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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背景是解放前暗无天日的旧中国。诗的作者是一位即将离任的经棚县县长。整

首诗诗人以其淳朴平实而精炼语言，以其极端惆怅苦闷而沉痛的心情，向新任县长贾县长道出

了自己心中难以释怀的苦衷和悲哀，并向新县长提出发自心灵深处的期望。

诗人在那样的背景下任经棚县县长，其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来民已流离日，我去民

犹颠沛时。”“我”来任县长的时候，正值社会战乱，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四

处逃荒度日。“我”在任期间并没有丝毫改变百姓之痛楚。社会使然，“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

离开的时候，黎民百姓仍然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对此，诗人痛心疾首：叹自己无能，恨社会黑

暗。自己空有一腔报国之心，空有一腔爱民之意，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报复，只落得“我去民犹颠

沛时”的惨状。读来无不令人痛心流泪。

后一联诗，诗人笔锋一转，将自己心中的压抑，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完全寄托在新任贾县长

身上“奉告贤明新令尹，好从饥溺拯黎遗。”希望新任县长将黎民百姓从苦海中解脱出来，从饥寒

交迫颠沛流离中拯救出来。当然，诗人也从心里希望社会摆脱深重灾难，从根本上转变社会现

状，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诗人深深地为自己没能使自己的百姓摆脱苦难而扪心自责 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纵览全诗，虽然诗人没有议论，没有通过叙事来抒情，然而诗人却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诗

人的所有情感全部编织在有限的字里行间。诗中无不洋溢着诗人的爱国爱民情怀和对旧社会

疾首蹙额的悲愤之感。读来朗朗上口，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赏析： 郭久良

我来民已流离日，我去民犹颠沛时。

奉告贤明新令尹，好从饥溺拯黎遗。

赠 新 任 贾 县 长
■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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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棵大树，本来很开心，
很快乐。眼前流水淙淙，头上白
云悠悠，枝头小鸟啁啾，空气清新
甜美。

有那么多伙伴陪着我。春
天，风妹妹给我梳头，伴我做健身
操，我们快乐极了。你听，那哗啦
啦的声音就是我们在欢笑。夏天
里，我枝繁叶茂，人们在我身边乘
凉、下棋，孩子们绕着我奔跑玩
耍，我的心里美滋滋的。不觉在
微风中手舞足蹈，那抖动的枝条，
就是我优美的舞姿。秋天，孩子
们在我身边捡起树叶，他们说可
以做成书签，还可以做成美丽的
画。

可是现在，我再也开心不起
来了，因为我的朋友都不见了。

一场洪水，把我的大树朋友
都带走了！人们都到别处避难去
了。只有老彼得留下来，他老得
走不动了，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和
我守望相助。他来到我的身边乘
凉，有时抽一袋旱烟儿，看看天上
的白云，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后来，我也渐渐老了，彼得把

我砍下来，做成了一把椅子，他坐
在椅子上休息，看看自己做的椅
子，感觉手艺真是不错。再后来，
他把我捐给了山区的孩子。“哇
塞，好漂亮的椅子！”一个孩子看
着我叫道。他很喜欢我，左看看，
右看看，总觉得自己的椅子比别
人的漂亮，总是向别人炫耀。但
是我想：“只要主人喜欢就好，我
自己可要谦虚才行。”他每天把我
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尘土也没有。

好景不长，有一天，主人去上
体育课。我趁着这个时候往窗外
一看，山上光秃秃的，一棵大树也
没有了。只听到锯子的声音和推
土机的声音，嗡嗡作响。我伤心
极了，想出去阻止他们，可是我一
步也走不了。我生气了，眼看着
一个个同伴轰然倒下，我只能在
心里大喊：“住手吧，你们害死了
我那么多朋友，犯下了那么多的
罪行，还不够吗？不要太贪婪
吧！”

我虽然不能阻止你们，但我
想告诉你们，别等到遭受惩罚的
时候，悔之晚矣！

一棵大树的自述
■万合永小学 王伟懿

一声长鸣划破青蓝色的天宇，
赤红的雀儿掠过明镜般的湖面，古
老的歌谣逾越千里，连着脉搏跳
动，逐渐与血肉融合……这些触手
可及的场景，曾不止一次出现在我
们的脑海中，让我们为之联想。它
们的名字叫诗词。

从牙牙学语到风华正茂，我们
的每一丝成长都浸透着诗的精
华。在诗词中，我们曾看到李白白
衣纵马出长安，看到苏东坡寒衣漂
泊入海南，看到辛弃疾执剑戎马战
沙场，看到柳永悲悲切切伤离别
……那些我们曾渴望曾幻想的，或
悲壮激烈或豪情满怀或哀婉动人
的场景，均在诗词中氤氲。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这是苏轼梦醒时分痛悼亡
妻的哀叹。爱妻辞世已十年有余，
一朝梦中相会，没有卿卿我我的亲
昵，只有相顾无言的凄凉。彼此都
知道梦醒后依旧生死相隔，断肠之
痛无言诉说，这一刻，他不像那个

“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士，而是我
们身边一个平凡的丈夫，一个疼痛
的丈夫，一个因思念妻子夜不能寐
的丈夫，敲碎千古词人完美的外
壳，是诗词让我们贴近了他，走进
了现实。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
梧桐深院锁清秋”，这是李煜深秋
之夜物是人非的感慨。昔日天子
已沦为阶下囚，受尽屈辱，数十年
的荣华富贵荡然无存，陪伴他的不
过一处深院，一株梧桐，连缺月都
难言他的哀伤。想来，我们也曾像

他一样，在某个站点跌倒，痛哭流
涕，向前看，没有未来，一片漆黑，
心底的绝望像铁轨一样长。这一
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不
再是遥不可及的千古词帝，但他的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也埋进了
我们年轻的心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尽管王国
维把此句列为人生三境界的最高
境界，也遮挡不住辛弃疾在元夕之
夜独自观灯的倾诉。他对走过的
女子一一辨别，却没有一个人是他
所等待的，偶一回头发现自己的心
上人站在昏暗的灯火阑珊处。这
是在说他所等待的女子，又何尝不
是说他自己呢，站在灯火阑珊处的
那个人，不过是不受重视的辛弃疾
本人啊！文韬武略皆不得施展，只
能站在角落里孤芳自赏。同样是
被冷落，同样是由于冷落而引起的
寂寞，辛弃疾所释放的清冷不落俗
套的高洁之风，绝非常人可比。

我们在这般或清丽或壮烈或
温婉或豪气的诗词中长大，经历着
悲欢离合，拥抱着人间烟火。课本
上那些冷冰冰的诗人，在诗词中变
得有血有肉，我们时常会遇到拥有
类似心境的知音，在他们的引领
下，我们认清、忍受、接纳、寻觅，直
到步入那个有棱角、有温度、有歌
声、有知音的诗词世界，或许我们
也会在那里同他们一起把月光弹
奏，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边云卷
云舒。

诗丛词林觅知音
■经棚一中赵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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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
初听到这个消息，蠢蠢欲动，因

为心心念念想要个姑娘。和老公商
量，他不要，态度很是坚决，说一旦来
个“炸弹”，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虽
然也担心，但是我依旧贼心不死，一
边研究清宫图，一边找大夫问我应该
吃点啥才能生出个粉嫩嫩的小姑娘，
还没等我问出个所以然来，怀孕啦！

这消息如此之突然，让我既激动
又紧张，还夹杂着诸多担心。所以宝
宝在肚子里的时候，没贪心的祈祷她
肤白貌美大长腿，只有三个愿望：一
愿她身体健康；二愿她睿智聪慧；三
愿她精灵可爱。

祈天求地！
预产期闲下来的时光

在乡镇工作几年，没有太多的时
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天天盼着闲下
来。如今，进入了预产期，真正闲下
来了却又闲不住。美食、电视剧、十
字绣、睡大觉、串门聊天……即使看
起来很忙碌，心底依旧有空度时光昏
昏欲睡的愧疚和无力感。

把儿子卧室收拾一下，营造出一
种我有了自己书房的虚荣感。坐下
来，看着面前一本本装订精美的书，
即使不看，也心生厚重而感踏实。一
旦勤快起来再写几个字呢，那就更妙
了吧？

有朋友谆谆教导，这几天你就可
劲儿的嘚瑟吧，等孩子出生后屎一把
尿一把的，看你还“为赋新词强说愁”
不，还张罗看书、写字不，到时候一定
是蓬头垢面弃妇模样。

嘿嘿，到那时候，到那时候再说

吧，我可不敢吹牛。或许全部身心投
入到照顾哺育一个粉粉嫩嫩的小生
命中，又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幸福感和
充实感，什么书啊字啊，都不稀罕了，
谁知道呢？

人生就是这样的充满了不定数
和各种期待，心生欢喜，努力经营，便
是好的。

心心念念的女孩儿
距离预产期愈来愈近，有点紧

张，完全不像有个 13 岁孩子的妈
妈。因为儿子的时候是剖宫产、这次
也只能剖。

6 月 28 日早，我被推进了手术
室，打了麻药后，盖上绿色的露着个
大圆洞的手术单，看着旁边手术架上
摆满了各种寒光闪闪的手术刀、止血
钳等器具，似乎见到了战场上的刀枪
剑戟，豪壮感油然而生。

医生和护士在我浑圆的肚子上
忙活一阵子后，拽出了一个小宝，哇
哇哭着，放到体重称上，登记在册完
事。没有十分人性化的让我瞅瞅，就
抱了出去。好像我不是妈妈，只是个
躯壳。

护士回来后，他们商量着下一步
手术啊、缝针啊，唠嗑似的。间隙里，
我怯怯的问，是女孩儿不？得到了护
士的肯定回答后，这颗心终于落地
了。

闭眼，睡觉，这个掏出了宝贝闺
女的破肚皮爱咋缝咋缝吧。

烧脑的二胎
■李晓娟

张华教授在去年学习共同体峰会
上有个视频发言——《深度学习一定
是理解性的学习》。我反复研读这篇
讲稿，并以此反观《氓》的教学设计及
实际学习效果，有些许体悟。

一、不能用的知识是惰性知识，学
这种知识的过程是浅层学习。

《氓》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第二
单元的一篇课文。

预习时，我问学生对《诗经》了解
多少，“风雅颂，赋比兴。”学生齐声回
答。我惊讶于他们说出如此没头没脑
的答案，而且还是如此惊人的默契。

“那么《风》是什么？”我问。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包括刚才喊

得最起劲的男生。
看来“风雅颂，赋比兴”就是张华

教授所谓的惰性知识，“既不能促进理
解，又不能互联应用。”“风”这个词是
被老师强行灌输的，他们只知道与《诗
经》有关，至于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大
概老师认为不在考试之列，也就不在
学习之列了。

想起女儿小学一年级时，对我说
书上李白的插图画得不像。我笑了，
问她，“你又没见过李白，凭什么说他
不像？”她说这个李白太安静了，像个
读书人，他那么能吹牛，说飞流直下三
千尺，说危楼高百尺，说白发三千丈。
他那么邪乎，怎么能长得这么安静？
我告诉她“邪乎”和“吹牛”还叫夸张。
一年级小学生对浪漫主义的认识是由
感性到理性的，尽管没有经过课堂训
练，却是有深度的学习。而面前这些
经过课堂训练的高中生们，头脑中的

“风”却是僵化的，是浅层的，是没有用
的惰性知识。

二、设置真实的情境，让学习真正
发生。

张华教授说，“深度学习一定是理
解性学习，它一定摆脱了事实本位的
教育价值观和知识观，走向了理解本
位的知识观”。

学习《氓》时，我设置了这样一个
情境：淇水在文中出现了三次，假设你
是生活在淇水旁边的一个人，见过这
个女子渡过淇水的场景，你可以用文
字为我们描述这个画面吗？（提示：注
意环境、情节、人物神态动作、内心活
动等。）

学生将自己代入情境，关注细节，
他们的描述中提到女子的步履由轻盈
到沉重，容颜由清丽到憔悴，头发由柔
顺到干枯，表情由羞赧到决绝等等。
其中，小林同学这样描述女子第一次
渡过淇水的场景：

已是午时，骄阳之下，淇水岸旁过
来一对年轻男女。女子娇羞地笑着，
看着即将离开的男子，眼里流露出浓
浓的不舍。清风拂过，吹乱了女子的
发丝，她抬起了右手，将一缕头发别在
耳后。她定定地看着男子，嘴唇动了
动，似乎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
这时一个老翁划着船近岸了，靠岸了，
吆喝着男子，一声又一声。男子终于
上了船，对着女子大喊，等我回来娶
你！

我注意到老翁这一人物设置，问
小林同学有没有读过《雨霖铃》，他说
没有，其他同学也没读过。我简单介
绍了“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
眼，竟无语凝噎”。夸小林同学所设情
境与著名词人不谋而合。

“老师，我想问柳永和恋人分别后
多久才可以见面？”小韩同学问。

我说柳永当时离开京城，前路未
卜，不知归期。

韩同学说这就对了，所以我们这
个情境不该是林同学所说的样子。男
子与女子约定秋以为期，这个离别是
满怀期待的，即使有不舍也不会“无语
凝噎”。

针对这个问题，又有许多同学加
入了讨论，尽管最后还是有分歧，但他
们已经能够依托文本还原场景，言之
成理了。

我说这就是风，是民歌，记录淳朴
人情。《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让我们这些后人有幸得见2000多年前
的生活。

三、应改变自上而下的应试教育
的教学观。

张华教授认为，“老师通过系统讲
授传递见解经验的授课”导致了“自上
而下的应试教育的教学观”，我发现这
种观念不仅老师有，有些从传统课堂
中走出的学生也有。

在理顺了《氓》中女子的情感变化
后，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当代著名学者鲍鹏山说：“在《诗
经》中最完美的女性，我以为便是那位
卫国女子。”你是否赞同这种说法？请
结合全诗说说理由。

为方便比较，我给同学们印发了
《诗经》中的另一篇《国风·郑风·遵大
路》遵大路兮⑴，掺(shǎn)执子之袪
(qū)兮⑵！无我恶(wù)兮⑶，不寁
(zǎn)故也⑷！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
魗(chóu)兮⑸，不寁好也⑹！

【注释】⑴遵：循着，沿着，顺着。
⑵掺(shǎn)：拉，拽。执：拿，持。掺
执：拉住。袪(qū)：袖口。⑶恶(wù)：
嫌恶。无我恶(wù)：不要嫌恶我。⑷
寁(zǎn，又读jié)：速，快。故：故人。
⑸魗 (chóu，又读 chǒu)：通“丑”，丑
陋，不好看，让人厌恶或瞧不起。⑹
好：旧好。

与苦苦纠缠不休的郑女相比，我
们很容易得出了结论，卫女是古代女
性中最早的觉醒者，“亦已焉哉”可看
作古代女性最早的精神出走，给世界
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探讨至此，我请同学们关注一下
本文的叙述视角，请他们思考，如果这
个故事由氓来讲述，会不会是另外一
种样子。同学们提出了种种合理的假
设，我引用蒋勋先生的观点，说如果一
开始就认定这首诗是一首弃妇诗，就
意味着它已经没有其他答案，就把这
首诗读窄了。我们不能因为女子现在
的伤心难过来否定她曾经的喜悦和幸
福，两个人都必须为最初的“载笑载

言”不能持续而承担责任，这绝不是某
个人单方面的错。

同学们公开发表的时候，我把关
键词记下来，写了整整一黑板，试图通
过这篇文章让学生明白，不仅是爱情
婚姻，在任何一种关系里，我们都可以
自我反思，换位思考，那样我们和同
学、父母、老师的关系才会更融洽。看
着同学们或低头记录或托腮沉思的样
子，我很高兴，以为我的这节课很成
功。

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了，说：“老
师您的问题是《诗经》中最完美的女
性，我以为便是那位卫国女子。你是
否赞同这种说法？请结合全诗说说理
由。那我们联系这么多现实生活，有
什么用？考试会考吗？”

我有些意外，但很快就找到了原
因，估计这个孩子在同学的探讨转向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时就走了神，
沉浸在这个问题会不会考的思索中，
没有加入后面的研讨，是我的疏忽，没
有关注到。

这个学生是我接班后认识的第一
个学生，第一节课，我让大家说说对语
文的认识，他说“语文是困难，因为它
拉我的分儿”。

这节课下课，我找他谈话，谈我对
语文的理解，我说我们通过探讨锻炼
的是思维能力，学习语文不仅仅是为
了考试，知识性的东西百度一下就可
以找到，而思维品质的提升却是一个
需要锻炼的长期的过程。当你具备了
一定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语文就不会
再拉你的分儿了。

我希望我可以带着这个孩子，以
及所有和他有一样困惑的孩子快乐地
学习语文，让孩子获得一些试卷以外
的东西，让他的学习成为解决问题的
过程。

我想我可以在专家的引领下带孩
子们逐步走向深度学习，让课堂成为
它该有的样子。

我们深度学习了吗
——从张华教授的讲座反观《氓》的课堂教学

■经棚一中 丁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