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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词读

痛饮从来别有肠
■ 阮忠

东坡有一首词《南乡子·东武望
余杭》，词牌下注“和杨元素”，一题
作“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杨绘，
字元素，四川绵竹人，年稍长于东
坡。《宋史》本传说他“少而奇警，读
书五行俱下，名闻西州”，中进士后，
曾知东坡家乡眉州，宋神宗时官至
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杨元素的政治立场与东坡一
样，在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力主变法时，曾上书宋神宗。此
后，杨元素也离开了京城，出仕杭
州，与在杭州任通判的东坡相遇。
当东坡要调到密州时，两人在杭州
临别小聚，便有了这首和词的产
生。遗憾的是，杨元素的原词今已
不传。

《南乡子·东武望余杭》这首词
朗朗上口：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
茫（一作‘杳茫’）。何日功成名遂
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
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
羊公却姓杨。”

作这首词时东坡还在杭州待赴
密州，却想象自己从密州治所东武
（今山东诸城）望余杭，这一想象之
词以“望”透出他和杨元素二人之间
的深情。本不可“望”而“望”，是内
心情感的驱使，欲见却不能，自然生
出“云海天涯两渺茫”的感叹。相别
固难，再次相见也难。东坡问“何时
功成名遂”，那时的他兼济天下之心
常在。这首词正是以“功成名遂”为
基调的。

东坡到密州做太守时，心怀强
烈的立功抱负，有词道“会挽雕弓
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
子·密州出猎》），心想如果不得意
于庙堂之上，不妨立功边塞。但
是，这也未能实现。几年后，东坡
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当了不能
签书公事的黄州团练副使，只能站
在长江边的赤壁岸，遥想三国时周
公瑾大破曹兵，自叹人生如梦，华
发早生而功业未成。他与杨元素
告别时，还想不到后来发生的事。
东坡畅想功成名遂后回乡，“醉笑
陪公三万场”。杨元素生性疏旷，
在这一点上与东坡相似，后来东坡
在黄州写下的《满庭芳·蜗角虚名》
词里又说“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
六千场”。

《南乡子·东武望余杭》这首词
的下阕中说“不用诉离觞。痛饮从
来别有肠”。离别难舍，但不见东
坡的伤怀忧思。“别有肠”与“何时
功成名遂”相照应，仿佛离别的酒
不为离别，而是建功立业的壮行
酒。接下来，东坡又说“今夜送归
灯火冷，河塘”，让人顿生不愿离别
却不得不离别的悲伤，由此引出词
的最后一句：“堕泪羊公却姓杨”。
这里引用了西晋羊祜的典故。羊
祜督荆州时镇守襄阳，政通人和，
深受百姓拥戴，死后襄阳百姓为他
在岘山建庙立碑，赞颂他的功德，
岁时祭祀，望碑落泪。东坡说，来
日建功立业，也许百姓见碑流泪怀
念的，就是杨公你。他希望杨元素
将来也能建功立业。

《南乡子·东武望余杭》这首词
虽诉离别，但并不伤感。东坡此后
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被
视为他豪放词的开山之作。作为它
的前奏，《南乡子·东武望余杭》这首
词已经让人感受到了东坡词的豪放
襟怀。

“同学们，今天我教大家吟诵《回乡偶
书》，我吟一句，大家跟着吟一句……”近日，
在儋州市丹阳学校高一（4）班的讲台上，儋
州话文读音吟诵传承人朱荣带领学生们用
儋州话文读音吟诵古诗。

近期，我省发布《关于公布第六批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确定21项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1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在本批名录中，儋
州话文读音吟诵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作为丹阳学校的国学课老师，朱荣很
早就将儋州话文读音吟诵带到校园中。“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儋州话文读音就是儋州
学校教学时使用的语言，读书人都能掌握
其吟诵技巧。现在，儋州话文读音大多只
用来称呼人名、药名、地名和吟读对联等，
濒临失传。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让更多人了
解这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朱荣说。

在丹阳学校任教17年来，朱荣一直坚
持向学生们推广儋州话文读音吟诵，“传统
文化需要年轻一代承前启后，儋州话文读
音吟诵应该多走进校园”。

儋州话文读音吟诵历史悠久，为了让
更多年轻人了解和接受，朱荣在吟诵方式
上还进行了适度改良和创新。

和儋州话文读音吟诵相比，儋州调声
更广为人知。节奏明快、感情热烈的儋州
民歌，被称为“南国艺苑奇葩”，于2006年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听啊见凤啊说声，嘱姑九啊点半
……”日前，在儋州市第二中学（以下简称
儋州二中）的校内课后服务活动中，30余

名中学生跟着音乐教师林燕一起学习儋州
调声《嘱姑九点半》。他们分成男女两队、
一字排开，面带笑容地学习这首著名的儋
州民歌。

儋州二中把儋州调声作为学校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项目，并将其列为
校本课程。“我们将儋州调声融入日常音乐
课堂，很多学生现在能完整演唱多首儋州
调声。”林燕说。

秉承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该校教
师简祖代、赵腾创编的群舞《东坡传学》《木
屐咯咯响》等，融入了儋州调声音乐与舞蹈
元素，凸显儋州的地域文化特色，多次获得
省级奖项。

此外，儋州二中还通过“师生走出去，
专家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儋州调声歌手牛
玉乾到校表演并为学生授课。

无独有偶，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

近年来也将儋州调声带进校园。该校教师
吴新霞自编《欢迎您到儋州来》《七菜园最
美丽》等儋州调声，将调声文化与学校特色
田园课程结合起来，激发学生们对乡土文
化的热爱和传承。

除了多所儋州中小学外，儋州市文化
馆也在积极推动儋州调声进校园。该馆近
年来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组织儋
州调声传承人及调声队到中小学开展展演
活动。2021年，儋州市文化馆和儋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整理编写《儋州调
声校园读本》，在儋州二中进行试点推广。

“我们希望通过校园平台，在学生们
心中种下保护和传承儋州非遗文化的种
子。”儋州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期，该馆正积极推动儋州话文读音吟诵进
校园，让更多学生了解这个省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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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儋州话文
读音吟诵，首先要从“文
白异读”说起。“文白异
读”是汉语方言中一种
特有现象，指的是一些
汉字在方言中有文白两
种读音。其中，文读音
多用于读书或书面语，
俗称读书音；反之，白话
音用于日常交流，又称
说话音。

作为一门历史悠久
的方言，儋州话被称为
“古汉语的活化石”。已
故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
在著作《儋州村话》中指
出，儋州话最大的特点，
正是文读音和白读音在
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
面都各有不同，具有文
白两套相对完整的音
系。在儋州话中，几乎
每一个字都有文白两个
读音，这在全国的方言
里是很少见的。

（吴心怡）

名词解释

儋州话文读音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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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场上，
两架飞机模型在
学生们的操控下
自由飞翔，时而
攀爬，时而侧飞，
时而悬停，一场
精彩的“空中芭
蕾”在此上演。
“我们还能通过
自主编程设定模
型飞行轨迹。”海
南中学高二学生
符扬威说。

这是海南中
学科技社航模部
的“试飞”日常，
也是我省积极推
进人工智能教育
的缩影。近期，
教育部公示中小
学人工智能教育
基地名单，我省4
所学校——海南
省农垦中学、海
南中学、西南大
学东方实验中
学、武进区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琼
海小学入选。

近年来，我
省积极促进人工
智能技术与基础
教育深度融合，
促进教育变革创
新和高质量发
展。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对此进行
了采访。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琼海市第一小学学生
黄明轩总是翘首盼望课后服务课程的到来。
近年来，该校开设了科学幻想画、智能编程等
课程，创办了小创客等科技社团。

每到课后，海南中学机器人活动室、航模
活动室等就成为学生们热烈交流的天地，许
多小发明的灵感由此萌发。符扬威对视觉识
别技术（基于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的人工智
能应用技术）充满兴趣。他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建立模型，自主设计了一款“能自动追踪垃
圾掉落位置”的垃圾桶。该项目于去年11月
获得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海南赛区萌芽赛道金奖。

“得益于学校开放的学习空间、浓厚的
学习氛围，我们能够自由探索更广阔的天
地。”符扬威说。

在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过程中，我省多
所中小学校“以学生的兴趣为本”开展教
学。“有的学生喜欢无人机，有的喜欢编程，
有的则擅长3D打印。面对学生的不同兴
趣，学校实行差异化教学，重点是引导和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并引
导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学会知识到学会学习。”朱鼎甲表示。

人工智能是一项前沿技术。为了更好
地开展教学，教师也需要不断“充电”。海口
市西湖实验学校信息中心副主任符香琼表
示，该校经常组织教师进行实操培训、交流
研讨等，逐步加强人工智能教学与教师培训
的融合，形成人工智能支持教师终身学习、
持续发展的教育模式。

儋州市第二中学通过遴选一批创新意识、
综合素质、技术能力较突出的教师，组建机器
人创客教研队伍，通过知识培训、学习考察、创
客实践、竞技比赛等形式，不断提升教师的理
论认识和实践技能。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省
将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教育，加快构
建中小学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体
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升人工智
能领域人才培养质量。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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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信
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将
人工智能作为课程内容。但是，如何科
学合理设置人工智能课程内容，还需要
不少学校自主破题。

岳水平介绍，海南中学面向学生需
求，开设三阶科技教育课程体系，涵盖
普及课程、提高课程及拔尖课程。其
中，普及课程包括研究性学习、社会实
践、技术必修课、科学课程等必修课，让
学生初步了解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提高
课程包括科学课程选修课、技术课程选
修课，以及针对学生兴趣开设的机器人
特色项目课、航模特色项目课、Python
人工智能教学项目课等校本选修课程；
拔尖课程主要包括各类竞赛选修课，例
如科技特色选修课等。

课堂之外，丰富的学生社团和科技
活动也让许多学生心向往之。2023年
暑期，海南中学学生钱瑞航报名参加了
海南中学机器人科技夏令营，对人工智
能知识充满浓厚兴趣。

“我们依托课程体系，通过‘社团课
程化’等方式从基础知识开始普及，对
学生进行长期培养，而非仅仅为了参加
某个比赛或某项活动而学。”岳水平表
示，该校还成立了“衍林书院”，持续加
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教育的场地、师资
保障。

武进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琼海小
学信息办主任李欣介绍，面对小学生，
该校开设了创客类、编程类、5D影院（科
普类）三大类课程，通过海绵城市、智能
苗圃、火星探秘等生动有趣的课程案
例，以及VR体验馆等线下体验，让学生
更容易理解人工智能概念，提升他们的
实践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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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放的是固定翼模型飞机，墙
上挂着球形无人机……”近日，在海南
中学科技社航模活动室内，符扬威向海
南日报记者逐一介绍室内摆放的人工
智能设备。作为科技社的主力队员，他
对人工智能充满浓厚兴趣。

早在2004年，海南中学就建立了
学校机器人社团。“近年来，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飞速发展，学校积极将人工智能
融入科技创新教育，不断完善课程体
系，丰富学校科技活动内容。”海南中学
信息科科长岳水平介绍。

2019 年，省教育厅印发《海南省
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
点》，提出推动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
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

此后，人工智能教育在我省中小学
校全面开花：儋州市第二中学成立学生
机器人创客协会，在学生心中种下科技
种子；三亚市第二小学通过教学培养学
生计算机思维，让学生初步感受人工智
能的运用；海口市西湖实验学校引进

“人工智能编程课进校园”项目，让学生
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体验编程乐趣；海
口市龙岐小学打造人工智能少年科创
学院，逐步开展人工智能普适课程……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教育的触角还
不断延伸到乡村学校。三亚崇德学校
引进“松鼠AI”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利用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赋能教学全
流程，补足教学短板，为师生减负增效。

“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教育提高
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创新与实践能
力，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儋州
市第二中学信息中心主任朱鼎甲表示。

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英文缩写是
AI。人工智能是智能学科重要
的组成部分，该领域的研究内
容主要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
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
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是引领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人们的
生产、生活、学习方式。（徐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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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第二中学开设机
器人创客编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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