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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近日，一段“学渣”爸爸在家
长会上的发言火上热搜。视频
中，一位“学渣”的父亲用他温暖
的发言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讨
论的浪潮。这位父亲在发言中
称：“我的儿子是‘学渣’，但是我
依然相信，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国
之栋梁。”

面对孩子不那么乐观的成
绩，这位父亲表现出难得的松弛
和包容。更重要的是，父亲的观
点有理有据：“他的学习成绩特
别差，给我们班里严重拖了后
腿，我也深表歉意。但我依然相
信，他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原因
有两点：一是我儿子的心理特别
强大，他学习成绩这么差，依然
能吃能喝能玩能睡，我是一名高
级心理师，他的心态比我还强
大，将来走向社会以后一个人心
理强大和情商高，这是成功非常
重要的一个因素；再就是在各科
老师的辛勤付出和培育下，我的
孩子竟然有时候也能考及格了，
看到我的孩子也在一天一天地
进步，我认为他今后有可能成为

优秀的人。”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正如

网友所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属
于自己的闪光点，成绩不能决定
一切。我相信他们都会找到属
于自己的路。”曾经有老师在社
交媒体上分享，班上一名成绩不
太好的学生每次都默默将教室
打扫干净、知道把坏掉的门把手
修理好……我想，相比较狭义的

“唯成绩论”，这更是教书育人的
意义所在。

近日，网上有视频显示，一
些医院里开辟了“作业专区”，许
多孩子在输液室里一边输液，一
边做题。这也体现出现下“鸡
娃”风气、教育焦虑仍然盛行。
相当一部分家长仍然“唯成绩
论”，对此，有学者评论：“锚定单
一轨道，只会错失人生旷野的诸
多可能性。现实来看，当前，我
们的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也越来越看重不只包含学历的
综合素质。多几把衡量的尺子，
既符合孩子成长规律，也契合社
会的人才需求。”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家长会上这位父亲高情商发言
火出圈

本报讯 黄烟筒，又叫旱
烟筒、烟筒棒，是过去居住在
宿松县高岭乡的人们用来吸

“黄烟丝”的一种工具。在高岭
乡，人们所栽种的烟叶大多由

“烟匠”加工成烟丝。吸烟者必
须用特制的“烟筒”，才能完成
吸烟的过程。由此，专门制作
黄烟筒的手艺人应“运”而
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卷烟
工业的迅速发展，抽黄烟丝的
人已越来越少，黄烟筒逐渐退
出历史的舞台，手工制作黄烟
筒的传统工艺也渐渐消失。但
在高岭乡，手工制作黄烟筒的
第三代传人熊绍华，仍在为弘
扬手工制作黄烟筒技艺而乐此
不疲地忙碌着

熊绍华的爷爷、父亲都是手
工制作黄烟筒的传统手艺人，5
岁时他在父亲的传授下就学会
了手工制作黄烟筒的整个工艺，
制作黄烟筒所需的铜质烟头底

座、铜质烟头帽等配件，都是他
利用专业工具，纯手工制作而
成。每制作一支黄烟筒，他都
要选用头粗尾细、根部呈椭圆
形的小竹子，先用工具在其根
部挖出一个比鱼眼大的烟锅，
然后在其上方装上铜质烟头
帽、烟筒头子及不锈钢材质的
面壳。之后，利用锉、铁砂纸等
工具进行打磨和抛光。随后，在
其下方装上铜质底座，在烟嘴处
镶上一圈银片，再用烧红的铁丝
钻通所有竹节，一支纯手工的黄
烟筒就这样做成了。

正是凭着这样的匠心，熊
绍华手工制作的黄烟筒已成为
省内外收藏爱好者爱不释手的

“藏品”，当地文化馆准备将他
手工制作黄烟筒的技艺申报县
级非遗黄烟筒工艺，并申报其
为非遗传承人，让黄烟筒文化
被新时代的人们所了解。

（通讯员 孙春旺）

高岭乡：黄烟筒里见匠心

1916年 11月蔡锷去世后，檀玑为小
凤仙代笔创作了一副挽联：不信周郎真
短命，方知李靖是英雄。

实事求是地讲，以人物知名度论，蔡
锷是“写入教材”级，小凤仙是“戏剧改
编”级，檀玑是“地方史志”级。至于这副
挽联，表面看也很一般，细细读来，才能
发现其中玄机。

“周郎”，正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帅哥、
孙权军事集团的顶梁柱、赤壁纵火事件
的总指挥、小乔的老公——周瑜。“李
靖”，正是托塔天王、哪吒老爸……不对
不对，应该是南征北战的大唐超级战神、
颉利可汗的驱赶者、吐谷浑可汗的送葬
者、红拂女的偶像——李靖。毫无疑问，
此联的第一层意思，是将蔡锷比作周瑜、
李靖两位超级名将。

周瑜和李靖，除了都是已经载入史册
的超级名将，还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有流
传很广的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此联的第
二层意思，是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比
作周瑜与小乔、李靖与红拂女的故事。作
者的文化功底，可以说十分深厚。

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知道的人多，

我们讲多了吧，容易露怯……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望江
人檀玑的故事。

看过上一期“文物自介书”
的朋友一定知道，清朝末年檀
崖、檀球、檀玑父子三人，被时
人称为“望江三苏”。其中，檀
玑的名气最大，科举之路也走
得最远。如果说19岁中秀才，
24 岁中举人的檀球是学霸的
话，那么檀玑就属于“霸中之
霸”——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24岁的檀玑登二甲第三名
进士，改庶吉士。

“二甲第三名”和“庶吉士”
是个什么概念呢？

众所周知，殿试一甲只有
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以
此推之，“二甲第三名”可以理
解为全国第六。

前三名在殿试后直接授予
翰林院官职。第四名有时亦可
入翰林院任职。其余的二甲、
三甲进士，成绩优异者也有机
会选入翰林院附设的庶常馆学
习，成为“庶吉士”。

严格来说，庶吉士还不是翰林，经过
一段时间的深造，还要经过散馆考试，成
绩优异者才能留在翰林院。

鲁迅的爷爷周介孚就当过庶吉士，
散馆后没有留在翰林院，只能到江西出
任知县。

散馆考试后，能留在翰林院供职是
最优的出路。留下来的人，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翰林。

檀玑就留在了翰林院，于光绪二年
（1876年）授翰林院编修。

清代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在遍地
高官的京城，当然算不上什么高级别的
官员。不过，要知道，翰林院编修日常主
要负责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
有相当高的学问才能胜任的工作。所
以，这个岗位也是传说中的“高级官员人
才储备库”。

在做“储备”的日子里，檀玑也没闲
着，常与陆凤石、谭叔裕等20余名饱学
之士聚集芸馆，焚香披卷，击钵吟诗，一
时名动京都。

除了玩一些高级文人才玩得转的游
戏之外，檀玑就只能在翰林院的日常事

务中等待机会了，等待那些极少数能展
现才华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大多数翰林，做梦都想
当考官。为什么呢？事关经济收入啊！
相对于那些“油水丰厚”的工作岗位，翰
林十分清贫，素有“穷翰林”之称，只有因
公出差才能有机会发一笔财。你一个穷
得只剩下学问的人，出差能干啥？专业
最对口的也就是当考官了。

当考官发财的路子也有好几条。第
一个就是路费。出京前，考官能领一笔
路费。由于考官一路上都有官方管吃管
住，这笔路费大概率自己得了。这笔钱
能有多少呢？清乾隆三年的路费标准
是，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
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还有一笔
辛苦费——乡试结束后，由地方的总督
或巡抚牵头，由当地的学政出面，会送给
考官一笔可观的辛苦费，这笔钱往往高
达数千两。此外，还有那些中举的学子，
也会向考官献上各种“孝敬”。

那么，檀玑有没有靠考官职务实现财
务自由呢？想来，以其兄檀球之清廉，檀
玑大概率也是清官。所以，当考官，对于
檀球来讲，主要的好处在于荣誉与人脉。
毕竟，在科举时代，考官与考生之间是一
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考官当得多了，就很
可能“门生遍布朝野”。在封建文官体系
中，这不仅是个人荣誉，也是政治资本。

然而，我们也知道，檀玑所处的时
代，已经是封建文官体系面临崩溃的时
候了。

很多人认为，清末官僚体系腐朽落
后，靠着八股文上位的文官执政能力非
常差……呃，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公
道地讲，清末的文官里也是有明白人的，
只是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等因素影
响了他们的发挥。

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前，作为翰
林院侍讲的檀玑，曾经多次呈折子，向帝
国的最高统治者提出建议。其中一些建
议，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严格审视，也
很有意义。

他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的折
子提出：窃洋人启衅，兵端既开，军士团
民，同心勠力，人人忠愤，旷代所无，玑缕
晰八条……一曰选大帅以捍前敌……一
曰拓民团以挠敌势……一曰购粮米以备
兵食……一曰督制造以备军火……一曰
悬重赏以收速效……

他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的
折子提出：窃天津开战以来，互有胜负，
洋兵为数无多，我之兵力非远逊于彼也，
彼不过用教民为汉奸……目下和局尚无
眉目，似宜厚集兵力，预备军火，各省兵
力，未到者催之……彼观史册，能战而后
能守，能守而后能和……

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并
没有等到“各省兵力”，老太太就只有“西
狩”了。檀玑也在随驾队伍里。经历此
次事件之后，檀玑还外放做过一段时间
的福建学政，大概是来自两宫的奖励吧。

在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在翰林院差
不多深耕了三十年之后，在荣誉与资本
已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檀玑做了
一件十分“嚣张”的事情，在家里挂了这
样一副对联：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
半门生。

中国古代官场，容得下贪腐，容得下
卖国求荣，容得下最肮脏的交易，但是，
绝对容不下文人的一点点“狂”。檀玑被
山东道监察御史黄曾源、高楠二人先后
奏参罢官。

罢官后，檀玑恬然退隐，自号补园，
又署名“蜷道人”。常与二三知己，研解
道经，绝口不言国事。民国初年，一度出
任国史馆编修。

1922 年，檀玑临终时撰自挽联云：
“读孔孟书，未能阐明千百分之一；学彭
聃术，不幸夭亡七二岁有零。”此时的他，
显然已经丢掉了官员那些所谓的荣誉与
资本，又拾起文人的谦卑和豁达。

保护人说文物：

“这副‘水竹渐知盘谷近，乡邻常与
玉川连。’对联，落款‘斗生、檀玑’，有‘斗
生’和‘檀玑’两方朱红色印章。纵 128
厘米，横32厘米。”望江县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主任檀革才介绍，联文取自金
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元遗山集》卷
十中的七律诗句。

檀玑，新坝（今属望江县高士镇）人，
字汝衡，号斗生，一字霍樵。学识渊博，才
气纵横。尤工于诗对。《随园诗话》曾评述
他的《吟炭》诗是难得的佳作。诗中有一
联云：“一缕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
灰。”他的著作有《菉竹斋诗集》《鄂游草》

《击钵吟》《史记杂咏》等10余部。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丁磊

考了“殿试第六名”，能干什么工作？
——“庶吉士”檀玑对联

“金鸡山，是一方红色的土地，一方
英雄的土地，当‘镰刀’与‘铁锤’出现在
这块古老又沧桑的土地上，这里便留下
了共产党人的足迹，这里是望江新民主
主义革命火种的起源地……”

这段解说词，陈燕红已经十分熟悉
了。熟悉到什么程度呢？用她的话说，
做梦都会背。更可贵的是，并没有接受
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她，能够结合纪念馆
内的布展，生动地讲述93年前发生在脚
下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让来人如同
身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鸡山，位于望江县长岭镇金鸡山
村。1930年以孙敬纯为代表的一批共产
党人打响了望江县境内农民武装暴动第
一枪，史称“金鸡山农民暴动”。

因红色宣讲表现突出近期受到望江
县委县政府表扬的陈燕红，正是金鸡山
村的党总支书记。而她经常要讲解的纪
念馆，则是金鸡山农民暴动纪念馆。

“长岭镇是一块红色土地，除了是金
鸡山农民暴动的发生地，还是望江县第
一个党组织的建立地，全镇还有烈士墓
6座。”11月24日，长岭镇综合文化站站
长金火桃介绍，近些年为了充分挖掘红
色资源，从中获取精神文化力量，该镇做
了大量工作。

首先，就是红色纪念设施和配套设
施的建设。以金鸡山农民暴动纪念馆为
例，建房、布展、修水泥路、修步行道、设
立纪念碑……都需要资金支持。

其次，红色纪念设施的维护也需要

人力物力。同样以金鸡山农民暴动纪念
馆为例，馆建起来了，但要保持长年运转
不是一句话的事。

金鸡山村退休村干、村关工委主任杨
洁洋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用水、用电、
管护人员工资、房子维修费用等等，杂七
杂八加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啰。”

“好在镇里对这些开支一贯态度明
确，每年都协同相关村及时解决。”陈燕
红接过了话茬。

随着红色资源活了起来，红色文化
也火了起来——就拿金鸡山农民暴动纪
念馆来说，如今已被市县关工委列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市委组织部等部
门挂牌为“安庆市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
地”，前来凭吊的学生、党员干部、普通群

众络绎不绝，讲解频次很高。
“前些年基本上都是我解说，说实话

压力还是挺大的。好在张丹从外地嫁到
了我村。小张年轻，悟性强，还能说一口
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就着重培养她，镇里
分管领导叮嘱我除了手把手教，还要扶上
马再送一程。她上路很快，现在有讲解任
务，大多是交给她。”看到红色文化传承人
的队伍在壮大，陈燕红感到非常高兴。

红色血脉要赓续下去，红色讲解员
自然不能“一代老”。长岭镇还着力培育

“红领巾讲解员”，并已经结出丰硕果实
——在近期举行的望江县首届“红领巾
讲解员”风采大赛中，长岭镇代表队获得
了乡镇第一名。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虞生 王辉

长岭镇：红色资源活起来 红色文化火起来

檀玑对联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
及（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以血糖
升高为特征的代谢病，典型症状
是“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
尿、体重减轻）。糖尿病会在患
者身体不出现明显症状的情况
下悄然发展，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和治疗，糖尿病可能导致严重并
且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中国糖
尿病患病人数约有1.40亿，已居
全球首位，平均每10人中就有1
人患有糖尿病，其中2型糖尿病
占所有糖尿病的90%以上。

糖尿病高危人群是糖尿病
患者的“后备军”，如果不进行
综合生活方式干预，他们患糖
尿病的概率比非高危人群大得
多。对于糖尿病高危人群，除
了要做到合理饮食、规律运
动，还要关注自己的血糖水
平，定期检测血糖。哪些人是
糖尿病高危人群呢？

一、家族史：如果您的父母
或兄弟姐妹患有糖尿病，您的患
病风险会增加。

二、体重：超重或肥胖会增
加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三、年龄：患2型糖尿病的风
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特别是
在45岁之后。

四、缺乏运动：体育活动不
足可能导致体重增加和胰岛素
抵抗。

五：妊娠糖尿病：怀孕期间
曾患有糖尿病的女性患病风险
会有所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调整生
活方式是预防或延缓2型糖尿病
发作的最佳方式。综合生活方
式干预是预防糖尿病发生的关
键。通过合理饮食、控制体重、
规律运动、限盐、控烟、限酒等可
以达到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控制
血糖水平，预防糖尿病的目的。
已有研究表明，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可以预防全人群约73%的
糖尿病发生。

请留意可能的糖尿病症状，
如过度口渴、频繁排尿、不明原
因的体重下降、伤口愈合缓慢、
视力模糊和缺乏精力。如果您
有任何这些症状或属于高风险
人群，请咨询医学专业人士。

疾宣

防控糖尿病：
了解风险，了解应对

11月21日，迎江区程家墩社区民警正在
给市建筑工程学校的学生们普及禁毒知识。

当天下午，程家墩社区联合区禁毒办
在辖区组织开展反诈及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活动中，区禁毒办结合案例讲解各类
伪装毒品的识别办法，有效增强了辖区居
民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意识，形成了共同
坚决抵制毒品、打击毒品犯罪的良好氛围。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迅员 何巧霞 摄

禁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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