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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翔宇中学 蒋念文

瓯江书院是温州翔宇中学已

建成的六大场馆之一（其他五个

是昆虫馆、贝壳馆、书法教育馆、

中华灯谜馆、灵舒创意馆），以一

条江命名，以书为主题，书写自己

的生命传奇。

“场馆以学习者为中心整合

学习资源。”“无限相信师生的潜

能。”“做应然的教育，让校园成为

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不是学

校里有一座图书馆，而是图书馆

里有一所学校。”这是翔宇教育集

团总校长卢志文很多次在各地教

育论坛上的阐述。

瓯江书院面积约1400平方

米，室内都用实木打造，整个空间

显得沉稳、古朴、雅致。其中包含

数个多功能区：沙龙区、课程区、

教研区、文创区、社群区等。

瓯江书院负责人叶玉林，从

一个读书会的爱好者，到整个书

院的具体筹建者、管理者与推行

者，书院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

他。卢志文给叶玉林提出了工

作方向：探索学校教育之外的个

性化、小规模、智能化的全新培

养方式。

书籍是一种资源
阅读也可以是一种资源
阅读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

一个部分，但是图书馆和阅览室

几乎做成了一个摆设，中学生根

本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借书。为

此，翔宇教育集团进行了有力的

探索：阅读与教学关联、阅读与未

来关联。

2016 年 11 月，瓯江书院建

成。它的活动基于阅读，但不仅

仅是阅读，还包括活动和课程，强

调生活、阅读、表达，与正常的教

学活动展开经常性互动。

一开始，瓯江书院请社会学

者来开设讲座，后来聚焦学生，组

建了学生读书社团，为学生服务，

进而开展师生读书会、书册阅读

教学，以及千人读书计划等活动，

影响温州，辐射社会。

谈到读书联盟计划，叶玉林

是这样表述的：“假如我们挑出一

千本经典作品，那么有没有可能

每一本书都有一名学生为它写出

非常好的书评。比如《霍乱时期

的爱情》，有50名学生写过书评，

其中有一篇写得最好，它就成为

书院的资源。学校可以为它出一

本集子，或者录制短视频，来个

‘开卷8分钟’。”这就有了比较清

晰的瓯江书院读书活动路线图。

一本书是一个人
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本书

“书虫”阿木，真名叫叶玉林，

来自四川泸州。他是一位语文教

师，也是翔宇民间读书会的发起

人，每逢周五晚上，翔宇教师发展

中心的教师读书沙龙由他主持。

后来，学校把瓯江书院交给他打

理。他便一头扎进去，乐此不疲。

阿木说：“教育是一种信仰，

需要充分的阅读和生命的体验。”

瓯江书院在他的理解是“具有课

程的图书馆”。

他喜欢西方哲学，做了课程

《理想国》精读，让学生掌握一些

读西方哲学经典的基本方法，树

立基本的公民意识。

一年中，有40名学生参与，并

有不少学生旁听，形成了一个小

小的学习哲学的热潮。每月1~2

课时，共14课时，以讲授为主，兼

有互动，最后一节为讲座《当孔子

遇上苏格拉底——东西方言说方

式之比较》。

继学生版的阅读课程之后，

2018年下半年，叶玉林推出教师

版阅读课程——《庄子·齐物论》

精读，每周五晚上举行。

名家大咖是主讲人
学生也可以是主讲人

自瓯江书院建成以来，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刘梁剑、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夏中义、温州大学教授

张小燕、90后新锐作家李一格、

《瓯风》主编方韶毅、诗人蒋立波、

漫画家吴浩然、学者闻中设坛开

讲，他们讲哲学，讲温州，讲诗歌

欣赏，讲艺术人生，讲文学与写

作，讲读书与生活……

翔宇教育集团的领导和教师

也成为主讲嘉宾。除了前面提到

的叶玉林，还有集团副校长高立

顺讲“世界之窗”，教师费晓东讲

“私房阅读”，教师于华讲小说创

作，学校屿山堂餐厅经理刘华讲

菜肴烹饪……

瓯江书院举行的读书会，既

有教师的月读会，又有学生的周

读会，吸引校外书友纷至沓来。

学生读书会每期都有主讲

人和主持人，沿着“读—讲—议”

的顺序，先由一名学生主讲，然

后由其他学生提出小问题，大家

进行讨论。

《红楼梦》品读会分为猜红

楼、说红楼、演红楼、诵红楼等几

个环节，现场气氛活跃。10月 9

日，邵亦博接过首任会长汤钱钱

（现已毕业）的棒，组织读《红楼

梦》第十二回。

他说：“参加读书会活动很开

心，可以缓解紧张的学习气氛，丰

富高中生活。高中读《红楼梦》的

人不多，大家在一起感觉找到了

归属。”

语文书是教材
整本《水浒传》也可以是教材
9月，瓯江书院发起书册阅读

教学，指的是把整本书作为教学

内容，提升学生阅读水平、欣赏水

平、写作水平，找到学校教育的对

应点，做好中高考的衔接。

教师龚斌用《水浒传》开启了

书册阅读教学之旅，借助教材中

的名著阅读任务，按一定程式阅

读整本书，将名著阅读课程化，积

极寻找符合学情的最佳阅读指导

突破口。

《水浒传》阅读课程包括阅读

指导课、阅读交流课、阅读总结课

和阅读练习课。阅读指导课分三

步走：有读必写—有写必评—有

评必交流。

读书要订计划
读书更应该是一种生活
今年暑期过后，学校启动“瓯

江书院读书联盟计划”，逐步推

进，其中包括千人阅读计划、学生

自建读书会、教师月读会、书册阅

读沙龙、读书种子计划、经典阅读

课程等。

叶玉林心中的“千人读书计

划”付诸实施：“我们的梦想是，邀

请1000位爱书之人一起创建精

神共同体。如果喜欢个人阅读，

请关注A计划；如果愿意社群共

读，请关注B计划；如果倾心于个

性阅读，请关注C计划。”

所谓的ABC计划，面向全校

学生，进行选择性菜单式阅读。

A计划
定位：个人阅读

对象：翔宇中学全体学生

方式：从基本书目中挑出4本

书，每月精读一本，从2018年10

月到2019年1月。

活动：每月举行读书沙龙，让

热爱同一本书的读者对话，届时

邀请相关的学生、教师、家长和其

他社会人士同台分享。

B计划
定位：社群阅读

对象：酷爱阅读且乐意组建

阅读共同体的学生

方式：不限人数、年级、期限，

书目自定。共读时间在中午，每

月2~4次。目前已有“《红楼梦》

读书会”“《古文观止》读书会”，运

营超过40期，“《漱玉词》读书会”

正在筹建中。

活动：第15周左右组织读书

会运营交流会。

C计划
定位：个性阅读

对象：温州翔宇总校全体学生

方式：寻找拥有相当阅读量

并具有较强阅读意愿的学生，自

荐或教师推荐皆可。

活动：定期开展以阅读书目、

推荐书单、优秀书评为主的无声

思享会（每月一次），不定期开展

有声思享会。

为此，瓯江书院慎重推出学

生基本阅读书目（第一辑），包括

《活着》《风流去》《乡土中国》《精

神明亮的人》《诗经》《谈美》《哲学

大问题》等50本书，分文学艺术、

社科、科普与英文原著四大类，选

书兼顾了题材、体裁、风格、国别、

版本等诸方面因素。

本月发布第二辑。

每周活动满满，书院人头攒

动，学生课余阅读有了舒适区。

在这里，可以是翻阅一本书，向

孤独索取繁华，与人类崇高精神

对话，基于阅读，但不仅仅是阅

读……

图书馆里有一所学校图书馆里有一所学校

□海盐县向阳小学 刘建群

在长辈眼里，我和先生都

是“鲤鱼跳农门”，靠着读书离

开了养育我们的农村。两个爱

读书的人走在了一起，不管住

在哪里，书房是必不可少的。

几年来，我家的书房发生

了一些变化，书房的名字也在

变化着。

刚刚组建家庭时，房子很

小，书房是后阳台临时搭建

的。没有书柜，墙壁上钉几根

横木，就是书架了。拥有了第

一个书房，我们欢天喜地，称为

“愚人码头”。我和先生自称

“愚人”，想在书海里增长知识，

修炼智慧。“码头”蕴含了船只

靠岸、忙碌一天的我们下班回

到家的轻松与愉悦。

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狭

小的书房见证了两人并肩夜读

的春夏秋冬。在“愚人码头”，我

研读语文教学和班主任管理资

料，天天备课到深夜，酝酿各级

公开课，获得了嘉兴市优质课一

等奖，还顺利通过了自学考试，

获得了本科文凭。我先生研读

法律书籍，一次性通过了国家律

师资格考试。

2002年，我们搬了新家，也

有了孩子。住在顶楼，把跃层改

成了书房。这一次，书房成了家

里最奢华的地方，我们的藏书也

多起来了。

夜幕降临，不管外面多么

热闹与喧哗，只要书房的灯一

亮起来，我们一家三口便徜徉

在各自的世界里。我继续着教

师的专业成长学习，儿子沉浸

在各种各样的课外读物中，先

生因为工作调动，忙着充电学

习。几年下来，我们在期刊上

发表了47篇论文，儿子也在数

学、物理、化学竞赛中获得国家

级奖项，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少年班的学子。我家光荣地

被评为浙江省学习型家庭。

那时的书房有一个很俗气

的名字——“亲子轩”。我们努

力工作，也用心养育着孩子，陪

伴着孩子慢慢长大，做静静守护

的育珠人。

孩子长大了，生活在外面，

我们的书房又有了一些变化。

喜欢阅读的我，拥有了自己的大

书房，名字叫“自在居”。寒暑

假，窝在“自在居”里，穿越时空，

或品读诗词，或与大师对话，把

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生

活中多了一份惬意。

先生喜欢围棋，拥有了自己

的小书房，名字是“弈园”。他钻

研棋谱，啪啪落子，自娱自乐中，

居然获得了海盐县的围棋冠军。

我家的书房也许还会再变，

还会有新的名字出现。

□赵 畅

当浙江省特级教师何夏寿

将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记着》

（《爱满教育》姊妹篇）赠予我时，

我有些许惊诧。因为我并不知

道他还会写散文，还出版了多

部散文集。

周日的一个早晨，我开始

翻阅《记着》。一开始，是随便

翻翻，翻着翻着，我思维的小

船悠然划进了曲径通幽的港

湾，由快读粗读变为慢品细赏

了。当我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读完时，竟发现自己的眼角还

有未干的泪水。

散文属于文学范畴，而文

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感谢作者，是他把一些高远而又抽

象的说教，转换成一个个生动美丽的故事，家长里短、人生

经验，兼及世相百态。30篇散文，没有写什么大人物，个

别的甚至是弱势群体，一件件小事不仅被写得丰满，而且

动人。

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光阴与苦乐，到来与离去，

让人感到，无论世道如何变迁，人性中的美好总会延续。

之所以这些平凡人、陌生人被写得有血有肉，是与作者

积极观察细节、善于捕捉细节、生动表现细节有关。因了细

节，不论是浓墨重彩的描摹也好，轻描淡写的勾画也罢，都

让依恋、思念、畏惧、痛苦、委屈等各种情感臻于完美。

就如《戏友》中的黑龙江语言文字研究中心的老教师白

金声，因为邀请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培训的作者去他家做

客，竟在大雪皑皑中迎候其到来。因为雪厚又结冰，“车子

开得更慢了。这时，我看见冰雪大世界中，有个人像树一样

笔挺地站在风雪中，裹着棉袄，帽子衣服已经一片雪白了。

我心想：小区的保安，真不好做。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雪，

还把自己站成一棵树”。透过这一细节，老友白金声待人实

诚、热情的性格跃然纸上。

比如欲擒故纵的手法。《铅笔头》里的父亲，一开始让人

感觉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为省钱，父亲试着做过几回铅

笔，将木炭削尖了装进一根小竹管里”。对小儿子尽管放宽

了限制，但还是规定“三年级用三支铅笔”，并经常对其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看见过早用完了就会加以责骂。

然而，当父亲从老师那里得悉儿子字写得好、文章做得

好时，竟然自责：“只怪我们太穷，多给他几支铅笔，他就能

写更多的文章了。从前，秀才都是靠文章写出来的。”第二

天一大早，有所“觉醒和发现”的父亲就赶紧去杭州做泥螺

生意了。

父亲做的是违法生意，泥螺夏天不能卖，易诱发传染

病，被“戴红袖章的人”叫进了派出所。“你们有没有写剩的

铅笔头？给我几个，好让我回家有个交代。”在被感动的派

出所民警的指点下，父亲从城西的垃圾场捡回一大包长长

短短的铅笔头，儿子也油然转变了对父亲的看法：父亲并非

吝啬、蛮横，而是家里经济实在太过拮据。在父亲心里，他

自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父爱难道不伟大？

细细品味这篇散文，作品中有一种沉郁的调子，沉郁中

又分明带着一种深沉的忧伤，仿佛阴暗的乌云下海水不断

地冲击着海岸，加之作者运用的表现手法，有一种“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极其生动地升华了本

文的主题——父爱的崇高。

与此同时，作者一些恰到好处的比喻、拟人、夸张等修

辞手法，也增添了散文的感人力量。比如，“日子像辫子一

样，又黑又长的”“那声音就像捡到了一块金子”“我备了节

童话课，像怀了孩子，很兴奋，不‘生’不快”……我们还可以

发现这样一个秘密：这些修辞手法，多与童话的写法有交

集，这或许是作为一名童话教师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吧。

散文也有夹叙夹议的特点。作者在“议”的时候，以其

独到的洞见和深刻的表达，将自己所要暗示和告诉读者的

道理，转换成了易乐于接受的哲理。在《贝贝》一文中，作者

面对学生贝贝在练习卷中对“开学两个多月了，请写几句

话，介绍班里发生的新鲜事”没写一个字的尴尬情况，给她

虚拟了一个“僵尸”的形象，在创设情境后，诱导其自己讲故

事。事实上，贝贝借着“僵尸”挖掘出自己藏在心里的无穷

无尽的新鲜事……

至此，作者才大发感慨：“一张薄薄的考卷，依然冻坏了

孩子灿烂的欢笑，遮蔽了孩子生命的蓝天。”与其说这篇文

章是对贝贝考试失利的一次叙写，不如说这是作为教师的

作者借这一事件对学生评价作了活生生的反思。

读《记着》中的一篇篇散文，之所以令我为之叫绝，不仅

是因为其人其事是作者亲历的，还因为作者的满腹经纶。

他的《戏说》《祝家庄》，其写得信手拈来，纵横捭阖，没有深

湛的文化积淀，怕是勉为其难的。

著名诗人顾城说过：“因为你要做一朵花，才会觉得春

天离开你；如果你是春天，就没有离开，就永远有花。”《记

着》写得感人而富有正义感，我想这当与作者首先是一位

“正人君子”有关。他那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

仅为他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好教师”提供了价值导向、精神动力、心理支撑，

而且为他的笔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能量。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既是在为作者的创作用心所感动，同时又

为他人格的魅力所折服。

（作者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儿童文学》“金近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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