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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8 岁，是一名文艺创作
者。我读小学那个年代，新中国刚刚
成立，语文课本的内容简单而质朴。
课文的核心思想是爱老师、爱同学，爱
学习、爱劳动，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
毛主席，每一篇课文只有寥寥十余字，
每一页下端还设计了供学生练字的

“米”字格。
我就读的小学叫栗树山小学，学

校紧临马路。那个年代，汽车还很稀
缺，可为了学生们的安全，放学后老师
们会尽职尽责护送同学们过马路。我
们上学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参
加劳动，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上下学
还要割“猪草”。

我的启蒙老师姓车，是一位温文
尔雅的女性，除了文化课，她很注重对
我们生活技能和思想品德的培养。教

室旁有一块空地，她带领同学们将空
地开辟成小花园，教我们种植各种花
卉，一到春季，总有花香飘进教室，还
有蜜蜂飞来。

盛夏，花园里的菊花都开了，黄灿
灿的煞是好看。一天放学后，我和几
名同学到花园里摘了几朵菊花带回
家，此事很快被车老师察觉。第二天
上课，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问，大家
都不敢承认。我想起平日里她对我们
的教育，于是鼓起勇气承认了此事，并
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

然而，车老师并没有责骂我，反而
对我勇于承认错误的行为提出了表扬，
她还给我们讲“曾子杀猪”的典故。这
件事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从此我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敢于承担责任，绝
不用谎言掩盖自己的错误。

近期，人教版教材插画事件曝光后，青少年学生课本、课外读物相关问题引发关注。人们评论当代教材内容和艺术
审美问题的同时，也不禁回忆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背影》《珍贵的教科书》……记忆深处那一篇篇久远却亲切的课文勾起了人们对校园生活
的回忆。记者邀请不同年龄阶层的市民回忆学生时代印象深刻的课本内容和课堂瞬间，从尘封的书卷中追忆青葱往事。

从尘封的书卷中追忆青葱往事

那些年的课本和课堂 你还记得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唐治军 爱学习、爱劳动，诚实做人

黄九龄 鲁迅先生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

我1990年出生，如今是一名小学
教职员工。回想学生时代，每学期第
一堂课，语文课本刚拿到手都是一口
气读完所有课文。

大家对书籍格外珍视，拿到新课
本，多数同学都会用家里的旧报纸给
新书包上书皮，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还
会用纸张较好的挂历作为包书纸，挂
历的背面作为封皮，然后在洁白的纸
张上写上科目名称、姓名、所在年级和
班级等内容。学期过半，同学们还会
把书皮拆开，看着新书一般的封面而
沾沾自喜，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重新包
好书皮。

小学课本里，鲁迅先生的文章很
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阅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记住了覆盆
子这种植物的名称。童年时光，我最
爱到野地里玩耍，根据课文里的描述，
在草丛里寻找覆盆子这种野果。夜深
人静的时候，会担心墙头钻出一条人
首蛇身的“美女蛇”，也会好奇月光下
的猹是怎么偷吃西瓜的。

前段时间浏览抖音视频号，守山
大叔朗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段
的视频很有关注度，聆听着他富有磁
性的声音，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
的那些童真童趣。学生时代理解能力
有限，当时只是觉得先生的文章很生
动，妙趣横生的百草园、热闹的社戏、
话痨祥林嫂、有些神经质的孔乙己
……转眼，自己站在了三尺讲台给同
学们讲解鲁迅的文章，此时方懂得先
生深意，感佩于他能于寥寥数页纸之
中，尽显社会对于穷苦人的冷漠，讽刺
而又意味深长。

如今，社会上不少专家提出，将鲁
迅先生的文章移出小学课本，对于这
一观点，我不支持。诚然，尚处于启蒙
阶段的小学生确实不太容易理解先生
的文字，但每当讲解到先生的文章，我
都会引导学生们深读，剖析当时的社
会背景，分析他的白描手法。我期望
我的学生未来也能像先生一样，心怀
国家民族，敢于针砭时弊。

曾婧瑶 《不会叫的狗》使我开始关注小动物

我是第一批“00 后”，那一年出生
的孩子被称为“千禧宝宝”。我读小学
的时候，科技产品更新迭代快，学习辅
助设备多，同学们的思维也比较活跃。

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为了玩手
机，同学们和老师“斗智斗勇”。上课
偷偷玩手机的同学为了不被老师发
现，在书摞中掏个洞是“常规操作”，有
些同学将袖珍版牛津英汉双解字典的
封皮拆掉作为手机壳，老师走到近处
都发现不了。还有同学专门在网上购
买水瓶状藏手机神器，老师靠近了，只
要拿起水瓶喝水，然后顺手一拧瓶身，
手机就藏起来了。

我们的老师大多是“80 后”，教学
方式并不死板，有时候会和同学们讨
论宠物、动漫、流行歌曲，有时甚至自
掏腰包购买蛋糕给同学庆祝生日。我
的语文老师很喜欢小动物，受她的影

响，我对三年级的课文《不会叫的狗》
印象深刻。课文讲述了一条不会叫的
狗遭到了其他动物嫌弃的故事。后
来，这条狗逃到了一个没有狗的国家，
再也没有谁在乎它会不会叫了。

这篇课文以拟人手法描写动物，
映射人类社会，激发了我对小动物的
兴趣。我觉得动物也会有自己的情
绪，也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生存法则。
那个学期结束后，我还缠着母亲给我
买了一只宠物犬。此后的学习生涯
中，凡是以动物为主角的课文我都特
别感兴趣。

如今，我与几位同学在学校组建
了救助小动物公益组织，帮助流浪猫、
流浪狗，有时看到那些被主人抛弃的
宠物狼狈的样子，我依然还会想起《不
会叫的狗》里那条可怜的小狗。

▲《不会叫的狗》课文节选。 网络供图

▲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学课本。网络供图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节选。 网络供图

家长应鼓励孩子说方言

株洲市芦淞教育幼稚园园长肖瑛告诉记者，
现在家长跟孩子交流都用普通话，很多孩子都
不会讲方言。虽然大环境是说普通话，但是会

说方言应该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年龄越小学，越
容易学会。家长在家里应多鼓励孩子说方言。

大家都认同，不要强迫孩子去学，家长多
和孩子用方言交流，孩子听得多了，自然也就

会了。
攸县文化路小学刘老师说，应该把地方文化

进课堂，开设地方文化社团，如把方言创作的歌曲
舞蹈、戏剧等纳入到社团里，“还可以举行一些活
动，比如说方言竞赛、表演等。”

为什么现在人说方言越来越少了?“一方面跟
现代教育推广普通话有关，另一方面跟城市外来
人口不断增多有关。”有专家认为方言逐渐消失的
原因主要在此。

“厂话”汇聚的株洲方言

语言学家刘半农曾说，方言是一种“地域的神
味”。

如果用一个本土词来概括株洲方言，可能最形
象的就是“七里八里”——各种不同的大杂烩。有
人说，长株潭三地，株洲话最接近普通话。而株洲
话最具特色的，则是“厂话”，即以各大厂矿为势力
范围的田心话、三三一话、徐家桥话、铁路话等。
然而，这些语音其实也没多少明显的差别。

此外，株洲的下属县市由于地缘关系和移
民的历史原因，语系也各自不同。

株洲县（现渌口区）偏重醴陵话，株洲郊
区地段如曲尺、明照、云田、白关等地的株洲话

则更显得“土著”些。醴陵、攸县、茶陵和炎陵多
属赣语区，其中攸县、炎陵还有半数以上的从广
东、江西、福建等地移居的客家人。

“说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该项调查显示，47 位孩子，能流利说出本地
方言的仅2位，其中24人表示“会说一点点”，另
有21人表示“只能听懂，完全不会说”。

5年级的雯雯，爸爸是邵阳人，但妈妈和
外婆都是攸县本地人，方言环境好，“在家
里，我外婆、妈妈都会说攸县话，但跟我说
话时，会自动说‘攸普’。”如今，她也只说几
句常用攸县话，至于邵阳话，只会听不会说。

“说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该校的刘
老师表示，她发现班上的孩子，如果父母来自
不同的地方，在家都是用普通话交流，那孩子
就更不会说方言了。

无独有偶，在天元区凿石小学任教的何梦
玲，也发现很少有学生说方言了，“基本上都是
普通话。”80后的她回忆，她读书时，无论是小学
还是高中，同学们交流都会讲株洲话。

孩子学不学方言？大多受访者态度
是“随缘”

虽然不会说或者很少说方言，但接受采访
的学生们都表示很喜欢。“方言代表了我的老
家”“方言说起来让人放松”“方言很有趣”……

“我会说普通话、株洲话和四川话，这项技
能让我在工作中获得了很多便利。特别是陌
生人初次见面，用方言交谈可以拉近双方的感
情距离。”刘女士在株洲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小
时候跟着父母在四川生活，后来一家人来到
株洲，现在她能在普通话、株洲话、四川话中
任意切换。刘女士认为，孩子多掌握一门方
言是有好处的。

株洲市民张先生即将当爸爸了，他认
为，没必要让孩子一定学习方言。

然而，大部分受访者说，不会强制要求
孩子学习方言，“如果孩子能够学会方言，

那自然好，如果没有学到，也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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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近
日，荷塘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起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及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被告人林某、谢某、潘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
至2年，林某并处罚金10万元；3人还将承担惩
罚性赔偿共计571500元。据悉，这是今年我市
判决的首例适用 10 倍惩罚性赔偿的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性保健品推销员铤而走险

据了解，林某曾是一名性保健品的推销员，
为了赚“快钱”，他动起了自己“生产”性保健品
和性药的歪心思。

2018 年底至去年 4 月期间，林某购进生产

原料，在广东租用一栋民房作为据点，雇佣潘
某、谢某为生产人员，李某为发货人员。其中，
林某、潘某负责原料制作和压片，谢某负责包衣
和包装工序，将有治疗作用的药品成分添加到
性保健品中，加工成“万艾可枸橼酸西地那非
片”（俗称“伟哥”）。

有时他们也会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一些
无疗效、无毒害的假药，逐渐形成一条假性药、
假性保健品的“生产链”。

林某利用以前担任过性保健品推销员的经
验，通过网络销售这些性保健品和假药，并用物
流寄出。为了规避被追查的风险，林某指使其
妻子吴某购买他人的银行卡用于接收货款，并
采取转账到他人账户再转回、现金支取等方式
将赃款“洗白”。

10倍惩罚性赔偿款执行完毕

去年3月，公安机关在荷塘区依法查处了李
某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顺藤摸瓜查获
了李某从林某处购买的“性药”。经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认定，该批“性药”为有毒、有害食品及假
药。

林某、潘某等人通过生产、销售各类假性
药、有毒有害的保健品至湖南株洲、新疆、山东、
广东等地，销售金额巨大，其中销售给我市的价
值共计57150元。今年1月，荷塘区人民检察院
向区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目前，该案的惩罚性赔偿款571500元已执
行到位。

首例“10倍赔偿”公益诉讼案宣判

近日，攸县文化路小学做了一个调查，47位学
生中能说“地道”攸县话的学生仅2位。看似一个
简单的数据，背后体现的是城市一个文化传承危
机：方言断代。方言代表了归属感，生活在株洲这
个城市，不会说几句“土话”，似乎有点不“熨帖”。

相关链接

那么你对株洲方言了解多
少，下面3道“老株洲人”出的方言
测试题，看看你能答对几道？

男：电视好看不？
女：麻麻西西咯。
问：女的意思是？
A.电视很好看
B.没看懂
C.没注意
D.节目一般般

1

D

女：那个人怎么样？
男：做杂事接丝逛津。
问：男的意思是？
A.这人很不错
B.跟人逛了街
C.这人做事啰嗦
D.没注意

2

C

女：出牌咯！
男：搞不得，我扮禾。
问：这男的的意思是？
A.他要去乡下做农活了
B.他要假扮成禾苗
C.他马上就出牌
D.他自动认输

3

D

一个班47个学生，仅两人会说攸县话

方言面临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王李曾

制图/胡兴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