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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 animals is to pro-
tect human ourselves（保护动物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3月8日下午，
海南省众善关爱小动物志愿者协会
（以下简称众善协会）志愿者来到海
口哈罗学校，为学生们开展保护动物
中英双语宣讲活动，其中超半数志愿
者是海归。

众善协会创始人雁南介绍，该协
会从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都很重
视向年轻一代开展善待动物的生命
关怀教育，“海归志愿者的加入，让我
们可以开展中英双语宣讲，扩大受众
群体，增强影响力”。

当天双语宣讲活动的主讲老师王
玫，曾在欧洲和印度工作多年。她幼
时曾养过宠物猫，因此对动物有深厚
的感情，也十分同情流浪动物的处境。

今年3月，众善协会志愿者找到

王玫，希望她能担任该协会英语讲师
志愿者。王玫毫不犹豫就答应下
来。“保护动物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王玫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希望从自己做起，并影响到一部分
人。”

曾在英国留学的众善协会志愿
者郭晶晶，曾有过救助流浪猫的经
历。救助流浪猫，让她和流浪猫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2023年回国后，
郭晶晶通过网络联系上众善协会，成
为一名志愿者。“我很认同协会‘快乐
动保’的工作理念。保护动物，不一
定要有很大的收容场所，更重要的是
增强大家保护动物的意识，让更多人
加入动物保护的队伍中。”她说。

留学期间曾参与流浪动物领养
工作的众善协会志愿者乔可优说，
该协会志愿者希望通过孩子实现

“小手拉大手”，以孩子带动成人，从
今年2月便开始筹划双语宣讲进校
园活动。

近期，志愿者们在海口哈罗学校
分别面向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开展

宣讲活动，每场宣讲活动时长半小
时。为了准备这两场宣讲活动，海归
志愿者利用节假日开会讨论课件，熬
夜加班制作、修改课件内容。

“考虑到高年级学生的知识面与

低年级学生有差异，我们又对课件内
容进行优化，删去一些低龄化内容，
新增一些与主题相关的内容。”王玫
说。

海口哈罗学校学生 Jordan（乔
丹）和妹妹曾多次喂养过流浪猫。她
认为，宣讲活动提高了他们保护动物
的意识，也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正确
救助流浪动物。

“孩子们特别活跃，超出了我们
的预期。”郭晶晶说，孩子们在两场宣
讲活动中的反应，让她更坚信动物保
护宣讲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坚定了她
继续前行的决心。

雁南表示，众善协会目前仍在招
募讲师志愿者，“接下来，我们将走进
更多学校，向更多学生宣讲动物保护
知识，提升大家善待动物、善待生命
的意识”。

海归志愿者进校园宣讲动物保护知识

和流浪猫交朋友，很简单！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弦歌沧海滨
——苏轼海外诗概述

■ 甘生统

苏轼从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十一日渡海

登岛到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乘船北归，

在海南的三年多岁月里写下120余首诗（含残

句）。这些海外诗作，不仅在他本人的创作生涯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古代诗歌史上也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体诗：
追慕陶渊明的“和陶诗”居多

古体诗是苏轼在海南期间写得最多的诗体，

约100首，其中篇幅最多的是“和陶诗”，近60

首。“和陶诗”是用次韵（依次用所和诗中的韵脚作

诗）形式来和陶诗的诗篇。苏轼对陶渊明情有独

钟，以为“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称

赞其“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

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

“和陶”是苏轼追慕陶渊明的一种重要方式。

苏轼曾有遍和陶诗的打算，但最终只和了124首

（王文诰说）。元祐七年（1092年）作于扬州任上

的《和陶饮酒二十首》为其“和陶诗”之始。谪居惠

州、海南期间，因自身遭际和世道艰辛，苏轼在精

神上与陶渊明这位异代知音更接近，因而进入了

“和陶诗”创作的高峰期。他在海南期间的“和陶

诗”内容丰富，思亲、饮酒、劝学、劝农、赠别、悼亡、

感时、抒怀、咏史等陶诗中的常见题材，都是“和陶

诗”的主要内容。

苏轼在保持陶诗基本品格的同时，赋予这些

题材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主题。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那些感悟人生、写实言志和咏史怀古的作

品。晚年的苏轼，面对政敌的迫害、时局的动荡

和生活的困厄，虽然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乐观、豪

迈，但窘迫的现实和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带来的

苦闷依然侵袭着他，生死、出处（出仕及退隐）、

去就（离去或留下）等士大夫们思考的问题同样

也困扰着他。此时，高唱“归去来兮”挂冠归隐

的陶渊明及其诗作，自然就成了苏轼挣脱困扰的

重要精神支撑：一方面，他钦羡陶渊明的人生选

择，向往其采菊东篱的生活状态，将之作为驱除

苦闷、实现自我突围的精神密钥；另一方面，受

陶诗咏史、写实题材的影响，苏轼不断用陶式视

角观察历史和现实，在评价史实和指陈时事中臧

否人物、寄托怀抱。

“和陶诗”之外的海外古体诗，以五言古诗居

多，这些诗或写海南风物，或写闲居之趣，或写邻

里亲情，或写美食饮馔，笔触时而清新、时而沉着、

时而奔放、时而诙谐，充分显示出其高超的语言驾

驭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五言古诗中的写景抒怀之

作，如《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

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

句》，这是他登陆海南后的第一首诗作，该诗采用

虚实结合手法，收放自如，“倒连沧海，变眩百怪”，

奇思妙想联翩而出。

近体诗：
多从生活场景切入

近体诗（又称格律诗）在苏轼海外诗中所占

比重不多，但其成就不亚于古体诗，其中七律最

多，有13首。这些诗大多从某一生活场景切入，

由此生发感慨、寄托怀抱，但感情基调略有不

同：一类作品在达观中略有沉郁，如《次韵子由

三首》《独觉》等；一类作品闲适中自带放旷，如

《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

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等；还有一类境界阔

大，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等。最后一类作品

想象奇特、感情饱满、笔力雄健，是苏轼“雄豪”

类诗歌的代表，“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

上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些

脍炙人口的名句就出自其中。

海外诗中的绝句只有寥寥数首，但大多耐人

寻味，如“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君看道旁石，

尽是补天余”“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

西”，这些诗句明白如话，但诗意浓郁，在东坡海外

诗中有极高的知名度。

苏轼一生创作诗歌2700多首，海外诗虽然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和那些传诵甚广的中期

作品一样，创作于晚年的海外诗同样达到了“爽

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

（赵翼语）的艺术高度。而且，居儋时期是苏轼

学术、思想的大成时期。洞彻人生的智慧和贯

通史哲的通达，使他的海外诗具有深邃的现实

感、厚重的历史感之外，还有一种古旷的空间感

和渺远的时间感。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

◎琼剧
◎海南八音
◎黎族竹竿舞
◎黎族织锦
◎黎族竹木器乐

◎苗族盘皇舞
◎黎族陶艺
◎儋州话文读音吟诵
◎儋州调声
……

为青春校园增添新活力

近日，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学校一间
教室里古韵悠扬，随着弦、琴、笛、管、箫、
锣、鼓、钹八大类乐器齐上场，一首首海
南八音经典乐曲陆续响起。

“我从二年级开始学习八音弹拨乐
器，现在已经可以与其他八音乐器合奏。”
该校五年级（2）班学生冯雨萱告诉记者，
海南八音课是她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2008年，海南八音入选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是海南八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海南八音文化源远流长，是海南乡土艺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2年起，我们
学校就开设了海南八音课程。”灵山镇中
心学校工会主席黄立业介绍，该校根据
学生不同年龄特点开设了3个教学班，

“希望通过八音课程，培养和激发师生们
对海南乡土文化的热爱”。

持竿的学生跟着音乐有节奏地张
合、敲打竹竿，跳舞的学生敏捷地在竹竿
分合之时前进、后退、跳跃，不断变换身
形……在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
竹竿舞深受该校师生喜爱，他们用欢快
的舞姿演绎着黎族传统文化。

“学校将竹竿舞、黎族竹木器乐等引
进校园，让学生在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
还能了解更多民族文化，增强他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海南师
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校长陈立新说。

五指山市红星学校充分挖掘黎族、
苗族传统文化内涵，开设竹竿舞、鼻箫、
黎锦、五色饭、鱼茶等18门非遗文化校
本课程，激发学生对非遗文化的热爱；海
口、定安、琼海等地的中小学通过琼剧欣
赏课、组建琼剧社团等琼剧进校园活动，
培养了不少“小戏迷”。

我省不少高校“牵手”非遗，近年来
在学科体系、专业与课程建设等方面进
行了有益探索，引导莘莘学子传承和保
护非遗文化。

今年年初，三亚学院举办第十五届
“三亚的冬天”服装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
演，该院大学生设计的黎族服饰展现出
浓郁的琼岛风情，让人眼前一亮。近年
来，三亚学院艺术学院通过成立黎族古
法纺染织绣技艺研究中心、举办学生服
装设计大赛等方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
黎族文化之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艺术学院开设了
“黎族竹木器乐演奏”“黎族民歌演唱”等
特色课程，让师生们感受非遗音乐文化
的丰富内涵；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
高校开设黎锦相关课程；海南医学院面
向本科生开设“黎锦织造”公选课，把非
遗文化搬到大学课堂，打造非遗传承的
重要阵地。

志愿者在行动

音乐课堂上，灼吧、叮咚、鼻箫等黎
族竹木乐器轮番上阵，合奏乐曲旋律悠
扬；操场上，伴随着清脆的竹竿敲击声、
动感的音乐节奏，学生们配合默契，献
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竹竿舞表演；美术教
室里，一个个精致的黎族船型屋模型引
人注目……近期，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
亚学校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活动，拉近
了学生与非遗文化的距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
员不约而同地提出让非遗进入校园，
将非遗融入学校美育课程体系。近年
来，我省大中小学校不断创新形式，把
非遗文化传承融入日常教学中，让学
生在寓教于乐中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
的独特魅力，也让非遗文化在传承中
焕发新的生机。

非遗之花如何绽放新光彩

经过多年发展，八音课已成为灵山
镇中心学校的一张特色名片。但是，该
校开设八音课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学校刚开始开设八音课时，部分学
生家长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孩子在学校
的首要任务是把书读好，学八音会占用
学习文化课的时间。最大的困难则是学
校缺乏专业的师资力量。”黄立业说，近
年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校的八音
课在经费和课时安排上有了更多保障，
聘请海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专业教师和
海南八音传承人黄兹合等多位老艺人为
学生们授课。原来反对孩子学习的家
长，也发现了非遗文化对孩子潜移默化
的良好熏陶。

“目前，海南非遗文化进校园已取得
一定进展，但是也遇到了一些不容忽视
的困难，包括制度设置、专业师资、专业
教材和资金投入等方面，这些因素都限
制了非遗教育的深入发展。”吴永青调查
发现，目前，我省部分学校的非遗教育仅
停留在体验层面，缺乏专业化教育体系
和教学方法；部分学校的非遗活动过于
注重形式，未能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的内
涵，导致学生对非遗文化的理解浮于表
面。

如何更好地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让非遗之花在校园绽放新光彩？吴永青
认为，不仅要解决当前在专业师资、经费
支持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还要从教
育理念、教学方法、资源整合等多方面进
行创新和改进。一方面，学校应明确非
遗教育的目标和定位，将其纳入学校教
育的长远发展规划中；另一方面，应建立
专业化师资队伍，开发与非遗相关的教
材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的专业性和系
统性。

“更为重要的是应建立多方合作机
制，政府、学校、社会团体和企业等多方
应共同参与非遗教育，形成资源共享和
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让非遗文化在校
园更好地‘生根发芽’。”吴永青说。

在“玩—做—创”中学习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非遗文
化，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在美术
课堂上引进黎族非遗文化，如黎族服饰
设计、黎族传统剪纸艺术、黎族船型屋传
统技艺制作等。

“美术课以非遗文化为主题，引导学
生设计黎族元素服饰、用剪纸方式述说
黎族故事，让学生在‘玩—做—创’的船
型屋模型创作中学习传统技艺，更好地
感受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体会黎族先
民的‘工匠精神’。”该校美术教师王艳娜
说。

“我们都很喜欢跳黎族竹竿舞，不仅
能锻炼身体，还能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
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海南师范大学附
属三亚学校八年级学生董薇薇说，学校
开设的黎锦课也让她受益颇多，“在老师
的指导下，我尝试画出黎族元素服饰设
计图，更好地感受传统黎族文化与时尚
文化的碰撞”。

在灵山镇中心学校，学生们在美妙
乐声中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经常参加
海南八音演出的学生冯雨萱说：“希望自
己能成为传播海南八音文化的使者，让
越来越多人能欣赏到海南八音之美。”

“非遗进校园，可以让学生近距离接
触和学习传统文化，加深他们对中华民
族丰富文化遗产的了解，促进非遗在年
轻一代中的传承。”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
院历史教研员吴永青说，许多非遗项目
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如传统
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这些非遗项
目在丰富学生校园生活的同时，也提高
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养。

“近年来，省教育研究培训院组织了
系列非遗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活动，极大
调动了全省教师和学生了解、学习海南
非遗文化的积极性。”吴永青说。同时，
为了让学生爱上非遗，我省中小学通过
将非遗课程引入课后服务、开发非遗校
本课程、开设工作坊等方式，以非遗文化
丰富校园生活，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心
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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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南校园的非遗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
学生制作船型屋模型。 学校供图

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学校学生学习海南八音。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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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三亚学校学生在
跳竹竿舞。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