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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飘裙
长相忆
■ 阮忠

词产生之初，与诗有不同的内容指
向、社会功用和表现风格，即词娱情，诗言
志。词至东坡，无事不可入词，改变了过
去“词为艳科”的传统。词不再专写男女
情恋、离愁别绪，而是有了更丰富的题
材，这一开创性有很大意义。这时的词不
单娱情，也可言志。无事不可入词，意味
着词风格的多元化，包括婉约、豪放、清雅
等词风。

熙宁七年（1074），东坡从杭州通判
调任密州太守，途经丹阳（今江苏丹阳），
填了一首词《行香子·携手江村》，又题作

“冬思”，就是清雅风格。全词如下：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

消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
孤山寺，涌金门。

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
尘。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
边柳，陇头云。

词下东坡自注“丹阳寄述古”。“述古”
即东坡的老友——杭州知州陈襄，两人常
有诗相唱和，例如东坡《和述古冬日牡丹
四首》其一的“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
雪霜羞”；《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
城外寻春》的“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
白发新”。前者体物，言牡丹之美；后者言
情，感老病忧伤。此外，还有《与述古自有
美堂乘月夜归》的“共喜使君能鼓乐，万人
争看火城还”等。

东坡的春词、秋词多而冬词少。这首
《行香子·携手江村》说冬游，在写景中有
对往事旧情的回忆。这景是眼前的梅与
雪。面对冬天，人们最喜欢吟咏的是雪与
梅。东坡写得很轻巧，以“梅雪飘裙”描绘
梅花与雪花飘洒的模样，这“飘”用得很
好，潇洒轻盈。而“裙”这里不是指女孩子
穿的裙子，而是当时士人穿的长衫。

东坡爱雪也爱梅，他有一首词《减字
木兰花·雪》，说雪花的“云容皓白”之美；
也有咏梅诗，如《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
四吟出的“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
黄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风流楚客
魂”。这是化用了北宋初年诗人林逋《山
园小梅》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东坡从梅、雪想到自己刚刚离
开的杭州，想到故人陈述古，他眼前雪
在、梅花在、旧曲也在，但是老朋友何
在？他又想到杭州西湖畔的望湖楼、孤
山寺、涌金门，这些在杭州游览过的胜景
现在怎样了呢？

接下来，东坡又说昔日游处，“题诗千
首”，这是朋友交游时的常事。他曾在望
湖楼酒后题诗五首，其中有脍炙人口的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
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西湖
云雨的变幻化成东坡绝美的诗句。他还
曾与陈述古等人游石屋洞，一行人均以诗
题壁。

《行香子·携手江村》词中的“绣罗
衫、与拂红尘”引用了宋初魏野、寇准的
故事，东坡借此诉说自己的题诗为人喜
爱。随后，他忆述古，吟出“别来相忆，知
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美
妙的三景构成一组意境，表象是景，实则
是情。

早于东坡的词人晏殊在《浣溪纱·一
曲新词酒一杯》中，感叹去年天气依旧、台
亭依旧、燕子依旧，如今“小园香径独徘
徊”；晚于东坡的词人姜夔在《暗香·旧时
月色》中说，旧时月色，几番映照，可思念
的人却不在，落得“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
相忆”。寓情于景，明为景，暗为情，是诗
人、词人的老手法。诗词的意象意境、含
蓄蕴藉、意在言外因此而生。

在《行香子·携手江村》中，东坡想说
的是，杭州的“湖中月”“江边柳”“陇头
云”都在，意为当年景色依旧，但曾与述
古同游的“我”却在丹阳。这首冬游词开
头说“我”对陈述古的思念，结尾则想象
陈述古在杭州面对“湖中月，江边柳，陇
头云”时也在思念“我”。二者相互照应，
与唐代杜甫的《望月》诗既说自己思念妻
子、也说妻子思念自己的表现手法一
样。但是，东坡是以景语来体现的，这景
语也就是情语。

“把爱带回家，同心护成长。”
日前，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教
育部等 16 部门印发通知，联合部
署开展2025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
动，旨在帮助广大儿童度过一个
健康、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寒假期间，未成年人从学校回
归家庭，有了更充裕的活动时间。
各地可依托儿童活动中心等机构，
带领儿童走进博物馆、纪念馆、科技
馆等场所，开展研学活动，在开阔眼
界、培育家国情怀的同时，也能破解
家长忙于工作、分身乏术的难题。
此外，还可以利用喜迎春节的契机，
广泛开展写春联、剪窗花、游园会等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有利于厚植中
华传统文化情感；以生动活泼的形

式开展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普法教
育，可以让寒假的意义得到延伸与
拓展。寒假是一个完成课外教育的
契机，以上教育内容是对校园学科
教育的补充，对儿童成长大有助益。

特殊儿童群体是全社会共
同的牵挂。各地各部门应按照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的要求，
对留守儿童、孤儿等开展关爱活
动，组织“爱心妈妈”、爱心小伙
伴、守护责任人等给他们带去家
的温暖，确保每一个孩子都吃得
饱、穿得暖。尤其要建立健全全
面、完备、可靠的摸排机制，确保
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及时照料，
享受社会大家庭给予的呵护与
关爱。

在落实儿童关爱服务活动部
署，开展一系列课外教育的同时也应
看到，寒假不是“第三学期”，其直接
作用在于让少年儿童放假休息、放松
身心。因此，开展各类活动，还需尊
重未成年人意愿，给予他们更多自主
选择权。 （据《光明日报》）

给寒假里的孩子全方位的爱
■ 李思辉

教育时评

资讯

缤纷校园

日前，省教育厅致信全省中小
学家长，倡议合理安排孩子的寒假
生活，理性看待校外培训。如确有
参加校外学习的需求，家长应尊重
孩子兴趣，适度选择体育、科技、文
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

根据“双减”政策和未成年人保
护法有关规定，凡是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间组织开展
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
科类培训，和以托管、研学、夏令营、

“一对一”、“一对多”等名义开展的隐
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均属违规行为。

寒假中，家长应该如何选择校
外培训机构？省教育厅有关人士表
示，合规机构均持有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从事非学科类培训的
教师，须具备相应的职业（专业）能
力证明；签订协议时，应当使用《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
本）》，明确规定双方权责条款。

为切实保障学生及家长校外培
训合法权益，省教育厅建议家长在
教育部推出的“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选课缴费。广大家长还可登录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
合平台”进一步查询所在地区有哪
些合规校外培训机构。

省教育厅提醒，切勿将学费转入
监管账户以外的私人微信、支付宝等
账户，以避免不良机构“卷款跑路”

“退费难”等风险。因退费问题发生
争执的，建议家长首先根据合同内容
与机构协商解决。如协商不一致，可
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属地教育行政
部门申请调解。如经调解仍无法达
成一致，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校外培训安全问题不容小觑。
学生和家长应注意认清培训机构所
在场所的消防通道和逃生路线，关
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如遇
突发事件，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报
警，与培训机构合力做好安全防护。

寒假校外培训机构怎么选？
省教育厅发布提示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提起海南方言歌曲，你都听过哪

几首？
是耳熟能详的《石榴园》，还是

旋律轻快的《这里是海口》，又或是
朗朗上口的《么百漏》、情意绵绵的
《黎想的家》……伴随着悠扬的旋
律，众多方言歌曲串联起海南各地
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日前，海南省国兴中学举办“海
南优秀方言歌曲”主题艺术沙龙活
动，邀请吴晓芸、陈晶晶、陈琼琳、阿
侬子黎等多位海南本土知名音乐人
与广大师生共同开启别开生面的方
言探索之旅。

“教学生唱方言歌曲
很酷”

“一到现旦昺，汝就离开小山
村，讲好多地方无去过，欲去闹热城
市好远……”在吴晓芸的深情吟唱
中，《石榴园》的美妙旋律在海南省
国兴中学艺术教室里响起。学生们
随着音乐节奏摇摆、跟唱。吴晓芸
给他们递上麦克风，一场接力传唱
瞬间点燃了现场氛围。

“没想到学生们不仅听过这首
歌，还能唱出来。”一曲唱罢，吴晓芸
感慨道。

这并非海南省国兴中学师生首
次“触电”海南方言歌曲。海南省国
兴中学音乐教师王蔚介绍，近年来，
该校大力推动本土文化进校园，其
中就包括海南方言歌曲推广。

“比如，在课堂上，我会教学生演
唱《久久不见久久见》《石榴园》等脍
炙人口的海南方言歌曲；学校在每周
五晚自习前的‘每周一歌’播放中，也
加入了方言歌曲曲目。”王蔚说，此
前，该校校园“十大歌手”比赛还邀请
黎族歌手阿侬子黎前来助阵。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临高人，
王蔚致力于将方言歌曲融入教学
中。她自学了许多海南方言歌曲，
涵盖黎语、苗语、儋州话等。每学年
除了完成日常教学任务外，她还会
用3个—4个课时教学生学习海南
方言歌曲，其中既有传统民歌，也有
通俗歌曲。

课堂上，学生们倾情演唱的画
面被王蔚用手机拍下来，并发布在
家长群和微信朋友圈中，“教学生们
唱方言歌曲是一件很酷的事”。为
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
果，她还邀请许多海南本土知名音
乐人前来助阵，通过录制视频的方
式向学生们讲解演唱方言歌曲的方
法和技巧。

然而，王蔚注意到，在过去一些
本土文化进校园活动中，教师们大
多只拘泥于几首传统民歌的教学，
对其他方言歌曲鲜有问津，“我认
为，要用发展的眼光，将传统民歌与
现代元素相结合，让学生们全方位
了解海南本土方言歌曲”。

于是，在王蔚的课堂上，越来越
多当代方言通俗歌曲轮番“登场”，
这些歌曲的旋律和风格更贴近青少
年的审美情趣，更能有效激发学生
们的兴趣和共鸣。

“没想到海南方言歌曲这么丰富
悦耳，我现在不仅爱听，还爱唱！”海
南省国兴中学高一学生陈泽芸说。

乡音袅袅：将海南文
化唱出来

在海南，无论是原生态的黎族
民歌，还是别具一格的临高渔歌“哩
哩美”、儋州调声等，无不蕴含着亲
切的乡音、浓郁的文化，不仅能勾起
人们浓浓的乡情，还能增强人们对
家乡和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临高“哩哩美”渔歌不仅是海
南民间歌谣的代表，还是我国艺术
界首屈一指的渔歌。2011年，临高

“哩哩美”渔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临高
“哩哩美”渔歌为题材创作的许多
音乐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被
广泛传唱。

西南大学临高博文学校校长
李俊杰介绍，目前，该校已将“哩哩
美”引入校园，通过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课程和活动引导学生们唱
响民歌，传承非遗。戴志勇、王呆
南两位省级非遗传承人走进该校
课堂，为学生们介绍“哩哩美”的演
唱技巧和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

“课堂上，省级非遗传承人戴志
勇、王呆南诉说自己对‘哩哩美’的
热爱，深深打动了学校师生。”李俊
杰说，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越来越高
涨，不仅在课后主动加强学习，还积
极参加“哩哩美”合唱比赛等活动，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传统文化在

年轻一代身上散发出来的活力与生
命力”。

近年来，临高籍歌手陈晶晶演
唱的临高话歌曲《么百漏》，凭借轻
快的曲风、朗朗上口的唱词，不仅在
临高当地广为传唱，还在网上频频

“出圈”，深受人们喜爱。“我希望通
过音乐的方式进一步传播、弘扬海
南方言文化。”她说。

除了是歌手，陈晶晶还是一名
教师。这样的双重身份，让她感到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教学生们唱好
每一首歌，努力弘扬海南方言文化
是我的责任”。

让更多人爱上海南方
言音乐

在阿侬子黎看来，用原创歌谣
为家乡传唱，让更多人爱上黎族音
乐，是传承海南黎族文化的一种绝

佳方式。
2023年，阿侬子黎回到家乡保

亭创办乡村公益学堂，教村里的孩
子们唱黎族歌谣。在悠扬的琴声
中，黎家村落的生活场景仿佛浮现
眼前。他将通俗易懂的文字写成歌
词，编曲创作出独具特色的音乐作
品，在歌曲中流露出对家乡和亲人
的动人情感。

截至目前，阿侬子黎已创作了
40多首海南本土原创音乐，不断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黎族、苗族风
情，“今后我会教更多学生唱黎族歌
曲，让黎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方言文化，我省多地纷纷开展方言
歌曲进校园活动。

“目前学校已制定学科规划，明
确每学期方言歌曲的教学内容，并

将根据教学实践随时优化调整。”王
蔚说。同时，该校还会继续通过校
园广播站定期播放方言歌曲，在校
内营造浓厚的方言文化氛围。

此外，王蔚还与学校多位音乐
教师共同研究省级课题——“海南
优秀方言歌曲在高中音乐课堂中
的实践研究”。除了定期开展课
题研究外，他们还到保亭中学进
行相关交流，下一步还计划走进
海口、临高、儋州、澄迈等地的学
校。

“我们学校计划建立方言文化
档案库，搜集和整理海南方言歌
曲、民间故事等文化资源；开展方
言文化讲座和展览活动，提高师生
们对方言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李
俊杰表示。此外，该校还鼓励师生
们积极创作海南方言歌曲等文艺
作品，为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方言民歌进校园 文化传承有新声

把海南唱给你听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编者按】

“挖掘整理海
南民歌与方言，可
以展现海南文化
的独特魅力，向世
界诉说海南最美
的故事。”1月 13
日，在省政协八届
三次会议首场“委
员通道”上，省政
协委员、海南省文
联副主席、海南大
学研究员蔡葩谈
到文化挖掘保护
工作对于海南的
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方
言最丰富的省份
之一，海南方言种
类众多。近年来，
海南方言民歌走
进我省多所中小
学校。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近日
对此进行了采访。

海
南
非
遗
传
承
人
戴
志
勇
（
右
）
、

王
呆
南
向
学
生
们
展
示
方
言
歌
曲
的

魅
力
。

海
南
省
国
兴
中
学
学
生
学
唱
海
南
方
言
歌
曲
。
本
文
配
图
均
由
受
访
者
提
供

王
蔚
和
阿
侬
子
黎

（
右
）
在
海
南
省
国
兴
中
学

参
加
艺
术
沙
龙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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