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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曾说过：“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所有
的东西同来。”

踏入学校大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接触的将是一群多
么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是鲜活的，是富有个性的，而不是从
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符合某种标准的学生，展现在他们面
前的人生舞台同样也是千姿百态的。正是这样一群闹腾的调
皮鬼，平日里常犯糊涂，让一个刚走上教师岗位的我遇到了不
少尴尬。面对这样的“家常便饭”，又基于工作中“细心”的收效
甚微，我开始学着“粗心”对待，却收获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成效。

三年前刚接手这个班，我缓缓朝教室走来，你正在走廊
玩耍嬉戏，看到我后飞一般蹿入教室，并大喊：“我们的新
班主任来了，快坐好，快坐好！”于是，如踩铃般，教室瞬间
静悄悄一片。你，小翔，一个中等个子的小男生，给我留下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实，我打心底里感谢你，你的出现，
给了我第一个安静的课堂氛围。

然而，一个月下来，我开始愁眉不展，这样一个机灵活泼
的孩子怎么就学不好呢？眼见课堂上的小翔坐姿端正，手握铅
笔，正奋笔疾书！悄悄走近一瞧，你正认真地描摹书中的插图。
课下，他埋头写作业，却迟迟交不上来，上交的作业纸上也满
是红色的圈圈叉叉……我用心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心中满是
疑虑。

带着疑惑，我决定去看看你的生活。
这一次家访，我得知小翔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不理想，

连最起码的书桌都是与饭桌并用。小翔母亲知道学习对孩子
的重要性，但苦于目不识丁只能干着急，小翔父亲则常年忙
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关心孩子的学习生活。所以，小翔在家里
的学习一直是“放养”状态。

多数人认为班主任要细心，这点我深信不疑。但许多时
候，在与孩子相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班主任“粗心”
对待。

静心细想后，我开始尝试着以平常心对小翔，希望陪他一
起慢慢改变。

一次语文课上，小翔竟然睡着了，还发出了轻微鼾声。同
学们纷纷窃笑，我本想中断讲课“杀鸡儆猴”，转念一想，或许
他有特殊情况，还是等等吧。于是，我用眼神示意，其同桌很快
领悟，用手轻轻“碰”醒小翔，于是我便若无其事继续讲课。课
后，小翔主动来“负荆请罪”，因为头天晚上等着晚归的父亲检
查作业，导致睡眠不足而在课上睡着。了解情况后，我果断

“放”过了他，并告诫其注意合理安排自己的睡眠时间。因为我
的佯装不知，偶尔容忍眼里进了“沙子”，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经过长时间观察和磨炼，虽然小翔在学习上并不那么突
出，但他确实是个工作能力极强的孩子，只是迫于没有机会
担任班干部。如今，小翔成功竞选劳动委员，他没有令我和班
级同学失望，在他事无巨细地监督检查下，班级卫生情况大
有好转。

就这样，在班级中，小翔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意识到自己
人生的价值，拥有了前进的动力，也让他学会了感恩。期中，办
公室黄老师腿扭伤了，在楼梯口遇见小翔，小翔忙冲上去帮
扶，并喊几个男生一块儿扶着。原来，这是这样一个美德少年！
瞧，肩上的责任用一用，手上的动力足百倍。

魏书生在《班主任工作漫谈》中这样写道：世界也许很小
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班主任是在广阔的心灵世界中播
种耕耘的职业，这一职业应该是神圣的。愿我们以神圣的态
度，在这神圣的岗位上，把属于我们的那片园地管理得天清日
朗，以便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学生，以便我们的学生无愧于生命
长河中的这段历史。确实，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望我们都
能善待孩子的天真和“糊涂”，捧一颗“粗心”，欣赏孩子们的华
丽演出，在唤醒孩子深埋心底的情感后，定能等到风来！

2017年12月第6版苏教版必修四第
72页注释①“[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
相识]作者因国破从北方流寓江南，而丈夫
赵明诚又已亡故，所以见到北雁南飞，便
生怀旧悼亡之情。作者早年曾赠给丈夫
《一剪梅》词，曰：‘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
回时，月满西楼。’此时再见飞雁，因而有
旧时相识之感。”与苏教版教材配套的，由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学设
计（必修四）》对此句的解读是：“诗人借

‘雁’的意象来传达内心的愁苦。此句中的
‘雁’在诗人的《一剪梅》当中也出现过，因
而说雁是‘旧时相识’。不过，那时的词人
看到雁会想到‘鸿雁传书’，会有‘云中谁
寄锦书来’的喜悦，会勾起对丈夫的思念
之情，那是一种甜蜜的忧伤。而此时，那似
曾相识的雁儿再度飞过，丈夫却已亡故，
物是人非，相思之情已成‘悼亡之悲’。再
者，此时的词人避居江南，远离故土，看到
北来的大雁便认为这是家乡来的大雁，因
而说是‘旧时相识’，可见，雁儿还勾起了
词人的‘怀乡之思’。”[1]加之以把整首词定
位于“国恨家愁”的基调，把教材注释中的

“怀旧悼亡之情”解读为对丈夫的“悼亡之
悲”和对故土的“怀乡之思”，便显得自然
而然。

但是当我们再度回顾教材第71页注
释：“选自《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年版）。李清照（1084—约1151），号
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宋代
词人。北宋亡国后南渡。不久，她的丈夫金
石学家赵明诚病逝，她的生活陷入颠沛凄
凉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注释中的表述
——“她的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强调了
她丈夫在文化研究上的学者身份；以及

“她的生活陷入颠沛凄凉之中”是表述在
“她的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病逝”之后，即
她丈夫的去世对她的打击是比亡国来得
更直接和更重大的打击。据此，我们应该
对72页注释①中的“怀旧悼亡之情”有更
深刻的理解，即我们除了聚焦于她对丈夫
的“悼亡之情”和对故土的“怀乡之思”外，
还应该把目光聚焦于“金石”这二字所暗
示的文化之殇上。

“金”是刻有铭文的铜器，“石”是刻有
碑文的石刻。古人为求生命意念之永恒，将
文字刻于不朽之青铜与碑碣上。正如自己
所研究的对象一样，李清照婚后最美好和
最痛苦的时光都深深地打上了“金石”烙
印，成为她一生只有与身才能俱灭的生命
意念。这在她流亡期间写的《<金石录>后
序》中有着清晰的记载。

据《<金石录>后序》记载[2]，李清照
和赵明诚收藏有“书十五车”，书册什物

“屋十余间”。我们已无从得知用于运载
古籍的“车”是什么车，用于收藏书册什
物的“屋”有多大，但数目一定可观。李清
照曾提到在“十余屋”藏品皆化为灰烬之
后，在丈夫赵明诚葬毕之后，“犹有书二
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坐垫）褥
（被褥）可待百客，他长物（多余的东西）

称是（相当）”。由此可以想见，李清照和
赵明诚珍藏的“金石”数量之庞大。难能
的是每一件藏品都得到了善待：“每获一
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
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标准）。故能纸扎精致，字画完整，冠诸
收书家。”

李清照和赵明诚膝下无子，《金石录》
就是他俩爱情和生命的结晶。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1127年 1月，金
兵攻下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北宋亡国。四
个月后，赵构在陪都南京建立南宋。就在
这一年十二月，李清照夫妇在青州故第的
书册什物“十余屋者”悉数被战火烧毁！带
着精心挑选的“书十五车”，李清照开始了
漫长的流亡之路。

流亡之初，李清照问独自前去觐见
皇帝的赵明诚：“如果局势紧急怎么办？”
赵明诚答：“跟随众人。万不得已，先放弃
行李，再放弃衣被，再放弃书画，再放弃
古董。只有那些祭祀宗庙的器具，可以亲
自抱着背着，与之共存亡，不要忘了！”此
去一别，竟成遗言。此后李清照流亡虽多
地辗转，但始终不忘丈夫遗嘱，把书卷文
物携带身边，并千方百计设法保全。但战
火之中哪里去找安全之地呢？就在赵明
诚病故这年的十二月（又是十二月），从
战火中带出来的十五车书又大多毁于新
的战火。仅剩的铜器书卷在之后的流亡
中或被带兵的李姓将军抄没，或被寄寓
地钟姓邻居偷走。美学家蒋勋说：“这种
感觉好像比国破家亡还要悲痛，它是那
个文化跟她自己所经营起来的美好世界
的瓦解。”[3]当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美”
一点一滴地消亡，生命的依托不复存在
你却深感无能为力，还有比这更令人痛
苦甚至绝望的么？

如果以上认知和推论成立，那么这
种与身才能俱灭的刻骨铭心在《声声慢》
中又怎能避而不表？“这次第”之“光景、
情形”怎能不包含李清照心中那个美好
的世界破碎的痛苦呢？而这种痛苦因为
她所从事对象的特殊性，早已超越个体
而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之殇。作
家李国文在《李清照之死》中写道：“死也
不敢将收藏品丢失、放弃、转手的这对夫
妇，一定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到
绵薄之力，你可能嘲笑他们太愚，太腐，
但你不能不尊敬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品
质，要没有这样一份忠忱之心，竭诚之
意，哪有 5000 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4]

个体对于民族文化的责任感，正是我们
在执教《声声慢》时应突出却容易忽略的
地方，这种忽略清晰地体现在与教材配
套的《高中语文教学设计（必修四）》中。
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补充说明。

基于以上认识和想法，我以为教材
注释中李清照的“怀旧悼亡之情”不仅
包含对丈夫的“悼亡之悲”和对故土的

“怀乡之思”，还应包含对民族的“文化
之殇”。

吴周芬
镇海区蛟川中心学校

班主任心得

别一颗“粗心”
在身上

——记一个“糊涂”孩子的蜕变过程
方依德

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摘要】陶行知“爱满天下”的教育思想不是难
以企及的高度，而是可以践行的点滴。其“捧着一颗
心来……”更不是用来背诵的教育名言，而是可以
用来解决教育问题的行动指南。别一颗“粗心”在身
上，在这小小的课堂，欣赏孩子们的华丽演出，收获
每一份童真，携手“糊涂”的你，一起等风来。

【关键词】粗心 糊涂 表现 对策

教学研究

《声声慢》中的文化之殇
——对苏教版[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注释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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