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听说过老师为每个毕业生
创作专属的“藏头诗”吗？据 6 月
12日《安庆晚报》B2版报道，“我用
四十七首藏头诗，编织成一艘记忆
的船，愿它能载着你们的青春，在
岁月的波涛里，永不迷航。”毕业前
夕，安庆九中高三一班班主任费俊
峰老师，为全班学生每人创作了一
首独一无二的诗，每首诗的句首均
包含学生的姓名，字字句句都寄寓
着深深的关切和期望，祝愿他们如
诗中所写，在各自的人生卷轴上泼
墨挥毫、落笔生辉。

据报道，从教 33 年的费俊峰
虽然长期担任英语教师，但一直喜
欢古典诗词，是市诗词学会会员。

“这是第一次为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写诗，此次创作47首诗用时100天
（百日誓师后）。”费俊峰坦言，“喜
欢这些孩子们，各有各的精彩，三
年来和他们一同经历的点滴成长
都是珍贵的记忆。毕业无所赠，聊
送一首诗，既是祝福，亦是怀念。”

我们见过太多程式化的毕业
寄语——打印整齐的集体祝福，批
量生产的纪念册留言，甚至 AI 生
成的标准化评语。而这位教龄比
许多学生年龄还长的老师，偏偏选
择用最笨拙也最温柔的方式：把
47 个年轻生命的特质研磨成墨，
在古典诗词的宣纸上勾勒出47幅
成长肖像。潘姓学生诗中“竹有高
节青云破”的飒爽，徐同学“悦心最
是丹青妙”的雅致，每个字都在证
明：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流水线上
的标准化生产，而是匠人对着原木
纹理的因势造型。

这些藏头诗最动人的地方，在
于它们都是“带着指纹的作品”。
百日创作周期里，费老师显然不是
在办公桌前苦思冥想，而是带着三
年来积累的观察笔记在写诗——
那个总在课间画速写的女孩，那个
辩论赛上妙语连珠的男生，那个默

默给班级绿植浇水的安
静少年……所有细碎的
日常都变成平仄间的密
码。当教育能精准捕捉
到“某个学生说话时习惯
先抿嘴角”“某个孩子总
把橡皮切成小块分享”这
样的细节时，写出的诗句
自然会戳中人心最柔软
的角落。家长感叹“文采
飞扬，情深万丈”，其实飞

扬的不是辞藻，而是那份被岁月淬
炼过的真心。

藏头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妙形式，在这里焕发出新的教育
生命力。将学生姓名拆解成“潘郎
才俊”“徐展画卷”的意象，既是文
字游戏更是人生隐喻。就像古人
用“折柳”喻离别，用“青云”指志
向，这些诗句把青春的懵懂装进传
统文化的锦囊，让学生们带着东方
美学的密码走向未来。有趣的是，
创作这些古诗的恰是一位英语老
师——两种语言在他的教育生涯
中奇妙交融，仿佛在告诉我们：教
育的真谛从来不在学科划分里，而
在如何用最适合的方式点亮生命。

这些诗作最珍贵的或许不是
此刻的感动，而是埋下的文化种
子。当这些少年十年后翻开毕业
纪念册，“清声直上九天长”的期许
会成为职场困境中的力量；“思如
泉涌意不休”的祝福会在创作瓶颈
时悄然浮现。中国传统教育讲究

“诗教”，正是因为诗歌的凝练特性
能让道理穿越时间。就像苏轼读
到欧阳修评语“老夫当避路，放他
出一头地”的震撼，这些量身定制
的诗句，终将在学生生命里长成遮
风挡雨的绿荫。

在追求效率的教育工业化浪
潮中，费老师的诗意坚守显得如此
珍贵。他用100天打磨47首诗，平
均每首诗花费两天以上时间，这种

“不划算”的时间投入，恰恰是对抗
教育功利化的温柔力量。当AI可
以一分钟生成 50 首毕业诗时，手
写诗稿的墨香里藏着更重要的讯
息：教育不是服务的标准化交付，
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照亮。那
些说“幸运的遇见”的家长，或许正
是感受到了这种超越技术层面的
心灵共振。

毕业典礼终会落幕，合影照片
终会泛黄，但印在青春扉页上的这
些诗句，会成为永远的文化胎记。
当我们感慨“从前慢”的时候，其实
慢的不是时间，而是那份愿意为
每个独特生命驻足凝视的耐心。
47首藏头诗就像47盏小橘灯，照
亮的不只是某个夏天的离别，更
让我们看见：最好的教育，永远
是老师以自身为火把，把平凡的
日子过成诗，再把诗种进学生心
里，等待它们在某个月夜，突然
花开满枝。

4747首藏头诗
给青春盖上温柔的印章

王志顺

中国社会评论作者、媒体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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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时
代浪潮，在安庆市教体局的大力支
持下，承载着古城文脉与少年希冀
的《安庆晚报·教育周刊》以独特的
视角与专业的坚守，成为教育领域
的一道崭新风景。它不仅是传播教
育资讯的重要平台，更是弘扬教育
理想、凝聚教育智慧的精神家园。
一刊墨香，满版匠心。其栏目设计
的精巧、文创价值意义的深远以及
主创团队的匠心素养，共同绘就了
一幅动人的教育画卷。

从栏目设计来看，《安庆晚报·
教育周刊》犹如一位深谙教育之道
的智者，精心规划每一个板块：文学
新苗、小小拍客、创新实验室、学长
学姐说、优秀少年秀等，无不诠释了
以教育核心问题为中心点，聚焦教
学改革、政策解读等关键内容的办
刊理念，力求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提供权威、专业的指导，帮助他们在
教育的迷雾中找到那轮“日出”。焦
点板块则像聚光灯，将教育界的重
要事件、热门话题一一呈现，无论是
学校的特色教学成果展示，还是招
生考试的动态变化，都能引发社会
各界对教育问题的热情关注与深度
介入。紧跟时代脉搏的热点栏目，
敏锐捕捉在线教育发展、教育变革
动态等前沿趋势，及时反映教育领
域的新问题、新变化，让周刊始终站
在教育发展的潮头，充满时代感与
前瞻性。而人文点的设置，更是赋
予了周刊独特的温度。通过讲述师
生间的动人故事、展现教育者的至
深情怀，周刊将教育的人文关怀展
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看到教育不
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滋养
与情感的交流。第二期周刊刊发了
安庆九中高三一班费俊峰老师为班
级 47 位毕业生写姓名藏头诗作为
毕业赠言的新闻后，引发了安徽时
评栏目编辑的重点关注，并第一时
间邀约了安庆籍著名时评作家王志
顺进行点评，6月14日该评论在“安
徽时评”重磅推出，后不断被多方转
发，一时间形成了“蝴蝶效应”。这
是人们对好老师的致敬，也是对好
新闻素材的致敬，更是对高素质采
编水平的致敬！

“邻家有女初长成，陌上寻芳恰
遇卿。”《安庆晚报·教育周刊》的推
发，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它
是服务当地教育事业的优势载体，

为安庆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搭建
起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教育理
念的碰撞与教学经验的分享，
激发了教育创新的活力，有力
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良性互
动及共情发展。同时，作为教育舆
论的引导者，周刊凭借对教育政策
和热点问题的精准解读与客观报
道，帮助公众正确认识教育现象，
化解教育焦虑，营造了健康理性的
教育舆论环境。此外，周刊还热心
为家长们答疑解惑，通过提供科学
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加强了家校之
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共同助力学生的成长与成才。

而这一切成就的背后，离不开
报社主创团队的匠心坚守。他们凭
借深厚的教育专业知识，凭借新闻
人的灵动执着，精准把握教育领域
的急难愁盼，精心策划每一个选题，
创作出一篇篇专业且富有深度的报
道。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们能够在瞬
息万变的教育动态中，及时发现新
趋势、新问题，迅速推出相关报道和
专题，让周刊始终保持新鲜感与吸
引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主创团队
充满人文情怀，他们关注教育中的
每一个个体，用细腻的笔触和生动
的故事，传递教育的温暖与力量。
从选题策划到采访撰写，再到编辑
排版，团队成员以高度的敬业精神，
精心打磨每一个环节，力求为读者
呈现出高质量、有内涵的周刊。

教育是一项充满温度与情怀的
事业，需要智慧的呈现与留白。教
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前
行的过程。它需要得到社会的认
同，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积极
表达，更需要新闻人将每一个珍贵
的瞬间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
争新。”《安庆晚报·教育周刊》用墨
香浸润教育的土壤，以专业与情怀
书写教育的篇章。正如创刊词所
言：此刻启封的不仅是一份刊物，更
是一份寄往未来的邀请函。愿我们
共同守护这份“宜城新竹”的破土拔
节之声，让安庆学子的精神图谱既
有振风塔的巍然风骨，亦有长江水
的浩荡奔涌。在这片京黄和鸣花树
并茂孕育缤纷神奇的古老土地上，
在享受世界赠予我们美好的同时，
继续书写赠予世界美好的“教育故
事”与“安庆传奇”。

一刊墨香 满版匠心
王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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