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要” 音“玉”

音“笈” 音“殺”，又音“其”

成长故事

从教二十年，和学生之间有过很
多奇妙的缘分，也有过很多“嬉笑怒
骂”的瞬间，如今回味起来如陈年老
酒，芬芳醇香，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
光。

在延安小学执教数学时，执着于
自己“主科”老师的责任，总是对学生
要求尽善尽美，对于自己学生多了很
多束缚，现在想想，这无形中捆绑了自
己也捆绑了学生前行的脚步。直到由
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由数学转为科学
老师，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当我带着学生在校园的角角落落
观察动植物，当我和学生一起在教室
里做实验，当我和学生共同阅读一
本科普读物，当我和学生一起交流
探讨生活中的发现和问题时，我在
他们的眼里看到了光，我在他们的
脸上看到了笑，我也在进教室的那
一刻听到了欢呼，我们的师生关系
莫名和谐了起来。我反思，我自省，
为什么会这样？

我带着这个问题和孩子们交流，
原来，答案藏在“好奇心”里，藏在对未
来的探索里，藏在无条件、无对错的接
纳里，藏在无束缚自由飞翔的翅膀
里。不再强调对错，不再反复练习，释
放孩子的天性，激发孩子的兴趣，给孩

子足够自由自主的空间，却意外收获
了大大的惊喜。

一天，我带着女儿在外面吃饭，
偶遇了一个孩子和他的妈妈，孩子
自信阳光地和我打招呼，迎来了他
妈妈诧异的目光，孩子给妈妈介绍
了我，于是，这个妈妈就和我攀谈
了起来，孩子对科学非常感兴趣，
经常回去给她说科学课上的事情，

还写进了日记里。孩子在我面前的
自信是她在别处没有发现的。这些
话仿佛一颗糖，在我的心里散发着
丝丝的甜。

有一个调皮的男孩儿，总是注意
力非常不集中，小动作不断，上课说

“小话”，写的字也“龙飞凤舞”不好辨
认，我曾细心观察过，他仿佛活在自己
的小小世界。有一节课，我提了一个

很常识的问题，没想到他居然举手了，
更没想到他一下抓住了重点，发表了一
个很新奇的观点，我赶紧抓住时机鼓励
了一番，那一刻我感觉他周身散发着自
信的光。此后的每一节科学课，他都无
比专注。有一天，我听见一个同学对他
说：“你啥也学不好！”他昂起头挺起胸
回怼了一句：“我的科学学得最好！”也
许，我不经意的举动，为他埋下了自信
的种子。

现在，每一次上课我都要做好充足
的准备，因为孩子们会提出各种各样天
马行空的问题。在科学这样一门融合
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甚至工程和
技术的学科里，研究方法的获取更甚于
知识的积累。作为非专业老师，我反而
能和孩子们跳出知识的框架，操作实
践，提炼方法。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成
长，共同发现问题，共同解决问题，我成
了孩子的老师，孩子的伙伴，也是他们
的“学生”。

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知识的
迭代也在加速，开放式地学习，跨学科
的尝试，要求我们老师更加包容，给孩
子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放弃旧观念，放下束缚，转角处我
们会遇到更美的教育风景。

（延安实验小学教师 李彩艳）

最美的遇见

红孩子讲红故事

大家好，我是延安育才红军学校六
年级（8）班小小讲解员苏佳轩，我来为
你讲述陕甘宁边区“保小”的故事。

延安育才红军学校是一所红色基
因传承的学校，因为它的前身就是“陕

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
称“保小”。“保小”建于 1937年，在抗
日战争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为抚养
培育那些浴血奋战的革命者后代撑起
一片爱的蓝天。

“保小”的首任校长是毛泽东的老
师——徐特立先生。当年，毛泽东、刘
少奇、林伯渠、方志敏、刘志丹等许多
抗日前线奋战将士的子女，以及红军
长征过来的一批“红小鬼”都是这所学
校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曾为“保小”题
词：“为教育中华民族新后代而努力。”

“保小”的创业者都是当时全国最
优秀的教师，也是红色教育的奠基人。
建校初始，教学条件极为艰苦，住的窑
洞不够，他们自己动手挖；没有课桌板
凳，他们自己动手做；缺纸少笔就用树
枝在地上写……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
老师们承担了一切繁重的劳动，为培育

革命后代呕心沥血。
1943年冬，天气格外冷，一场可

怕的传染病在“保小”肆虐。全校教职
工衣不解带、全力以赴照顾生病的学
生。校医罗东祥和王海仕护士夫妻二
人，日夜守护在学生身边，给他们喂药、
打针，困了仅仅在长凳子上躺一会儿又
爬起来照顾学生们。在他们的精心治疗
和照顾下，同学们渐渐地恢复了健康，可
是他们的儿子斗娃，却因染病无人照顾
而不幸夭折。他们毫不吝啬地将大爱给
了别的孩子，把泪水留给了自己。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率军向延
安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
安。临撤离前，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
同志特地到“保小”看望师生，并语重
心长地叮嘱：“你们学校有500多娃娃，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这个责任重
大呦，一定要严格按上级指示行动，千

万不可粗心大意……”全体老师立誓用
鲜血和生命呵护每一位学生。

两千里行军大转移开始后，全校师
生兵分两路，一路由本地师生组成，中
央警卫团骑兵班护送他们留在陕西继
续与敌人周旋；另一路由外地师生组
建，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在上有飞
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的危机
情况下，这两支队伍仅靠人背马驮，徒
步行走辗转于崇山峻岭、千沟万壑之
间。其间，老师们为了教学、行军两不
误，把要学的生字写在纸片上，挂在娃
娃们的背包上，边走边教。后来，根据
不同的转移线路，有了现在的北京育
才、西安育才、延安育才学校。

这就是“保小”故事的一部分。“保
小”被誉为马背上的摇篮，这个摇篮创
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保
小”不朽的光辉篇章。

马背上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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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个字火了，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疯狂
刷屏：龘。有人看了半天也念不出来，有人想翻字典
却不知从哪儿查起，有人还在试图拆解字的结构。

这个字究竟怎么读呢？你们知道吗？它正确读音
是：龘【dá】，写起来有48画。这个字为什么突然火了？
原来是被前不久公布的2024年央视春晚主题“龙行龘
龘，欣欣家国”给带火的。

“龘”这个字由三个繁体的龙字组合而成。据《康
熙字典》记载，“龘”出自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音同

“沓（dá）”。“龙行龘龘”形容龙腾飞的样子，昂扬而热
烈。明年正是甲辰龙年，从上古图腾到吉祥瑞符，在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龙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
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中国人也被称为“龙的传人”，
所以我们对龙年总会多一份特别的期待。2024年春
晚将以“龘”字为题眼，展现十四亿中华儿女，奋发有
为的“龘龘”之姿，祖国繁荣发展的欣欣之态。

像龘这样的字在汉字中并不少见，它们长相比较
奇特，最喜欢“叠罗汉”，往往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
的汉字（字符）组成，我们通称它们为“叠字”。

关于同字符重叠的这种结构，早在甲骨文时代就
已出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这些字归类，系
统地进行了分析。清代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提出了

“叠二重文”“叠三重文”“叠四重文”的说法，首次使用
“叠文”这个词来说明这种结构。不同的学者对这类
字也给出了不同的名称，有“叠文”“同符合体字”“叠
体字”等。

同字重叠这种方式展现出了汉字独特的魅力。
咱们简单举几个例子，看看你都能读出来吗？

二叠字日常总能见到，由两个相同的汉字重叠组
成，主要有左右和上下两种重叠方式。比如：龖，也读
【dá】。看完龘再看龖，虽然少了个“龙”，但还是可以
形容龙腾飞的样子。再看这个字：槑【méi】。由两个

“呆”组成，可不是呆萌的意思，其实是汉字“梅”的异
体字。还有：畕，古同“疆”，边界的意思。

三叠字往往是由三个相同汉字叠成“品”字形结
构。比如：舙【huà】，搬弄是非，“舙，谋谮人也。”古同

“话”；羴【shān】，古同“膻”，羊肉的味道，也泛指羊的
意思；毳【cuì】，毳毛，俗称“寒毛”；鸟兽的细毛。

四叠字在品字型的基础上，变为四个相同字叠加
的汉字，一般含义与重复的原字相同，或是表示众多
的原字意思。很多字只有在古籍中才能找到。比如

水水
水水 【màn】，音“漫”，大水也；燚【yì】，音“亦”，火貌；雷雷

雷雷

【bèng】，雷声。
到了四叠字上，我们足以看出汉字结构的复杂程

度。但先别感慨，后边还有更逆天的五叠字六叠字，
甚至八叠字。

“龘”字刷屏！
汉字的前世今生

这个寒假，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参谋部邀请，延安希望小学师生代
表一行15人赴北京参观研学。

研学中，师生们来到海军仪仗队，
观看了整齐划一的仪仗表演；走进班
排宿舍，参观军营内务，体验军旅生
活，当师生们看到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的被子，和摆放整整齐齐的生活用品
时，大家不由得感慨，军队生活真是别
具风采啊！随后师生们还参加了部队
组织的迎新春基层文艺演出。

在海军参谋部的协调下，师生们
走进北京七一小学跟学跟教，师生们
面对面，肩并肩一起交流、一起学习，
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谊。大家还走进军
事博物馆，看到了天安门，参观了毛主
席纪念堂、故宫，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我国先进的国防科
技。

此次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开阔了
眼界，厚植了爱国情怀，孩子们表示一
定会学习海军叔叔坚持刻苦的精神，

长大后成为一名海军战士。
希望小学校长周三红介绍，海军参

谋部与延安希望小学建立共建关系已经
29年，在持续开展“双拥”共建，助学兴
教、走访慰问等活动中，结下了深厚友
谊。去年七一前夕，海军参谋部组织海
军仪仗队员赶赴延安老区，与延安希望
小学的师生们同升一面旗，共唱一首歌
共同祝福党的生日。今后，他们一定还
会紧密联系，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学习的
机会。 （记者 樊江江）

“海军叔叔邀我去北京”

这些叠字都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可以大胆地
猜想一下，极可能是古人为了要更准确表达意思，将
原有的汉字堆叠而组成。比如想表现一群惊走的牛，
于是有了“犇”（bēn，奔跑），想形容振聋发聩的雷声，
于是有了“靐”（bìng，雷声），想让大家都来出力，于是
有了“劦”（xié，合力）。

其实，叠字的数量有很多，占据着汉字中重要的
一部分，只是平时不常使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甚至
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而近年来网络用语的流行，让
很多叠字又能“重见天日”。无论是在哪本词典中，你
都找不到“又双叒叕”这个词。我们可能不认识“叒”
和“叕”，但肯定认识“又”，放在一起的时候双、叒、叕
都被赋予了新的意思，变成了“又”的强化堆叠，来形
容“不断地重复”。在网友手里，这些叠字被用新的方
式加以解释和使用，给汉字带来了更多的变化。

这样来看，很多我们不了解的生僻字，本来可能
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全新解读又赋予了它
们生机，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再次出现在我们面
前，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国汉字强大的再创造力。

好啦，最后的最后，要考考大家，猜一猜这个叠字
怎么读怎么讲：“亖”。

● 学生腰鼓打到了北京海军礼堂

● 收到陈导演亲自写的贺卡

● 学生腰鼓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