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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曾经照古人
□东至县至德小学   熊仕喜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这最明的月夜便是中秋了。中秋节定在农历八月十
五那一天，因时逢三秋之半而得名，又叫仲秋节、八月节或月夕等。
祭月与赏月是中秋佳节最重要的习俗。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民间也有中
秋祭月之风，随着社会的变迁，赏月渐渐重于祭月，许多文人墨客的名篇中都有咏月抒怀的
佳句，依旧散发着旧时中秋的独特魅力。
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堪称咏月诗作的经典。“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用清新明丽的语言，婉转流畅的音节，把春
江月夜的美、深挚动人的情和对人生的思索，都融入了诗情浓郁的意境之中。
每逢中秋之夜，明月高悬，银辉洒地，此时的明月便成了游子思乡的慰藉，引得无数才子对
月咏怀。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隐喻“悲欢离
合”。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张九龄
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更
是千古传唱。
在这些睹月思乡的身影中，苏轼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中秋夜，月似银，饮而醉，怀子由。
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之夜苏轼通宵欢饮，想念弟子由，填词一首《水调歌头》，其中“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
法，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的奇景，借自然界的现象来表现自己的离愁别绪，寄托对
生活的美好祝愿，成为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月亮一直是光明、纯洁、美好的象征。然而，同是面对一轮明月，抒发
的情怀却会因人而异，随境而变。李商隐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借吟咏
秋月，赞扬了不怕挫折，经得起冷酷环境考验的人。“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
远，攀桂仰天高。”——这是杜甫避乱蜀中之作。诗人睹月兴感，用象征团圆的八月十五的
月亮反衬自己漂泊异乡的羁旅愁思。
中秋时节，气温已凉而未寒，天高而气爽，正是观赏月亮的最佳时令。因而初始的祭月便逐
渐为赏月所替代，祭祀的色彩逐渐褪去，而赏月却渐渐盛行起来。中秋节的正式形成，尤其
是在民间盛行应是宋代的事情。北宋，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并出现了“小饼如嚼月，
中有酥和饴”（苏轼诗句）的节令食品，赏月、吃月饼的节庆活动已蔚然成风。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样的月光，一样的中秋节，因为有一首首动人的古诗
词而愈发显得韵味悠长。

赠书暖心
□固镇县谷阳高级中学    陆琴华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说的是赠送者，接受赠送的人会如何呢？爱好文学的我结识了不少文
友，有些文友出书了，会赠一本书给我。我嗅到的是油墨香，笑逐颜开，心情如一朵刚刚盛
开的花，很美丽。
暑期结束，返校没几天，我收到一个包裹，打开来一看，是一本名叫《人如青苇》的散文
集，作者王太生，在《泰州日报》做副刊部编辑。我常年在民办学校任教高中语文，2000年
起，我在泰州一家民办学校任教。那时我就给《泰州日报》和《泰州晚报》投稿，二十年
了，这两家报纸先后采用我的散文五六十篇。期间我并不认识王太生老师，王太生老师也不
认识我，这期间我和王太生老师也没有任何交集和接触。只知道王太生老师在编辑之余，跟
我们一样也爱码字和投稿。他的散文经常发表在省级以上报纸副刊上，我也或多或少读到了
不少，被他清新的文笔、丰富的联想和渊博的知识所打动。王老师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的散文
作品，而《人如青苇》是他的第一本书，有时我想：我要是能得到他的一本散文多好啊！心
想事成，这不，冥冥之中，我终于有了一本他的散文集。我捧着《人如青苇》散文集不由得
一阵激动和欢喜。
有一位网友名叫王德凡，退休了，爱上了码字。那时他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我也
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一些文史小品。他有新浪博客，我也有新浪博客。有一天，王德凡老
师给我发张纸条，要我提供通联方式。不久我收到他快递给我的一本书——《路上的风景》
。王德凡老师说他退休后又被原单位返聘，直到六十七岁那年才真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退休后的他迷上了散文写作，短短七八年间有三百多篇散文见诸报端。他从这三百多篇的见
报文章中精心挑选了八十余篇，以《路上的风景》为题出版了一本书，出书那年他已经七十
四岁了。王德凡老师是江苏扬州人，年轻时就在广州上班，是广东一家公司里的科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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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过去了，还扎根在南国的沃土上。“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
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苏轼的词，通过描绘南国风光，字里行间流
露出生活在岭南的他自在惬意的心情。我没有到过广州，我随着王老师的文字似乎漫步在花
城的大街小巷，领略广州大桥的壮观、高楼的耸立、赤岗的巍峨。
我收到的赠书大多是自费出版的，收到书后我都会倍加珍惜。我常年在民办学校任教高三语
文，有时因为工作需要，我会担任三个高三班语文教学，平时很忙，王德凡老师的散文我就
是利用那些零碎的时间读完的。有时我正在读别人的作品，突然收到谁谁赠给我的书了，我
就暂时把那本书放一放，集中精力阅读人家赠送给我的书。读是对赠书者的尊重，若能写一
篇该读书笔记那就是对赠书者最大的回报了。远的我不说，就说刚才讲的王太生老师的散文
吧。《人如青苇》是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时间2018年，我收到他的这本赠书已经是2021年
暑期结束了。我以《吉光片羽，尽显风流》为题写了一篇读后感。王太生老师读了，做了回
复：“本想发在报纸上，只是以前有人写了类似于这方面的读后感已经发了，不能再重复。
”遗憾之中，对我再三表示感谢，那个时候的我比文章变成铅字还高兴。
有人对赠书不屑一顾，甚至对一些大作家的赠书也是这样，比如贾平凹就遭遇过。我呢？每
次双手接过别人的赠书，都有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被人了解、信任的贴心和温暖。在用心研
读的过程中我又感受到与赠书者共享文字的魅力和愉悦，一如赠书者赠我书时的心情。

一辈子的奋斗
——读《与讲台同在》有感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十八小学    王多多
假期是最好的充电时刻。假期前夕我就准备好了《与讲台同在》这本书，于是暑假一开始，
便一头扎进书本，细细体会贾志敏老师一辈子的奋斗——平常而又不平凡的语文教育路程。
贾志敏老师从教逾50年，《与讲台同在》全书由作者简介，潘新和老师作序，由教海拾贝，
课堂记忆、亦师亦友等几个版块构成。
书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当年，我为了生活走上了这三尺讲台。今天，我离开这三尺讲
台则一刻也无法生活。”我很讶异：贾老师是语文界的泰斗，品质这么高尚的人竟然是迫于
生计才走上讲台。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我猜想贾老师一开始应该是抱着这样一种
负有责任感的态度，慢慢地在这三尺讲台中实现自我价值，再到热爱学生，乃至与病魔抗争
了将近十年仍坚持奋斗与这三尺讲台骨血相融。分不清这一辈子的奋斗是为了学生，为了自
己，还是为了未完的教育事业。
在“教海拾贝”中，贾老师回忆了关于幼时以及自己从教以来的往事。其中问道：在沙漠中
行走的快乐是什么？——简单。书中说道：我们教语文的，做好两件事足矣：第一，实实在
在教学生阅读、写作、听话和说话；第二，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思想、
文化、人文内容的熏陶感染，使语文教学真正发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看到这
里，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平时在上课时，似乎太注重PPT的运用，总是觉得没有PPT，这一
节课就上不好。每一次上课，恨不能短短40分钟，让孩子把什么都学会，生怕漏了什么。结
果通常是我累得筋疲力尽，孩子们一脸茫然，即使当时觉得效果挺好，但回头一检测，考得
却不怎么样。如今看来，我没有做到简简单单教语文，而是百科全书式的去“填鸭”，真是
错误之极。
书中贾老师还提到：语文课要有浓浓的语文味。何为“语文味”？原来就是在课堂中去讲“
字、词、句、篇”，在课堂中去练“听、说、读、写”，朴实是教师教风的具体体现，扎实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要把这作为我教学的“座右铭”，时刻警醒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应
该在课堂教学中做什么。
在这一章节中，贾老师明确提出：教语文，教师一定要在“语文”上下功夫。观摩语文课，
要关注教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处理教材，如何启迪学生，如何设计教案。看到这我又一次
陷入了深深地反思中：在平时备课时有没有下功夫？处理教材时，我的落脚点在哪？有没有
落到实处？说实话，平时备课时，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教材的研究不深、处理不当，对于目
标的设定以及落脚点在哪一片茫然。我带着这些疑问继续往下看，贾老师在后面的文章中，
向我们详尽地展示了一些课堂片断以及完整的课堂实录，从中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如：
《爸爸的老师》课堂实录中，贾老师在理解词语“鞠躬”时，明确告诉学生，不需要解释，
只需做这个动作，并且告诉学生鞠躬是咱东方人的礼仪。“鞠躬”的“躬”这个字，身体像
个弓。这样一来，学生就很容易记住并理解这个词语了。看到这里，我茅塞顿开，这不就是
对教材的处理，把落脚点落在了实处吗？同时内心也雀跃了一下，原来我也有和大师类似的
教学方法啊！在教学《掌声》时，有“注视”一词，为了让同学们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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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请一位同学把这个词写到黑板上，并让全班同学注意这个同学有没有写错。大家的目
光都集中到了这位同学身上，这个词语就这样被同学们掌握了。在之后的教学中，我常常用
这种方法，效果比学生对着词语解释背强数倍。带着雀跃的心情和求知的态度，我又仔细阅
读了《我的发现》课堂实录，精心的教学设计丝丝入理，环环相扣，令我沉醉其中。突然，
脑子里闪现出贾老师书中反复强调的“琅琅书声”四个字。在这堂课中，我看到了什么是“
好好读书”，在学生读书时，贾老师一直以鼓励、表扬、做示范的方式让学生认认真真读
书，好好读书，踏踏实实读书，最后读好书。“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朗读就是学习良
方，语文课就是要书声琅琅。回想我平时在教学时，读书就好像是为这堂课锦上添花般，认
为只要同学们读对了就行了，从来没有把“好好读书，读好书”作为课堂教学的重点。看似
一遍一遍地朗读，就是贾老师说的“花式表演”而已，根本没有注重教什么，怎么教。
我经常听身边的老师说作文难教，“无从下手”，大多数同学也说作文难写，“无从下笔”
。从贾老师的作文教学实录中我见识到了大师风采，没有任何花哨，就是质朴地教语文。其
实不是作文难教，而是我们自己的语文没有学好，老是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不论是老师还是
学生，说话、写作啰嗦、文不通字不顺等毛病很多很多，都被我们自我宽恕了。对比贾老师
以及贾老师的课堂，我的标准尺度太宽。从当下起，也应自我严格要求起来。
书中感动人心的一幕幕也是让我难以忘怀。曲折的童年、艰辛的成长、病痛的折磨，始终没
有击垮贾老师对教育事业的坚持，对三尺讲台的热爱和坚守。
贾老师，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坚守一生，正如他所说：“离开这三尺讲台则一刻也无法生
活。”虽然他已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三尺讲台，但他的生命早已与那三尺讲台骨血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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