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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浸润心灵

核心
提示

今年13岁的崔涵硕是凌源市实验小学六年
级学生。她从小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姥爷是
个皮影迷，崔涵硕从小受姥爷影响看皮影、学国

学，在幼小心灵里埋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读经诵典与海
量阅读，为崔涵硕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小小年纪的她多
才多艺，在舞蹈、绘画、书法、播音主持等方面都有出色表
现。2018年，崔涵硕的童谣作品《爷爷是个皮影匠》，荣获
全国第七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一等奖。

“小涵硕爱看书，睡觉之前
一看就是半个小时，早晨起来
就背书里面的内容，至少得背
10 分钟，《孟子》她能倒背如
流，任意抽出哪一章节，她都能
给你接上。”张桂兰说。

传统文化的修习，深深影
响着崔涵硕的言谈举止。她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教我们
如何学习；“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是告诉我们如何与人相
处；“百善孝为先”，是告诫我们
如何遵守孝道。崔涵硕把她的
这些感悟化作了具体行动——
和同学在一起，总是学习别人
的优点，凡事替别人着想；省下
零花钱，买水果去看望残障儿
童，去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就
连获奖的稿酬，也跟妈妈商量
着，想捐给社会上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一般说来，参赛作品获得
大奖，获奖者起码也得兴奋几
天。然而，面对殊荣，崔涵硕却
显得非常淡定。“得知获奖消息
的当天，女儿跟我说她想激动
一会儿，我说你就激动一会儿
吧，说完她就蹦蹦跳跳地玩了
一会儿，然后就淡定下来，很认
真地跟我说想把得到的稿费捐
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崔涵硕
的母亲孙丽说。

“我写作不是为了获奖，
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出自
我内心的一种表达。即使拿
了大奖，对我来说也没有什
么 值 得 炫 耀 的 ，要 戒 骄 戒
躁。”崔涵硕说。

随 风 潜 入 夜 ，润 物 细 无
声。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
多年来，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过程中，崔涵硕涵养了品德，提
升了文学素养。当记者问起学
国学对她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时，崔涵硕回答说，除了对写作
有帮助外，就是让她懂得了要
和别人友好相处，懂礼貌，懂礼
节，对待长辈要恭敬。

崔涵硕喜欢传统文化，最
初是受姥爷的影响。崔涵硕的
姥爷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喜
欢读古书，另一个是喜欢看凌
源当地的传统皮影戏。姥爷在
她幼小心灵里种下了传统文化
的种子，这颗种子又在校园里
生了根、发了芽。

5 月 26 日，在朝阳凌源市鑫福佳苑，13 岁的崔涵硕兴高
采烈地唱着自己编写的童谣。2018 年，她创作的童谣《爷
爷是个皮影匠》，在 6 万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全
国第七届优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一等奖。在一等奖 10 名
获奖者中，她是唯一的少年。

看皮影戏长大的小作家
本报记者 张 旭

“为了上口，童谣里写的是爷
爷，其实我描写的是我的姥爷。姥
爷在我 9 岁时就去世了，但我对姥
爷的感情很深。”谈起《爷爷是个皮
影匠》这首童谣的创作经历，崔涵
硕说。

崔涵硕的父母都是生意人，每
天早出晚归，崔涵硕从小就和姥爷、
姥姥一起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姥
爷孙振华是个喜欢看皮影，听京戏，
闲暇时爱读古书的老头儿，每天总
是乐呵呵的。在姥爷的怀抱里，小
涵硕看着古书里的插图，懵懂地听
着戏文，有时也咿咿呀呀唱上两句，
常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每到夏天，暮色降临，凌源市
通达街都会变得热闹非凡，皮影
公演开始了。吃过晚饭，姥爷拎
着小板凳，带着小涵硕就快乐出
发了。影窗上，各种影人翻来倒
去，影窗后，艺人们配上或高亢或
明亮或沧桑的唱腔，那一刻，灯与
影的魅力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小涵硕因此着了迷，传统文化以
这 样 鲜 活 的 方 式 闯 入 了 她 的 心
灵。多年以后，回忆起和姥爷看
皮影，崔涵硕说那是她童年最难

忘的快乐时光。
“我对姥爷的感情很深，《爷

爷是个皮影匠》这首童谣寄托了
我对姥爷的深深思念。两年前的
一天，我无意间翻开姥爷生前看
过的一本书，发现书页里夹着一
个影人，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姥爷，
便写下了《爷爷是个皮影匠》这首
童谣。”崔涵硕说。

在崔涵硕的记忆里，姥爷哄她
时经常把她当成影人，抱在怀里一
边唱着，一边比画着。从每年的

“凌源之夏”文化艺术节皮影公演
到每年正月凌源电视台的皮影展
演，爷孙俩几乎场场不落。因为年
龄小，崔涵硕听不懂皮影戏里唱
的是什么内容，只知道是捉拿妖
怪的事，但她觉得影人一动一动
的挺新奇。

崔涵硕说，姥爷经常对她讲，凌
源是全国著名的“皮影之乡”，距今
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凌源皮影是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姥爷还
说，他是看着家乡的皮影戏长大
的。受姥爷的影响，崔涵硕到了七
八岁稍微懂点事时，和姥爷一样，也
渐渐地喜欢上了皮影戏。

难忘和姥爷一起看皮影的时光

在崔涵硕的姥姥张桂兰家里
的墙上，贴着好多留言条。这是今
年 69 岁的她写给外孙女崔涵硕的
留言——

3月8日：亲手叠一朵花，送给姥
姥，姥姥很开心。因为是三八妇女
节，写作业当中休息一会，给花浇水。

3 月 19 日：积极向上，《孟子》熟
背，主动扔垃圾，姥姥给你加油。

4月1日：大喜讯，电视台拍的短片
开播，好兴奋，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每天以这
种留言的方式与自己的外孙女互动，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外孙女在老人心
中的位置。

4 年前，崔涵硕的姥爷因病去

世。从此，看护和照料外孙女的重担
就落在了张桂兰一个人的肩上。每天
接送外孙女上下学，做各种家务，与外
孙女一起读书……张桂兰将心血全部
倾注在外孙女身上，给予其无微不至的
关心与照顾；而崔涵硕聪明、懂事、有孝
心，学校里发生的很多新鲜事，自己学
习中遇到的一些难事，每天都要跟姥姥
汇报，两人总是开开心心，无话不说。

“学校要求我们多鼓励孩子，所
以我就把和孩子每天的开心事写在
纸条上，我读过高中，用文字交流也
是件很开心的事。”张桂兰说。

多年来，姥姥付出的辛苦，小涵
硕看在眼里，并默默地记在心里。“遇
到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这样的恶

劣天气，路就特别难走，有一次，路上
的雪很深，姥姥都快迈不过去了，我
看着特别心疼，觉得她每天照顾我特
别不容易。”崔涵硕说。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姥姥说腿
酸，坐在床上休息，小涵硕接了一盆温
水，端到姥姥面前，让姥姥脱下袜子给
她洗脚。姥姥很感动，嘴里一直念叨

“孩子长大了”，眼里噙满了泪水。
“因为国学里教我要孝敬老人，

所以我有了给姥姥洗脚的想法。给
姥姥洗脚的时候，我摸到姥姥的脚底
都是硬硬的茧子，特别心酸，姥姥实
在太辛苦了。”崔涵硕说。从那以后，
崔涵硕时常给姥姥洗脚，然后铺床让
姥姥先睡。

姥姥用留言方式与外孙女互动

“女儿从小就喜欢看书，三四岁
时就开始跟着家人读一些国学方面
的书。”崔涵硕的母亲孙丽告诉记者。

在崔涵硕的姥姥家，记者看到有
一个两开门的书橱，里面摆满了书，有
经典名著、科普佳作、名人传记等，种
类繁多。崔涵硕自豪地说：“书橱里的
书大多是用亲人们给我的压岁钱买
的，而且我都读过了。”为了印证自己
说的，她随口给记者背起《弟子规》里

的段落，眉眼中透着小得意和俏皮。
崔涵硕说，她很喜欢国学，在幼

儿园就开始背《弟子规》等经典国学，
“通过学习，我知道自己的事情要自
己做，尊敬长辈，尊老爱幼，还要努力
学习。国学还告诉我们，做人要有德
行，要做正人君子。”崔涵硕说。

家庭的熏陶，让崔涵硕从小养成
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就读于凌源市实
验小学后，学校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教育理念，更提供给她学
习和成长的丰厚土壤。凌源市实验
小学早在 2002年就把传统文化引进
校园，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水
平、生活阅历，由浅入深地选取名篇
名句，采用多种形式让学生熟读与
背诵。学前阶段，崔涵硕就完成了

《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等经典
诵读，之后又陆续学习了《论语》《中庸》

《大学》《孟子》《道德经》等。

采访时，在凌源市实验小学六年
八班的教室里，崔涵硕和同学们正在
朗诵古文。班主任姜艳梅介绍，学生
现在是在用“乐读法”朗诵。所谓“乐
读法”就是用近似于唱歌的方式朗
诵，方便孩子记忆。诵读经典是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效方法，对孩
子们学会如何做人非常重要。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
吟。读经诵典与海量阅读，为崔涵硕

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小小年纪的
她写作获得过多个奖项。2016年，崔
涵硕在世界少年儿童和平海报征集
活动中获得三等奖；2017年，作文《幸
福，在那一刻悄然绽放》获辽宁省第
六届华育杯中小学生好作文网络征
集评选活动特等奖，并获得“辽宁小
作家”荣誉称号；2018 年，童谣作品

《爷爷是个皮影匠》获全国第七届优
秀童谣征集评选活动一等奖。

从小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皮影匠，胡子长，古老故事里面藏。
灯光下，掐嗓唱，手中影人晃又晃。
拿大刀，去打仗，阵前杀敌名声响。
张灯结彩喜洋洋，乡土文化放光芒。

崔涵硕和姥姥一起摆弄影人。 盖首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