慷慨激昂入笔， 或从忧愤悲苦入眼。 这是对
的，较好地理解了诗歌的内涵。 但是，我们是
否可以从“美”的角度来悦赏呢？ 美在三方面：
一是戍边将士身后的家园美； 二是出征将士
军容之壮美；三是对故乡佳人的相思美。 这样
的引导教学， 真的让学生沉浸在美的回味当
中，意蕴悠长。 诗歌教学，审美体验很重要，以
学生的心灵体验为基础， 达到心与物、 情与
景、形与神、意与象的生命感悟。

融情而入，悦美而出
———古代诗歌教学的两个主切口

长沙市南雅中学 陈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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