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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统编教材修订、“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
的契机，陈洪看到了一丝曙光，而曙光背后是大学的发力，

“大学教育不应和中小学教育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大学要发
挥好引领作用，诗词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诗中芳华，教与你知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聂际慈

每一所底蕴深厚的大学，都有
不同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建设是
高校的基本办学职能之一，站在历
史时空的维度看，任何一所大学最
后积淀下来的就是文化。当前，大
学文化建设中，各高校“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纷纷在办学历史、特色
学科、人才培养等领域，挖掘有代
表性的文化资源，并通过生动鲜活
的方式呈现出来，期望达到以文化
人的效果。

笔者长期在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求学和工作，一直在思考如何通
过艺术的方式，讲好大学故事。在传
统的思维习惯中，大学文化建设无
非就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看上去一定要热热闹闹。健康向上
的文化活动当然是必要的。但笔者

觉得，大学文化建设只有深入大学
精神的内核之中，才能真正彰显大
学文化的厚度、力度和温度。

笔者所在的大学，地学行业特
色和优势十分明显，但在面向社会
公众讲好地质故事和大学故事方
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两年前，
笔者意识到，自己可以充分发挥绘
画的特长，把大学故事“画”出来。于
是，笔者以祖国山河、野外地质考
察、地学大师为主线，从最近几年来
画的一批画稿中，挑选了 20 张有代
表性的钢笔画稿，然后“量体裁衣”
撰写文字脚本，最后组成图文并茂
的连环画，定名《地质初心交给祖
国》。笔者之所以拟定此名，就是因
为无数地质工作者，把青春、知识、
智慧和人生梦想，都献给了我们伟

大的祖国。
8 月下旬，笔者将此连环画做成

网络版本，在学校官方微信和个人
微信推送。原本只是打算在新中国
七十华诞来临之际，营造一种向上
的氛围。但是连环画推送后，国内地
质领域的十多家网络新媒体纷纷转
载。几家媒体还对笔者进行专门采
访。这完全超乎笔者的预料。很多网
友称，从一幅幅画稿中，他们看到了
自己曾经在野外地质勘探的影子。
还有人说，画稿有情怀，地质工作就
是那样的！

类似的赞誉非常之多，笔者没
有沾沾自喜，反而冷静地思考一些
问题———坦率地讲，笔者虽习画多
年，但绝对算不上高手，为什么连环
画在广大地质人当中引起共鸣呢？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地质勘探都是非常令人羡
慕的工作，漫山遍野寻找资源宝藏，
确实有一些浪漫主义的意象。电影

《年轻一代》及其插曲《勘探队员之
歌》，深深地影响无数年轻人，使他
们终身选择与地质工作为伴。这足
以证明，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人的影
响是深远和无形的。然而改革开放
之后，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很少涌
现出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不得不
说，这是遗憾，应该深思。

用连环画的方式讲述地质人的
故事，笔者颇有热情。连环画在多数
成年人眼里是“小人书”，是供消遣
的读本。其实这误解了连环画。连环
画篇幅虽小，可是极其考验一个人
的绘画功底和讲述故事的能力，笔
者愿意探索和尝试。还有人认为，连
环画是“过气”的绘画形式，现在已
经失去了受众。而在笔者看来，任何
一种绘画形式都不存在绝对的好与
不好，关键是创作者是不是用情用
心地创作熟悉的题材和内容。再则，
现在各种艺术手法和流派大行其
道，但笔者始终认为，选择用绘画的
方式叙事时，要坚守造型严谨这个
根本。若造型失真，再冠冕堂皇的解
释都是苍白的，受众的审美能力和
标准，其实超乎我们的想象。

用艺术的方式讲述有特色的大
学故事，不是没有人尝试，只是很多创
作者的艺术水平过于业余。要做好这
一点，需要高校艺术类专业师生的参
与。现在的问题是，在高校内部，很多

艺术类专业教师对此没有兴趣和动
力。提升大学文化建设的层次和水平，
确实需要全体师生参与其中，艺术类
专业教师就是其中的“关键少数”，这
是不言而喻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艺术类专
业教师没有兴趣参与大学文化建
设？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原因。一
是高校内部的评价体制问题。在多
数高校内部，现在衡量教师水平、考
核教师的重要标尺就是论文和项
目，而艺术类专业教师专门创作的
大学文艺作品，无法进入评价体系。
二是艺术类专业教师自身的问题。
有些老师对大学文化建设心存偏
见，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主业，自己没
有这个义务，更没有内生的动力。这
两点在客观上制约了大学文化建设
的提升。

讲好大学故事、提升大学文化
建设的品位，需要对大学生开展审
美教育，即美育。这也是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应有之
义。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如果对于美术、音乐、戏剧、
影视、文学等有较高的鉴赏能力，或
者有一定的创作水平，那么大学文
化建设必然有大气象。再则，大学文
化建设的过程，需要美育作为重要
的支撑。因为美育润物无声、陶冶情
操、涤荡心灵。如果说连环画《地质
初心交给祖国》是大学美育中泛起
的涟漪，笔者是甚感欣慰的。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
万重。”……见识过央视《中国诗词
大会》选手的博文广识，欣赏过《朗
读者》嘉宾吟诗的饱满深情，您可曾
想过，有一天，诗词教育也会被搬上
擂台？

8 月 22 日至 24 日，首届“迦陵
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全国总
决赛在南开大学举行，这是目前国
内唯一面向中小学在职教师、以古
典诗词讲解教学为主要内容的国家
级赛事。

自 3 月 15 日开赛以来，全国有
近万名教师报名参加初赛，共 210
位优秀教师最终脱颖而出，进入总
决赛，在南开的讲台上一展风采。

举世一人而已

比赛的一项内容要求教师在 30
分钟内给 20 名学生上一堂诗歌讲
解课，不仅要解释清楚诗歌的含义，
还要体现诗歌之美。

在教学上追求“完美”的福建上
杭县实验小学语文教师伍喜强，似
乎对当天的表现“小有遗憾”。“要是
再给我一分钟，完成学生汇报，这堂
课就完美了，可惜时间到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于伍喜
强来说，参赛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见
到了迦陵先生。“迦陵”是南开大学
终身校董、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
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叶嘉莹的别号。

一开始接到比赛通知，看到
“迦陵杯”，伍喜强并没有马上反应
过来“迦陵”是叶嘉莹。怀揣着一颗
好奇心，伍喜强上网搜索“迦陵”，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那天晚上，
我看叶嘉莹先生的故事，看到了凌
晨 2 点”。

叶嘉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
人。诗词给了她力量，一个承习“旧
道德，新知识”家教的女子，在诗词
中展开了自己多难、真实而审美的
一生。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
叶嘉莹诲人不倦、度人无数。

“她的诗歌足迹遍及全球，从幼
儿园到大学、从海峡两岸到欧美国
家，把诗歌与教育融合，举世一人而
已。”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讲席教授、大赛学术委员会主任陈
洪如是说。

1979 年，叶嘉莹到南开任教，后
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所长。2018 年、2019 年，她先后捐资
1857 万元、1711 万元，用于设立、建
设“迦陵基金”，志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与弘扬传统诗词文化。

在南开八里台校区有一座四合
院式的中式书院，名为“迦陵学舍”，
以叶嘉莹的号定名，这也是继陈省
身先生后，南开第二次为学术大家
修建的“学舍”。

放眼国内高校，在诗词文化与
教育的融合上，南开是一个独特的
存在。他们有“举世一人而已”的叶
嘉莹，还承接了目前国内文科最大
的课题———中华诗教传统研究和传
播。在这项课题中，参与高校多达十
几所，并由大学延伸至中小学。

比赛期间，95 岁高龄的叶嘉莹

来到她 40 年前首次归国执教的南
开阶梯教室———八里台校区主楼
111 教室，与参加总决赛的选手面对
面。结合自己的诗作，她向选手们讲
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对传统文化、
对诗教传承的执着深情。

动情处，叶嘉莹与大家一同齐
声高诵：“中华诗教播瀛寰，李杜高
峰许再攀。喜见旧邦新气象，要挥彩
笔写江山。”

传奇人物出现在自己面前，对
于伍喜强来说又是一个激动的“不
眠夜”。

声音里有诗歌一半的生命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

吟诵在古代，如同识字、写字一
样，是文人的一项基本技能。

据称，凡诗文皆可吟诵，历代的

歌诗（诗、骚、乐府、词、曲等）在不能
歌之后，用吟诵之法传承。凡文人皆
会吟诵、唱和酬答，教育学习，皆用
吟诵。声律之美对于体会诗歌精微、
打动人心之处有独特功效。也因此，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吟诵名家，如谢
安、王阳明等。

吟诵有一定规律，远不止弄懂
“平平仄仄仄平平”这么简单，传世
至今，能够做好吟诵的人并不多。在
当代，叶嘉莹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吟
诵师从伯父，吟诵也是她大力倡导
的诗词传承形式。

总决赛中除了笔试、现场观摩
课的比拼之外，还考查诵读。大赛首
次引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的阶段性成果———中文诗词智
能评测系统。

据合作研发团队“最美诵读”的
技术负责人郭晓文介绍，该系统采

用深度学习为基础的智能语音引
擎，从诗词韵律、词字正音、多音字
校准等多维度进行测评，充分体现
了叶嘉莹提出的“声音里有诗歌一
半的生命”的诗教观念。

从 2014 年起，“最美诵读”团队
与南开合作，致力于抢救性收集私
塾老先生的录音。在合作中，双方发
现，学校有很好的学术规则，但可量
化、标准化成为一大困扰；企业有很
好的技术，但却找不到结合点。于
是，去年双方一拍即合，“把最古老
的诗歌和最现代的 AI 技术结合起
来。”郭晓文说。

该系统分为大赛级和训练级。
比赛之外，在微信中安装相关小程
序，参赛选手即可在平时练习、评
测，跟着示范音进行比对，字音不
准、节奏不对会相应扣分，由系统生
成最后的成绩。

贵阳市乌当区实验小学语文教

师蒋贻隆与《中国科学报》分享了一
个备赛小故事。听到蒋贻隆在里屋
练习，他的两个小外甥放下了手边
的网络游戏，专心致志地看他读诗。
尤其是看到系统打分时，两个孩子
兴奋不已。结束后，两个孩子吵着要
跟“舅舅学读诗”。“由此可见，诵读
之于当代中小学诗词教育的魅力。”
蒋贻隆说。

如今不少吟诵已失传 100 多
年，将吟诵传承下去，也是叶嘉莹最
后的心愿。蒋贻隆犹记，“叶嘉莹先
生曾说，我生怕百年之后去另一个
世界，见到李白、杜甫、辛弃疾，有愧
于他们，没有将自己所领悟传于后
世学习，没有将吟诵传承下去。”

蒋贻隆认为，青年教师应该有
传承的责任。“中国人应该有‘闻过
书香的鼻，看过字画的眼，吟过唐诗
的嘴’。这是当代中小学教育应该大
力倡导的事。”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虽然说“声音里有诗歌一半的
生命”，但大赛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
促进诗词文化与教育的融合。

诗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
出方面，其数量之大、影响之广，构
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色、强项。近年
来，《中国诗词大会》等以诗词为主
题的节目，在诗词的普及层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然而，诗词文化与教育
走向纵深处，陈洪认为有两方面亟
待完善。

“首先是提高，从前人们关注
的是诗词的背诵、记忆，现在我们
要侧重理解，尤其是诗词怎样对一
个人的人格、精神世界发挥独特作
用。教师作为重要的传播群体，怎
样脱颖而出，成为诗词文化的推广
者、示范者，是大赛的初衷之一。”
陈洪说。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表明，
无论作诗，还是诗歌批评，“入门须
正，立志须高”。

陈洪解释，“入门须正”，要求教
师给学生传授的知识正确，这需要
教师有扎实的基础，材料使用、引经
据典、不同讲法的分析必须正确；

“立志须高”“诗无达诂，文无定法”，
很多诗词没有唯一的讲法，需要教
师对诗词中微妙、精细之处有很好
的体认，通过艺术性的讲解传达给
学生。这就对师资提出了较高要求，
而借助大赛提升师资水平，是一种
有效的途经。

“其次是改善。”陈洪解释，大
型体育比赛结束后，90%的评论是
国骂；新诗写作呈现鄙俗、猥琐之
风等。由于互联网普及、自媒体出
现带来的文化向下倾向，让陈洪产
生深深的紧迫感。“应把传统文化
中的正能量元素挖掘出来，用诗词
树立正气。”

借助统编教材修订、“迦陵杯·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的契机，陈
洪看到了一丝曙光，而曙光背后是
大学的发力，“大学教育不应和中小
学教育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大学要
发挥好引领作用，诗词教育从青少
年抓起”。

为地质工作者“画像”
姻陈华文

在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中国
传统文化的权威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
后，主张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声音在我国的
文化界愈来愈响亮。

但也就在此时，有一群文化学者，抱着“昌明国
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实
验主义、白话文学等进行了一连串的抨击；他们同
时认为，大学应有一种具有批判性和代表性的综合
刊物，《学衡》（The Critical Review）杂志便应因这一
需要而创办。

《学衡》创刊于 1922 年 1 月 1 日，创办人吴宓、
梅光迪、胡先等，均为东南大学教师。他们对西学有
着深刻的认识，主张对于西学要明其本源、察其流
变，融会贯通、审慎选择，因此“学衡”始终不认同以
北京为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人称“学衡派”。

《学衡》第一篇《简章》指出该刊宗旨为：“论究
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
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在新文化运动及各种西方思潮盛行之际，《学
衡》的创刊宗旨已表明此刊物既不想过分守旧，亦
不愿随俗偏激。梅光迪曾自述称，其创办《学衡》旨
在“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对于一切流行偏
激之主张，时施针砭”。在新旧交替之际，这种理念
颇合中庸之道。

《学衡》每期首页皆附有“弁言”，揭示《学衡》的
出版目的系基于下列“四义”：“一、诵述中西先哲之
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
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谩骂
以培俗。”有此“四义”即可知除昌明国粹与灌输新
知外，不趋众好、追求真理，以期开启民智、转移风
气，亦为《学衡》重要目标。

从 1922 年 1 月创办至 1933 年 7 月停刊，《学
衡》共出刊 79 期。设有通论、述学、书评、杂缀等栏
目。“文苑”栏中所载，诗词小说戏曲等无所不包，时
人所撰律诗刊于“诗录”者甚多，译介西洋韵诗、小
说、戏剧者亦不少。“文苑”之外，以“述学”类所占篇
数最多，“通论”类次之，涉及时事、哲学、文学、史学
各方面之论述，可见《学衡》事实上是一份综合性的
期刊。

据统计，在所有 79 期《学衡》上，撰、译各类
文章最多的是柳诒徵 （49 篇），其次是吴宓（35
篇）、缪凤林（22 篇）、王国维（20 篇）和胡先（15
篇）。他们是《学衡》的中坚力量，其中“柳翼谋与
吴雨僧致力尤多”。（引自罗佩秋所著《柳翼谋先
生及其学衡诸友》一文。其中，柳翼谋即柳诒徵，
吴雨僧即吴宓。）

柳诒徵作为《学衡》在国学方面的“主将”，做学
问非常扎实，能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他放弃《中国
文化史》的稿费，将全书各篇在《学衡》分期发表。他
先是与汤用彤同为《学衡》干事，后又担任总干事。
此外，《学衡》在国学方面的骨干还有王国维、邵祖
平、林损、徐养秋、黄节等人，每人都有极具分量的
论学文章发表。

刘伯明主讲西洋哲学史，亦为《学衡》的精神领
袖。他认为要了解西方，必须对构成西方文化的主
要内容，如希腊哲学、罗马政法和基督教义等先有
清楚的认识。他在《学衡》所发表的《共和国民之精
神》《杜威论中国思想》等文章，主要是就学者之精
神立言，一方面是针对当时风气有感而发，另一方
面则是对《学衡》同仁寄以期望，相互勉励，渴望中
国早日步入现代化。他提出要以诚朴对浮嚣的观
点，以避免浅尝辄止与不求甚解的盲从。

梅光迪虽然在《学衡》发表文章不多，但却是
《学衡》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第一篇文章《评提
倡新文化者》中，就以犀利的言辞对“提倡新文化
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
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
家乃政客。”

著名诗人吴宓作为《学衡》主编，在哈佛学习
英国文学多年。他对英国文学和梅光迪走同一路
线，受爱文、白璧德影响，就卢梭的浪漫主义发表
过很多讨论文章。每期《学衡》，几乎都可看到吴
宓的手笔。

由于《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
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
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
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
介绍的“灌输观”，以及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
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强调的是弘扬民族精神、
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主旨。它明确主张“改造固
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
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正如有的专
家所指出的那样，学衡派认为“继承中国传统文
化、吸取欧西文化，需要对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
评判，区别其精华与糟粕，明确其有用与无用，然
后才能决定取舍，从而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
步的新的文化”。

可能正是基于对学衡派的这种认识，有学者
才会对当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学衡派发出这
样的赞叹：“学衡旗帜分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
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也可能正
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5 年，著名学者汤一介在
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时，才会
在第一部便推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衡派的论
著，并冠以《国故新知论》。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根据南京大学史料编辑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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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官方微信
推送了一组主题为《地质初心交给祖国》
的连环画，在该校师生、地质工作者中引
起关注。20幅钢笔画作，通过不同题材的
画稿，用文字组成一个完整的地大故事，
真实反映地质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里，砥砺奋进的精神面貌。

该连环画的作者陈华文为该校一位普
通工作人员，至于为何用连环画这种形式
创作故事，这一幅幅画作背后，表达了怎
样的情感与思考，且听他徐徐道来。

叶嘉莹先生与参加总决赛的选手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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