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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甘肃酒泉学生课间操跳敦

煌舞的视频在网上走红。据介绍，这套课

间操是根据敦煌壁画二次创作的，当地学

生跳敦煌舞课间操已经有四五年了。从网

上视频来看，学生动作娴熟，抬臂屈腿，体

姿、动作，乃至安宁的神情、微笑的脸庞，都

和敦煌壁画上的飞天有几分相似，体现出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众所周知，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

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

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文

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敦煌文化博大

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飞天是最具代表

性的形象之一。长期以来，敦煌给艺术创

作和文化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养分，

催生了许多精品佳作，经典舞剧《丝路花

雨》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从敦煌这笔宝贵文化遗产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言，我们既需要将其

转化为舞台上、银幕上的艺术精品，也需要

推动其以日常化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有助于大众体认和

接受敦煌文化。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敦煌舞

课间操，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实践表

明，相比于在一旁观察，参与艺术创造的体

验更能让人抵达美育真谛。学生做操时，即

便只是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所获得的身体

体验与记忆，和欣赏一幅飞天画，或者观看

一部敦煌题材的戏剧影视作品，也是完全不

同的，由此形成对敦煌文化艺术的亲近、认

知和理解也必然是全新的。

如果在教习敦煌舞课间操的同时，辅

之以敦煌文化和历史的讲解以及艺术赏

析，相信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敦

煌不仅是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折射着一段

民族悲痛史，更蕴含着几代中国人保护国

宝、文化传承的可贵精神。从王国维到常

书鸿、段文杰再到樊锦诗，他们和敦煌的感

人故事，已经积淀成一种道德操守和文化

精神，成为青少年人培养民族精神，坚定民

族自信的生动教材。

近年来，随着美育和艺术教育越来越

受重视，探索中小学美育的有效路径，也成

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最近，艺术进中

考更是引起热议。而敦煌舞课间操及其类

似的文体活动，具有美育方法论的意义。

正如近代哲学家李石岑所言：“美育之解释

不一，然不离乎审美心之养成。进一步言

之，即为美的情操之陶冶。”美育不是让学

生理解美学概念，更不是让学生背诵美学

史大事，也不是移植或照搬某些所谓成功

的教育理念或模式。相反，美育应从生活

中来，到生活中去，特别是应用好在地的、

生活中的资源，引导学生发现周遭世界多

种多样的美，并在其中提升格调，陶冶心

灵，进而增强塑造美的生活、美的人生的意

识和能力。

酒泉的教育工作者就近取材，给学生排

练敦煌舞课间操，正反映了这样一种科学的

美育理念。我国美育先驱蔡元培在《美育实

施的方法》中就提出过，美育要从家庭、学校、

社会入手，社会美育又包括从美术馆、剧院

到博物馆，从道路、建筑到公墓，真可谓方方

面面，无所不包。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文化

丰富多彩，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蕴藏

着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这是当代美育

的重要基础。各地中小学美育应借鉴敦煌

舞课间操的做法，充分开掘本地美育资源，

靠山赏山，靠海观海，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充

满乡土气息的美育课程，在积极传承弘扬地

方文脉的同时，以文化的力量滋养人格，完

善、实现心灵解放。

课间操跳“飞天”，跳出美育新维度

胡一峰

菜蔬王国中，冬瓜属于粗犷愚笨的一类，大

块头，水桶腰，长相憨厚，身材敦实，一副泰然自

若与世无争的模样，颇有些“大肚能容，容天下

难容之事”的豁达气度。旧时乡间，说起又矮又

胖、身材短粗之人，或者呆头呆脑、愚钝木讷之

人，常拿冬瓜打比方、作比较，说来说去，冬瓜就

成了老实的代称和愚笨的隐喻。

冬瓜是我国老少皆宜的平民瓜菜，也是地

地道道的本土原产，其栽培历史至少有二千多

年。公元三世纪初，汉人张揖所著的《广雅·释

草》一 书 中 就 有 关 于 冬 瓜 的 记 载 ，称 其 为 地

芝。冬瓜因栽种地域广泛，别称很多，譬如水

芝、白瓜、濮瓜、蔬瓜、东瓜、枕瓜等。关于冬瓜

名称的来源，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第一种是

《本草衍义》的记载：“白冬瓜一二斗大，冬月收

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御寒，故曰冬瓜。”第

二种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说它在入冬以后

成熟结瓜，所以叫冬瓜。第三种是冬瓜老熟之

后，身披一层白霜，酷似冬日白雪落于其上，所

以叫做冬瓜。

冬瓜出身于大家族，远近亲戚多得数不清，

高低胖瘦，形态各异，论肤色，有青皮、白皮、乌

皮、淡绿、粉白之分；论体形，有圆、扁、筒、枕头

形之别；论个头，有早熟的小型冬瓜，可温室栽

培，也有大型冬瓜，耐热高产。翻开弥漫着草木

青气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对冬瓜形态习性的

描摹，可谓是细致入微、生动传神，犹如一篇文

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明清小品文：“冬

瓜，三月生苗引蔓，大叶团而有尖，茎叶皆有刺

毛。六、七月开黄花，结实大者径尺余，长三、四

尺，嫩时绿色有毛，老则苍色有粉，其皮坚浓，其

肉肥白。其瓤谓之瓜练，白虚如絮，可以浣练衣

服。其子谓之瓜犀，在瓤中成列。霜后取之，其

肉可煮为茹，可蜜为果。其子仁亦可食。盖兼

蔬、果之用。”

南瓜越老皮越黄，冬瓜却是越老皮越硬，不

过，身披一袭绿衣的冬瓜，看似坚固如铁的表皮

下面，却隐藏着一颗白净柔嫩清心寡欲的素净

之心。也正是这种可贵的淡然之气，让冬瓜成

为菜蔬中名副其实的“百搭品”，可以和山珍海

味同锅烹调，成就一道价格不菲的珍馐美味；亦

可与乡间野蔬一起熬煮，变身农家餐桌的风味

小菜；哪怕是孑然一身，单独成菜，也能成就一

道清清淡淡的平民佳肴。难怪清代美食家袁子

才在《随园食单》里寥寥几句，把冬瓜“可荤可

素”的品格，夸成了一朵花：“可荤可素者，蘑菇、

鲜笋、冬瓜是也。冬瓜之用最多。拌燕窝、鱼

肉、鳗、鳝、火腿皆可。”

冬瓜个头大，很耐吃，切开久了不新鲜，容

易坏。旧时乡间，哪户人家路过菜园，摘下一个

硕大的冬瓜，回去后往往要切成一个个环状的

冬瓜圈，给东邻送一个，给西舍送一个。和四邻

分食，是乡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习俗，见证着邻里

守望相助的淳朴民风。幼时在乡间生活，我对

冬瓜并不待见，农家炒菜很少放油，盐也不多，

炒出来的冬瓜片，看上去很像肥肉块，吃到嘴里

却寡淡无味，和孩童们心心念念的咸香饭食，实

在是相差甚远。

从夏走到秋，一地泼实实的冬瓜参与了农

家生活，感知了人间冷暖。过去，庄户人家或大

或小都有一块菜园，种些冬瓜倭瓜、萝卜白菜，

留够自用，余下卖掉，换些零钱，补贴日用。不

过，卖冬瓜，不像西瓜、黄瓜那样，或前往集市，

支摊售卖，或走村穿巷，沿街叫卖。冬瓜是大家

伙，身量重，若是零敲碎打，卖不了几个钱，还尽

耽误功夫。农家卖冬瓜大都是整车拉，要么套

上牛车，要么拉架子车。买方多是学校、厂矿之

类的大食堂，人多，需求量大，虽说价钱不高，却

省事，操心少。

冬瓜之味

梁永刚

紫禁城古建筑的主要特点之一，即核心

承重构件如立柱、檩枋、斗拱、梁架均为木材

制作，砖砌的墙体仅起围护作用。木材的易

燃性使得紫禁城古建筑在历史上多次发生

火患，而聪明的古代工匠在长期的工程经验

中总结出了一种防火建筑——石头房。石

头房采用不易燃烧的石材代替建筑中的木

质构件部分，建筑的外观则与其它建筑无

异。在古建筑领域，每四根立柱围成的空间

称作“一间房”。紫禁城里的石头房一般有

两种做法形式：一种是一座建筑中的某个单

独房间做成石头房形式，以防止火势蔓延危

及其它房间；另一种即整座建筑采用砖石砌

筑而成，以产生整体隔火效果。

对于单间石头房而言，其做法特点为：

在一座房间数量较多的建筑中，选取特定的

房间进行隔火设计，即该房间墙体之上的构

件外观与其它建筑无异，但材料却是用的石

材。后三宫即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两

侧有四间房即为此做法。这四间房分别位

于凤彩门、龙光门、增瑞门、永祥门四座门廊

的南侧。每间房的北墙即为门廊的南墙，且

南北向长约 1.6 米，东西宽约 7.7 米，建筑做

法完全一样。网上有传言认为这四间石头

房分别位于“凤彩门、龙光门、基化门、端则

门”南侧，笔者经过现场调查、实测，发现该

说法并不正确。

以凤彩门南侧的石头房为例来具体说

明建筑做法。勘查发现，这间石头房可谓

“实心房”，因为其四面均为墙体，墙体内部

则填满碎砖。墙体之上的外部用石材雕刻

出柱头、梁头、斗拱等木构件的形状，并饰以

油漆彩画，使之外观与其它房间完全一样，

墙体正上方则用砖砌筑成拱高约 1.5米的圆

拱砖券（其它房间是木质梁架做法），砖券之

上的屋顶做法又与其它房间相同，使得整座

建筑的瓦顶呈现统一的外观样式。由于整

间房并无木材，因而不易着火。另外，在长

时间自然因素的作用下，部分构件表面的漆

皮掉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暴露的石材。

分析认为，上述石头房的建造与清嘉庆

二年（1797）后三宫之乾清宫、交泰殿火灾密

切相关。坤宁宫之所以免于火灾，主要原因

在于当时为初冬时期，虽然有大风，但风向为

西北风。另外在火灾前，乾清宫有木质斜廊

直接通向凤彩门、龙光门，坤宁宫也有木质斜

廊直接通向增瑞门、永祥门，上述木质斜廊是

后三宫火灾沿着东西向蔓延的主要原因。火

灾后的复建工程中，在上述位置的南侧增设

石头防火房，有利于避免类似问题。

建筑整体为石头房的典型代表是皇史

宬正殿。皇史宬正殿位于紫禁城东华门以南

约 500米处、今南池子大街 136号，建于明嘉

靖十五年（1536），是紫禁城建筑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防火角度来讲，皇史宬正殿的整

座建筑全部采用了防火材料。其中，建筑的

底部为石质的基座，基座之上为砖砌的墙体，

而墙体之上外露的立柱、檩枋、斗拱、望板、椽

子、匾额等构件全部由石材雕刻而成，且外表

饰以彩画，与普通宫殿建筑木质构件外观无

异，很难发现这些均为石材制作。此外，建筑

南墙上开设了五座券洞，每座券洞的大门均

由石材制作；建筑的东墙和西墙正中各开设

了一扇窗户，窗户的窗框与菱花纹亦是由石

材雕刻而成。由此可知，整座建筑就是一座

“砖石”房，建筑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着火的。

皇史宬正殿的建筑设计也有利于隔

火。建筑坐落在 1.5 米高的石质基座之上，

上部外露出的柱架给人感觉是面宽九间、进

深五间的表象，而殿内实际仅为一个大通

间，既没有柱，也没有梁。殿内的四周是平

均厚度约为 5米的砖墙，可产生很好的隔火

（热）效果；殿内的顶部为砖砌的圆拱，可阻

隔顶部传来的火势；殿内地面之上为 1.4 米

高石台，石台之上为 150 余个金匮（柜），匮

内存放的正是皇家档案。金匮为鎏金雕龙

铜皮包樟木芯做法，闭合后可对档案进行防

火保护。这种石头房的建筑整体做法，使得

皇史宬自建成至今的 484年里，从未遭受过

火患。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靠它，皇史宬484年未遭火灾

周 乾

米面的麦香气，滋啦滋啦的油响，咕嘟

咕嘟的汤泡声……食物带着各种信号，遇见

人们的耳、眼、鼻，勾起味蕾和肚腹的欲望。

无论成人还是孩子，好像谁都抗拒不了吃的

诱惑。当食物驱走饥饿，人们会获得饱饱的

满足感；当品尝到食物带来的美好滋味，人

们会获得愉悦的情绪。食物和人体、人类活

动建立起的紧密联系，每天都在发生。居家

疫情防控期间，一个个家庭厨房成为一个个

风味美食基地。人们不单单研究怎么吃出

花样、吃得可口，更关注如何吃得健康，而这

也正是俏皮有趣的波兰食物主题科普图画

书——《健康小吃货》所要传达给孩子们的。

《健康小吃货》是一本针对 5—9 岁孩

子、严谨又有趣的科普图画书，它由一个有

着灰色卷发的健康大厨，为孩子们组织起一

场纸上的食物嘉年华，将食物作为媒介给孩

子送去有关身边事物的百科教育。这本图

画书别出新意地集纳了 45 个食物主题，用

一张张跨页场景大图跟孩子们展示有色彩

的食物、有声音的食物、有气味的食物等。

在清雅的色彩和简洁的图文之间，它打破纸

质图书的平面阅读体验，而尽可能地调动人

体的多种感官，给孩子叠加多重感受。

在非虚构类图画书中，以职业启蒙、传

统文化认知、地理通识等为主题内容的图画

书多得让家长几乎不知该如何选择，只跟孩

子说说吃的那些事儿，似乎主题有点儿太

“软”。而且当家长们还在为孩子不吃饭或吃

太多而苦恼的时候，跟孩子讨论怎样才是健

康的吃，是不是超前了？虽然过去“吃货”不

是一个具有褒扬意义的名词，但随着社会生

活的发展，在今时的语境里，它已然脱去大半

的贬抑色彩，而多了些戏称和嗔怪意味，特别

是用在孩子身上。从孩子的口唇期开始，他

们就在用小嘴认识未知而新鲜的世界，展现

着如科学家般的探索精神，对吃更是着迷。

吃就是这样一件可以让人和外部世界发生联

系、看似稀松平常却布满门道的一桩事儿。

从生活中来，又带领孩子更好地生活。

这是所有像《健康小吃货》一样主打教育功

能的知识图画书所追求的。一本以普及科

学生活观念为目的的大容量知识图画书，怎

样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首先，《健康

小吃货》打破科普、知识这类标签所带来的

疏离，通过餐桌、厨房、超市等一个一个可触

可感的场景来营造亲近感；同时，从一个对

美味有着执着追求的幽默厨师的视角来组

织内容，上天入地下海，挥洒幻想，代入感十

分强劲。其次，《健康小吃货》采用了化整为

零与串联的方式，让开放性、探索性成为其

重要特质。从低龄段孩子的认知水平和阅

读喜好出发，对具体知识点进行碎片式处理

是知识图画书的通行做法。《健康小吃货》打

破壁垒，构建起一张无边的网，在这张网里

许多事物被联系起来，植物与动物、化学与

生物、气味与自然得以无违和感地跨界，文

后更是通过 10份健康美味的自制食谱和图

文并茂的步骤，告诉孩子们——人们可以用

手和不同的烹煮方法来改变自然。对自然

和生命的好奇与热爱，不正是支持孩子去求

索的重要因素吗？

科学从来就不是冰冷孤高的，而是真

实地填满了火热的生活。炊烟里的滋味，

有万物有生命，它连接起个体和世界，再

回归自我，去成就一个个更好更健康的个

体。当大人们还在为怎样培养孩子的科学

素养而思索时，《健康小吃货》已经为孩子

们轻松地推开科学这扇门了。

画给孩子们的食之趣

周亚丽

美国医生萨拉·约瑟芬·贝克（Sara

Josephine Baker ，1873—1945）是为公共

卫生与儿童福利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先驱

人物。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传染病对美

国人民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即使在纽约

和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卫生状况也很

糟：大街上正在腐烂的尸体无人处理，未

经高温消毒的牛奶敞着瓶口卖。痢疾、

天花和伤寒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儿童的死

亡。纽约市全部死者中，有三分之一是

不足 1 岁的婴儿。在曼哈顿区内一个号

称“地狱厨房”的地区，1902 年夏天每周

有 1500 名婴儿死亡。那时，人们完全不

知道预防医学是怎么回事。为改变这个

恐怖的状况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之一是

女医生贝克。那时，女医生占医生总数

的比例还不到 1%。

贝克原先并未打算学医。16 岁时，

她在纽约州波基浦西市就读于女校，打

算考入著名的瓦萨学院。不幸的是，她

父亲患伤寒热去世。为了帮衬母亲，减

少家庭支出负担，她决定到纽约妇幼保

健院的女子医学院去学医，这是她所知

道的唯一招收女生的学校。

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去波士顿的新

英格兰妇幼医院实习，同时也在一处贫

民窟出门诊。在这些地方，她亲眼目睹

了医学服务水平是多么糟糕。

1901 年，她进入纽约市卫生局就职，

开始了自己的公共卫生职业生涯。她在

卫生局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医学检查

官，给公立学校的孩子做体检。若发现

哪个孩子得病了，她可以打发病孩回家，

以免传染其他孩子。

她的相关工作促使纽约市政府在全

市设立了学校护士计划，该计划很成功，

学生的头虱症和沙眼的发病率几乎降为

零，而原先这两种病很普遍。1907年，贝

克成为纽约市卫生专员的助理。

纽约市好几项史无前例的预防医学

和公共卫生计划，都是在贝克的协助下

建立起来的。比如，1908年夏天，贝克给

30 位护士安排了一项任务，让她们寻访

新生儿的家庭，指导产妇科学地照护婴

儿。结果，与 1907 年夏季的统计数据相

比，纽约市 1908 年夏季的婴儿死亡减少

了 1200 例。不久，纽约市卫生局成立了

儿童卫生处（后来升格为儿童健康局），

任命贝克为处长。

贝克的功劳数不胜数，下面仅仅是

几个例子：如经过长期的努力，市政府终

于同意给民间接生婆发放执照并给以指

导，而不是简单化地禁止她们营业；研制

了一种简单易用的滴液器，用以给新生

儿的眼睛滴硝酸银滴眼剂，以防止淋菌

性眼炎，因为这种炎症可能致盲；研制了

一种新的奶制品配方；成立了“小妈妈联

盟”，教导八九岁的小女孩在母亲外出工

作时如何照料弟弟妹妹。不过，此举也

引起了一些争议。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贝克做这些事要

顶住多大压力，克服多少困难。例如，儿

童卫生局刚成立时，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

30位医生联名给纽约市长写信，要求撤销

这个机构，信上说：“把婴儿照料得那么

好，那我们医生怎么挣钱啊？”贝克坚定地

对市长说，这封信其实相当于对儿童卫生

局的表扬，某些旧规矩该破的就得破。

贝克的另一项壮举是在 1907年间参

与了追踪“伤寒玛丽”。女厨子玛丽带有

伤寒病毒，她自己平安无事，但她服务过

的家庭中很多人都得了伤寒，于是她成了

怀疑对象。每次医生要取她的血样化验

时，她都暴力抵抗。贝克奉命去找玛丽的

头一回，玛丽当着贝克的面把门砰地关

死，不让贝克进门。第二天，贝克带了几

位警察再次上门，玛丽开门后发现来人是

取血样的，又想把门关死，一名警察伸进

来一只脚，门关不上了，玛丽就飞奔进屋，

不见踪影。后来，贝克发现房屋后窗外雪

地上的脚印和架在篱笆墙下的椅子，就到

隔壁邻居家搜查，才找到了玛丽。玛丽仍

坚决不配合，有关方面只好对她采取了强

制措施，才取到了血样。一培养，大量伤

寒杆菌赫然在目，这才找到了病源。

有时候，社会歧视比医学挑战还要

严峻。当贝克被任命为儿童卫生处处长

时，曾经与贝克同时担任过医学检查官

的 6位男士都提出辞职，他们觉得在女性

领导下工作是奇耻大辱。贝克对他们

说，你们干 1 个月试试，看看我是什么样

的人。结果，那 6 位都一直长期干了下

去。1919 年，一些人接受不了女性担任

儿童卫生局局长这一事实，想方设法要

把贝克拽下来。但是，当地的媒体和很

多母亲游行示威，反对将贝克解职。

了不起的萨拉·约瑟芬·贝克，永远

受到民众的敬仰。

（图片来源：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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