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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恒瑜在比赛中
胜出，我毫不意外。”说起张
恒瑜，象山中学的语文老师
尹柱彪表示，从刚接手他们
班的语文课时，自己就关注
到这个学生了。

“虽然是理科生，但他
的诗词积累特别丰富。作文、
随笔里，经常能看到他引用

一些古诗词，而且用得恰到好
处，课内课外的内容都信手拈

来。”尹柱彪口中的张恒瑜是本次
宁波市青少年诗词雅会初选中获
得高中组并列第二名的选手，现在
就读于象山中学高二（1）班。

从小学开始，他就开始学习古
诗词。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
务之外，他还会自发地去学习更多

的内容。他喜欢古诗词里美好的意
象，徜徉在诗人所描绘的世界里。

“我发现对诗词的理解，会随
着年纪、阅历的增长而变化，所以
我很喜欢‘温故而知新’。”张恒瑜
说道，“比如我很喜欢的一句诗，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小学
背诵的时候只觉得朗朗上口。现在
慢慢发现，这首诗是寄托了诗人对
归隐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每多读一
次，多理解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
感受，闭上眼就能有画面感。这就
是诗词的魅力！”

学生阶段，课后作业中的“熟读
并背诵全文”，是不少学生们最“头
疼”的作业之一，而对张恒瑜来说，
却从不是什么难事。喜欢朗诵，且获
得过学校艺术节朗诵比赛第一名的

他，会先把古诗词有感情地朗读出
来，边读边进入古文的意境中，把自
己代入进去。“我经常会觉得，这句
话、这个字写得太精妙了。因为觉得
诗人写得好，所以自然就有兴趣把
它背诵出来，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东
西。”

张恒瑜表示，进入高中阶段后，
虽然学业相对比较繁重，但他依然
没有放弃对古诗词的学习。比如这
次的诗词雅会比赛，便是出于兴趣
而自发参加的。“每到周末，抽出一
点时间去学习一两首古诗词，把自
己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进入古
人的世界，未尝不是一种休闲方
式。”张恒瑜说。

5月14日，“诗汇三江·博雅少年”宁波市青少年诗词雅会初选进行，全市近两千名中小学

生现场遨游诗海、一决高下。5月16日，初选名单出炉，在这些晋级的选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词小达人”。

今天起，本报推出“诗词小达人”专栏，挖掘宁波这群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古诗词的青

少年，看看他们是如何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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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徜徉在诗人所描绘的世界里

姓名：张恒瑜
学校：象山中学高二（1）班
最喜欢的一句诗词：人生如

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
送钱穆父》宋·苏轼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马亭亭 通讯员 宋一诺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
动，感觉非常有意思。”慈溪阳光实
验学校801班的周思宇，5月14日
和十几位同学一起组团参加了宁
波市青少年诗词雅会初选。

从初选赛场出来后，他说自己
的心情可以用“也无风雨也无晴”
来形容，因为不知道其他参赛者的
水平怎么样，只觉得尽力就好。

没想到两天之后晋级名单公
布，自己取得了初中组第一名的好
成绩。

回忆平时学习古诗词的经验，
周思宇认为和发自内心的喜爱密

不可分，他说：“诗词是古人表达情
感的一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灿烂文
化的瑰宝，我们应该把它传承下
去。我热爱诗词，因为诗词整体上
有意境，还可以对其中精辟的字分
析和推敲。”

除了课内学习古诗词，周思宇
平时还会自主学习课外诗词。尤其
是会记录下来老师上课提到的、但
自己不知道的诗词，进行拓展阅
读，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是他课
外闲暇时光的兴趣爱好。

从小学开始，周思宇就一直在
阳光实验学校读书，每个学期他都

会参加学校组织的语文能
力竞赛，还获得过一等奖。
在准备语文能力竞赛的过
程中，他积累了很多诗词，
培养了对诗词的兴趣。在看
到今年宁波市青少年诗词雅
会活动的信息后，在老师的推
荐下报名参加，感觉这个机会非
常好，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和全市
的同学们一起交流。

“既然我取得了进入复选的资
格，我会珍惜这次机会，争取冲进
决选。”周思宇表示，虽然有些紧
张，但依旧对自己充满信心。

读古诗词是课余时间的爱好

姓名：周思宇
学校：慈溪阳光实验学校

801班
最喜欢的一句诗词：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唐·杜甫
《望岳》

14日，宁波市青少年诗
词雅会初选圆满结束。家长
问及考试情况，宁波市孙文
英小学气象路校区 303 班
的钟昕妍自信地说：“我觉
得还挺简单的！”这时候，她
妈妈还以为孩子可能是去

“打了个酱油”，便没太放在
心上，就当是让孩子锻炼了。

但没想到，钟昕妍却获得了小
学低段组数一数二的好成绩。
“啊？真的吗？”得知消息的钟

昕妍妈妈有些不太相信。她告诉记
者，孩子很喜欢古诗，但只参加过学
校“古诗词飞花令”的活动。她作为
家长也从来没有强制孩子去背诵过
古诗词。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着
实令她意外。

钟昕妍妈妈回想孩子和古诗词
的缘分，发现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
就种下种子了。因为妈妈自己很喜
欢古诗词，所以自幼儿园开始，她就
在培养孩子对古诗词的兴趣。小时

候认识的字不多，就用“听”的方式
来熟悉古诗词。悠扬的古风、抑扬顿
挫的诗句，再搭配朗诵者饱含情感
的声音，这就是他们家公认的“最好
听的声音”。

在钟昕妍家里，经常能看到这
样的场景：家里播放着古诗词朗诵，
孩子有意无意地听着，感受着古文
化的熏陶，妈妈在一旁安静地看书。
当然，亲子之间探讨古诗词的场景
也不少见。之前电视剧《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大火的时候，母女俩就
曾对“绿肥红瘦”这一词语进行过讨
论。

“‘绿肥红瘦’的意思，是绿色是
肥的，红色是瘦的吗？”妈妈问道。

“我觉得，绿色代表生命力，肥
就是旺盛的意思。红色代表鲜花，鲜
花容易凋谢，所以是瘦的！”钟昕妍
的回答，可谓是“书读百遍，其意自
见”了。这也令她妈妈很惊喜，“从来
没有给孩子解释过这个含义，她自
己就能参透个七八分，这也说明孩

子其实悟性是很高的，并不需要强
制她去记住某个释义。”

钟昕妍妈妈表示，能在几千人
参加的比赛中冲出重围，想来平时
家中的“听古诗词”教育法是起了很
大作用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
力确实很好，我发现她听完几遍之
后，就能大概背出来了。经常听她在
家里念起的是，‘小时不识月，呼作
白玉盘’。她很喜欢李白的诗，能如
数家珍般说出很多诗句。”

当然，这也与学校对古诗词的
重视分不开。“学校经常举办诗词
大会、经典诵读等国学活动。孩子
天然的好胜心让她自愿花时间充
实自己的‘知识弹药库’。语文老师
每天的固定作业是阅读半小时，这
也给孩子创造了阅读、了解诗词的
机会。”

初战告捷，钟昕妍妈妈希望通
过比赛能更多地激发起孩子对诗词
的兴趣，主动去涉猎更多的诗词，积
累深厚的文化素养。

把古诗词的学习渗透到了生活中

姓名：钟昕妍
学校：宁波市孙文英小学气

象路校区303班
最喜欢的一句诗词：昼出耘

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
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宋·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
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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