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欲寄彩笺兼尺
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在信息科技快速发展
的时代，我们可以通
过电话、微信等许多
快捷的方式和家人、
朋友交流，却渐渐
淡忘了一种最朴
实、温暖的方式
—— 书 信 。 近
日 ，我 校 文 学
院李福言老师
成为了“新晋
网红”，原因
是近期李老
师给学生布置了一次
特别的古代汉语作业：
用小篆给自己的父母
写封家书。对于布置
小篆家书的灵感来源，

李老师说道：“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小篆
是古代汉语文字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
古文字与新文字的分水岭。这样的作
业有利于学生们从小篆家书中更深入
地了解古代文化。”同时，李老师认为当
今社会弘扬优良家风，而以小篆写家书
这种形式又巧妙地契合了这一时代主
题。同学们的兴趣热情也十分高涨，对
待作业十分积极，很多同学都提前上交
了作业。

李老师认为，由于家书集趣味性、
知识性和教育性于一体，吸引了大家的
好奇心，所以才发挥了如此好的效果。
然而，同学们并非一开始就乐于完成这
次作业，他们也经历了从难以接受到慢
慢理解再到乐于完成的过程。

小篆应用了六书造字法，同学们很
难学习和书写，一封四五百字的家书甚
至要花五六个小时去完成。但是，学习
的热情让同学们战胜了困难。通过这
次作业，他们不仅了解了小篆的构造，
还与父母进行了情感交流，可谓一举两
得。

同样是书法，在免费师范生院的同
学眼中却是一种更为日常的活动。每
周一晚上7点到8点半，免费师范生院
的新生们都要去学毛笔字，沾墨挥毫，
一笔一划，都让同学们对这种古老的书
写方式心生敬重。“书法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优秀宝贵的文化遗产，学习毛笔字
并不简单，但是每每沉浸在墨香中时，

我都能感受到祖国文化的美丽动人。”
16级的胡同学说道。

除此之外，免费师范生院还有诵读
国学经典的活动。14级的于同学对记
者说道：“我们那时候读的是《大学》，这
是国学经典著作。每天晨读时，手捧一
卷书籍，感受文字的力量和先哲的智
慧，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这是书法，也是历史文化和脉脉温
情，在笔墨纸砚里蕴藏的传统之韵，正
在如水墨般晕开。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的诗词文化历
经多个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将一份古老
而温暖的情怀传递给现在的我们，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渐渐发现诗词中所蕴含
的美好，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师
大，一门名为“诗词对联写作课”的选修
课也在全校范围内广受欢迎。担任这
门课教学的文学院杜华平老师，对于诗
词文化研究以及诗词写作可谓是热爱
非常、造诣颇深。

“诗词对联写作课开课是为了带动
学生学习诗词对联的热情，并帮助他们
较快学会写作”，当提及诗词对联写作
课的开课目的时，杜老师这样说道，“我
希望能够将自己总结出的一些经验教
给学生，以便他们快速入门。”这几年
来，杜老师一直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教
会同学们基本格律，从一个月，两个礼
拜到现在已经可以一次课解决格律问
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时，在教
法、内容、组织形式、训练方式上老师也
在不断总结和完善，他希望能够探索出
一套成熟的方法并一直沿袭下去。这

个学期他将两个学习班分成五个小组，
每个组指定两个组长，安排一个指导，
每个同学每天都有读、背、抄、写的任
务，并要将完成情况发在讨论群里。但
是在老师看来，只有读、背、抄是不行
的，必须得写，每周要求完成一篇完整
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计划从12月开
始每周二晚上另开“诗词对联写作高级
研修班”，长期坚持，欢迎那些在诗词对
联已取得了不错成绩的同学参加，并帮
助他们进步，据说该班已有 20 多人报
名。“同学们非常有热情，并且能够长久
的坚持，不停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我
觉得自己所做的，所花的时间都是值得
的。”

谈到诗词对我们生活、对人生的影
响，杜老师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句诗：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说，我们
的生活中一定会有种种矛盾和压力，这
是任何人都无法粉饰的，这时候，我们
需要有一颗“诗心”，以“诗心”来支撑我
们的生命，确立我们前行的方向。初学
写诗填词，也许会“为赋新诗强说愁”，
但杜老师认为这并不可怕，随着学习的
深入，我们的生命质量都会不知不觉地
有所提高，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诗
意浪漫起来。杜老师说，“诗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命脉，我们是天然的诗人，我
们需要将诗心唤醒”。

缕缕墨香萦绕在心灵深处，淡淡色
彩渲染在宣纸表面。千年前文人雅士

绘
出 的

水 墨 丹
青，历经沧

桑巨变，依然
光彩照人。这便

是妙不可言的中国
画。

正所谓“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苏杭一带
自古就以它的温婉柔

美孕育了无数的才子佳人。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江苏人，美术学院的张老师
生长在这片文化氛围浓厚的土壤上，自
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好奇。但
由于当时的考试主要以西方绘画为主，
所以直至 20 岁，张老师才与国画结下
了缘分。

对于国画的线条运用，张老师有自
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画的线条运用
与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比如
国画中的中锋用笔，就体现了中庸思
想，延伸到为人处世方面即为堂堂正正
做人。而《易经》中的思想也在国画中
得到了充分展现，比如国画中的厚重思
想就是厚德载物的诠释。不仅是线条，
色彩也是古代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
方绘画从自然界出发，分析光和色不
同，中国画讲究的是阴阳转化，这与中
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张老师说，在童年时代，他就常幻
想自己是一名古人，像魏晋时的“竹林
七贤”般，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那时
看的古装电视剧，如《聊斋志异》、《倩女
幽魂》等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让人对优
美的传统回味无穷。他认为，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祖国的大国风范日益展
现，优秀传统文化也会再次迎来自己的
春天。

张老师告诫同学们，要时刻怀揣着

忌功利、莫浮躁的情怀作画，将这种情

怀浸润到日常生活中，他希望自己的学

生可以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对国画艺

术的喜爱之情也更加浓烈、更为持久。

诗诗诗
词词词
书书书
画画画

笔墨纸砚

诗词之心

国画之思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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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为文使人蔚然，
“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集文、史二
者于一体，是研习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角度，其中蕴含的经典智
慧与哲学思想也值得我们深入探
讨。“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学院的戴
训超老师作为此课程的授课老师，
对相关方面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
传承，有着独到的见解。

戴老师谈起自己与古代文化结
识的起源，起初对其不以为然，后
来，因为接触的古籍越来越多，知识
面越来越广，也越来越了解和沉迷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随着阅
读的深入，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的优
点，发现许多有深度的东西，许多有

价值的内容，这是沉淀千年的结晶，
有可以跨越时空的意义,”戴老师说
道，“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一种根本性
的东西，她的出发点是现实人生和
社会，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社会和
人生问题指明路径，为国家和社会
发展提供引导，比如孟子云‘无恒产
而有恒心者，惟士惟能’，老百姓只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首先解决温饱
问题才能保证国民素质、促进社会
发展，这也是当下国家领导人非常
重视的问题。从这可以看出，国家
政策在一定层面上与先哲的思想是
相通的。”这种跨越时光的思想契合
是传统文化保持强韧生命力的原因
之一。

谈到当下传统文化复兴这一社
会现象，戴老师认为，学习优秀传统
文化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但传播、学

习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应该是“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的感觉，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将有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到人们的生活中。

我校传统文化研习会也秉持着
这样的理念，以研习传统文化为己
任，以弘扬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为动力，本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繁荣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的宗旨，团结和组织中华传统文化
爱好者，为广大学生提供传统文化
交流展示的平台，丰富在校大学生
的文化艺术生活，促进大学生素质
全面发展。在谈及社团的日常工作
时，社长符卉轩这样说道：“广大传
统文化爱好者在一起积极探索，使
大家能够在一种快乐的氛围中学习
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从自身做起，
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今的生活。中华

传统文化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
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一个多
元文化融通包容的体系。它既显而
易见，又深藏于人们的心底。传统
文化，更多时候就是一种无形的凝
聚力量。”社团虽小，其价值取向和
办社理念却令人敬佩。传统文化延
续至今，需要更多自愿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人为其耕耘。

“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还
应当保护好文化载体，如古村落、古
牌坊、书法艺术等，以便更好地探寻
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历程，”李福言老
师说道，“传统文化是我们安生立命
的根本，我们平时应多读经典，增强
个人文化素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我
们要贯彻文化理念，做到知行合一，
以实际行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
化。”

是一种情怀,
更是一种责任

中 华 优
秀传统文

化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十

八大以来治国理念
的重要来源。习近平多次强调
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
要意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我校一直将继承和发扬优
秀传统文化作为己任，全校师生
都在为之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学校各类与传统文化相
关的社团协会也纷至沓来，“师
大人”正努力让中华民族美好的
传统文化继续发光、发亮！

文/王姿懿 陈思怡 谢镛昊 郭敏 李沁轩 周香玲
图/龚道宏 徐欢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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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五千
年，历史的长河给我
们留下了多少瑰丽
的诗篇。古人云：

“罗袖动香香不已，
红蕖袅袅秋烟里”。
自古以来，服饰都是
人 们 所 必 备 的 物
品。而在众多的服
饰中，充满传统文化
元素的汉服，尤为人
们所喜爱。在师大，
就有这样一个喜爱
汉 服 的 学 生 团 体
——汉服社。

我校汉服社创
办于 2006 年，已有

十年历史。“立志以汉服为纽带，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汉服社
创立的宗旨，”汉服社的敖婉卿说
道。她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日常
活动：“我们社团在传统节日的时候
都会举行活动，例如中秋祭月，重阳
登高，花朝祭拜花神娘娘，端午射五
毒，冬至吃饺子九九消寒，孔子诞辰
祭拜孔子以及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
及笄礼。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发簪制
作和汉服形制的讲解。”

2013 年 11 月 1 日，由方文山倡
导的汉服文化周在浙江嘉善县西塘
古镇成功举办，这也是汉服社的团
支书刘璐参加过并留给她深刻印象
的一次汉服活动。提到汉服文化周
时，她说道：“汉服文化周由文化名
人方文山、著名歌手周杰伦发起，以
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礼仪文化的弘
扬及传承为根本目的，是中华传统
服饰和传统礼仪文化的一次大规模
的呈现，它不仅展示了中华传统服
饰之美，更是借助传统服饰的冠带
之规，展现中庸、正直、诚信等中华
礼仪文化的精髓，具有继承弘扬传
统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强化民族自
信心的重要意义。”

汉服社的成员因服饰文化聚集
到了一起。微风轻吹，大家一起穿
衣而行，这种因汉服而团结在一起
的情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永远地
存在他们的心中。

唱念做打、生旦净丑，人物类型
多样，艺术手段丰富的京剧作为令
人骄傲的国粹，自形成之后便在艺
术文化长河里闪烁着光芒。我们惊
叹于舞台上云袖挥舞的绝美表演，
沉浸在声情并茂的内蕴熏陶中。但
对舞台背后的故事，我们却知之甚
少。

学校学生京剧团是江西省唯一
一个学生高校京剧社团，隶属于校
团委。社团由教唱组、行头组、服装
组、化妆组和宣传组5个小组组成。
各小组分工明确，每个小组所负责
的内容都像是一个窗口，体现着博
大精深的京剧艺术。比如化妆组负
责面部妆和包头，京剧的面部妆和
普通化妆不同，需要掌握层次晕染
等多种技术。包头的头饰统称“头
面”，非常精致，最顶上的叫“顶花”，
在旁边的叫做“耳挖子”，垂下的那
股黑线叫做“线帘子”，还有“贴片”、

“绢花”……
京剧团每周六都会在大学生活

动中心进行日常活动，社员先练习
跑圆场，再练习发声，最后练习身
段，灯光下一个个穿着练功服跑圆
场，对着镜子练发声、找小嗓的身
影，让记者深刻体会到了“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的含义。“每
年刚开始招新的时候，都有很多人
出于对京剧的好奇而加入了进来，
但是经过几次日常活动训练之后，
又会有许多人因为接受不了枯燥长
久的练习而陆陆续续退出。”京剧团
理事长赖菁告诉记者。谈到练习京
剧的辛苦以及遇到困难该如何咬牙
坚持时，社团团支书林珊博有着深
切的体会：“找小嗓是学习京剧唱段
非常重要的环节，我是我们那批最
晚找到小嗓的，坚持下来之后，才发
现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美妙”。

“我以前的性格非常内向，但是
接触京剧扮演小旦之后，小旦一角
本身具有的活泼开朗的性格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更加热情外
向。京剧深厚的文化底蕴让许多人
找到一种共鸣，一种心灵归属感，更
让人找寻到一个更好的自己。”林珊
博说道。

罗袖动香香华夏 生旦净末绘江湖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