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热评

幼儿传统文化教育

应注重体验和养成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目前，

我国幼儿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明

显的发展与成效。 但是由于众多

历史与现实原因， 我国幼儿传统

文化教育在开展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 严重制约着幼儿传统

文化教育走向深入。 如何针对这

个症结找到解决的良方， 需要正

视和解决如下几大发展性难题。

正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

间的症结。 长期以来， 在幼儿传

统文化教育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就是截然分离和分开的两个部

分。 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

是传统文化教育完全成为一种对

传统文化等的认识和了解， 传统

文化教育完全沦为一种认知增

长。 这种认识割裂了文化本身的

内在逻辑， 无论对于幼儿感知与

理解， 还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旨归

都相去甚远。

正视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

之间的症结。 从上世纪末以来，

在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无论

是在理论界， 还是在幼儿园实践

领域均获得了普遍认同。 但是却

并没有获得广大家长的充分认可

和接受。 在很多家长眼中， 幼儿

学习外语、 乐器、 画画等比接受

传统文化教育重要得多。 如果家

长不能充分地理解和认可， 家庭

和幼儿园不能形成良好的合作共

育氛围， 幼儿传统文化教育很难

获得应有成效和意义。

正视商业化模式和教育性保

障之间的症结。 上世纪末 “国学

热” 的兴起主要是商业机构的推

动 。 目前这一状况虽然有所改

善， 但是并没有根本性改观。 价

格合理、 科学、 系统的幼儿传统

文化教育课程和活动体系并未形

成。 当前， 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

教育所需的读物、 动画、 漫画的

购置， 参加培训， 活动组织等基

本上都需要商业机构通过市场化

的方式供给。 这种状况会导致商

业机构或者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

决定了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的质

量和水平， 教育性难以得到充分

的保障。

正视传统文化教育与幼儿园

已有活动与课程体系之间的症

结。 长期以来， 很多幼儿园都是

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园本课程或

者一种特色活动开展的。 幼儿园

传统文化教育和已有的幼儿园活

动与课程体系到底应该如何统一

一直是摆在幼儿园面前的一个难

题， 当前还没有幼儿园将两者很

好融合的普遍模式和一般性实施

方案， 这限制着传统文化教育在

幼儿园中的开展和深化。

抓住长期以来幼儿传统文化

教育各种症结的根源， 各方共同

努力， 形成推进幼儿传统文化教

育的合力， 是推进其健康、 快速

发展的根本之策。

开展幼儿传统文化教育应注

重体验和养成， 着力推进和已有

的课程体系的融合。 幼儿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点并不在于幼儿掌握

传统知识， 也不在于幼儿生活方

式和技能等的学习， 而是通过幼

儿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感知、 体验

体会等， 进而能够增进理解， 深

化认同。 因此， 将传统的游戏、

故事、 儿歌、 礼仪、 习俗、 观念

等融入现有课程体系， 将传统文

化教育的内容和已有的课程进行

整合是当前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

教育的重要工作。

（据《中国教育报》）

由朱德、 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 在党史和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作为湘南起义中后期的指挥

中心和主战场， 耒阳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最近一期的国学讲座上， 市委党校讲师王国

炜为大家讲述了这起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伟大事件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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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 秋收起

义、广州起义三大武装起义之后，对我

军创建具有深远影响的又一次武装起

义。 它从

1928

年

1

月

12

日宜章年关

暴动揭开序幕，到同年

4

月底，朱德、

陈毅率领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共

1

万多人转至井冈山， 同毛泽东领导的

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时间长达

3

个多月。

其中， 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坐镇耒阳，以耒阳为湘南起义指挥中心，坚

持斗争

40

多天。 耒阳

20

多万人民投身革

命洪流，用鲜血和生命为朱德率部跳出敌

人的包围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打开了

向井冈山转移的唯一战略通道， 实现

“朱毛”伟大会师。 近日，市委党校讲师

王国炜做客国学讲座， 为大家讲述了

这起中国革命发展史上伟大事件的背

景、经过以及历史意义。

耒阳是湘南起义中后期的

指挥中心

作为湘南起义中后期的指挥中心

和主战场， 耒阳是湘南各县党群工作

基础最好的地方。

作为湘南起义中心， 耒阳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

一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湘南地区

一半是丘陵，一半是山区，南接粤北，

东邻赣南，是南北交通要塞，历来为兵

家必争之地。 耒阳历史悠久，沉淀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 滋养着独特的人文性

格，形成耒阳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

创新精神，坚韧、执著，一往无前、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苦干、实干、巧干、不畏

艰难的奋斗精神，霸蛮、认真、不服输、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二是牢固的革命基础。

1917

年

10

月，俄

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 以贺

恕和蒋啸青为代表的耒阳籍知识分子奋起探

索“救国救民”道路，组织 “沙子会 ”和 “心

社”，发行进步书刊，宣传新思想。 贺恕和

蒋啸青都是湘南学联的骨干， 在他们的

宣传和影响下， 马克思主义在耒阳旅衡

学生中广泛传播。 紧接着，中共耒阳支部

和中共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使得

广大农民、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工

会，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截至

1927

年

5

月，全县已建立区农会组织

37

个，

乡农会组织

352

个，会员

16

万多人，可直接

发动的群众

30

多万人。

三是缜密的部署。

1927

年

7

月，中共

中央就酝酿发动湘南起义， 作为湘鄂粤

赣四省秋收暴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七会议后，中央进一步部署了湘、鄂、

粤、赣秋收起义，训令湘鄂粤赣四省立即

发动秋收起义， 并重申了由毛泽东、郭

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委，以毛泽

东为书记， 领导湘南起义。 同年

12

月

6

日， 根据湘南特委对湘南武装暴动作出

的具体部署， 邓宗海率耒阳县委游击队

向敌人发起猛烈反攻，割断电话线、袭击

乡公所、开仓济贫、惩治土豪劣绅，并在

常宁水口山工人武装的支援下攻克耒阳

县城的一部分。

1928

年

2

月

6

日宣告成

立耒阳苏维埃政府， 耒阳是唯一没有在

正规部队的帮助下， 靠自身力量建立的

湘南地区最早的苏区县之一。

耒阳是朱德转移井冈山的决策地

1928

年

1

月

22

日， 朱德化名王楷，

与陈毅率部打着国民党军第

60

军第

140

团的旗号进入宜章县城， 拉开了整个湘

南起义的序幕。 随即，朱德、陈毅将部队

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并在广东坪

石一带打败了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

许克祥师。

工农革命军打败许克祥和建立宜章

苏维埃政府的消息很快传遍湘南。

耒阳地处湘粤大道要冲， 消息很灵

通。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叠获胜利的消息

迅速传到了耒阳， 耒阳城里原本就为数

不多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急忙北撤衡阳。

2

月

16

日凌晨，工农革命军占领了耒阳城

西南角的灶市街， 湘南起义总指挥部亦

随之迁到耒阳。

工农革命军在占领耒阳后，郴（县）、

永（兴）、桂（阳）等县的土豪劣绅，纷纷逃

到耒阳东北的新市街， 有些还拉起了武

装，负隅顽抗。

2

月

21

日，为了肃清这些

反动武装， 朱德派一个主力连配合耒阳

2000

多名农军，兵分五路，将新市街团团

围住。 此次新市街战斗，歼敌一百余人，

缴枪两百多支。

工农革命军在耒阳以南诸县发起的

湘南暴动， 对盘踞衡阳的桂系军队构成

了严重威胁。

2

月

24

日， 驻扎衡阳的桂系第十九

军军长胡宗铎派所部李宜煊师从衡阳出

发，分两路向耒阳进剿。 获悉敌情后，朱

德、 王尔琢于

2

月

26

日中午退出耒阳

城，当天下午，李宜煊师主力进占了耒阳

县城。 而李宜煊师的左翼部队也同步逼

近了耒阳城， 不过该部就没李宜煊师主

力那么幸运，在进至耒阳城东北

20

公里

处的敖山庙时， 被林彪率领的一营

2

连

和十三区农军伏击，猝然逃回衡阳。

为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和湘南

起义的力量，朱德、王尔琢与耒阳党政领

导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按照毛泽东委托

毛泽覃转达的意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向井冈山转移，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在朱德部队转移前后， 耒阳农军在

耒阳县委的领导下， 独立或配合朱德部

队， 连续向敌人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

战斗，牺牲上万人。

湘南起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

可以说，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

义， 在党史和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 它为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

供了范例，在建党、建军、建政、分配土地

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一是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提供了

实践经验， 实现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相

结合，实现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实

现武装斗争与建立政权相结合。当时，朱德到

了耒阳，号召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组建新兵

营，除第一师

1500

名战士之外，还有农军第

四师

2000

多人，农民赤卫队近万名，少年

先锋队近

2

万人， 总共有武装力量

3.5

万人，形成了全民皆兵的新格局。 此外，

湘南起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以土地革命

为中心任务，耒阳为此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

代表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

土豪、分田地、烧毁田契债券，颁布《关于土

地革命的告示》，并建立了当时最早地区

级政权———湘南苏维埃政府， 发行劳动

券，创办兵工厂等。

二是为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新局

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耒阳这个湘南起义

的主战场，牵制国民党的兵力

3

万多人，

使之无暇顾及井冈山， 为井冈山革命的

发展赢得了机会， 也大大增强了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当时，毛泽东领

导的部队只有

1000

多人，

1200

条枪，而

朱德部队却带去了

2000

多人的正规军、

8000

多人的农军，

3000

多条枪， 这些大

多数都是从耒阳带过去的。

三是为开拓军队建设新境界进行了

伟大探索。 首先，在湘南起义中，始终把

强化党团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作为军队建

设的重要工作；其次，加强党对军队的政

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强化军队的思

想政治工作；最后，强化军事训练，丰富

了战略战术思想。 如，在湘南起义中，朱

德提出了 “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

我猛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

四是为开启衡阳发展新征程积累了

精神财富。当年，湘南起义的革命先辈之

所以在革命处于低潮、 敌人十分强大的

情况下揭竿而起，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认定了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朱德、陈毅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中国革命实际出

发，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和胆略，实

行革命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转变， 最后夺

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可以说，湘

南起义的过程就是一次革命开拓的过

程，一次艰辛探索的过程，一次改革创新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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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

李芾：率兵抗元 以死报国

11

李芾 （？ —

1276

年）， 字叔章、 衡

阳人。 南宋末潭州 （今长沙） 守将， 英

勇抗元， 最后举家殉国。

李芾自幼聪颖， 勤奋好学， 十

九岁时， 以祖荫任南安司户， 历任

祁阳尉、 湘潭知县， 永州、 温州知

府等。 南宋末年朝廷昏庸， 吏治腐

败， 灾荒匪祸， 民不聊生。 李芾以

国计民生为己任， 早起晚睡， 勤政

爱民， 救灾均赋， 抑制豪强， 深得

百姓爱戴。

当元兵进逼南方时， 李芾被起

用为湖南提刑， 后又出任潭州知州

兼湖南安抚使 。 德佑元年 （

1275

年） 九月， 元兵已临潭州城下。 李

芾与诸将分地御敌， 城里的青壮年

也自动集队配合。 元兵攻城， 李芾

亲冒矢石， 督兵血战， 打退元军多

次进攻 。 十二月 ， 李芾军伤亡惨重 ，

粮尽矢绝， 终因与敌军众寡悬殊， 于

除夕之夜潭州城破。 李芾在熊湘阁吩

咐部将沈忠： “力尽城倾， 我分当死，

家人不能让敌人侮辱， 你先去杀我家

属 ， 再来杀我 。” 沈忠经不起严令强

迫 ， 只好将李芾的家人先用酒醉倒 ，

然后挥泪动刀。 沈忠事后哭着回报李

芾， 李芾正气凛然， 引颈就刀。 李芾

死后， 沈忠也举家自尽。

李芾坚贞不屈， 举家殉国， 南宋朝

廷追赠他为 “端明殿太学士”， 谥 “忠

节”。 李芾为官清廉， 其家除衣食必需

品外， 没有多余财产。 著作有 《虎邱书

院举规 》 《南岳衡山记一卷 》 流传于

世。

（本报记者翟瑜根据市志办提供的

资料整理）

梅溪先生 《文章诔 》

诗曰 ： “文章自古日月

尊， 著道开蒙起性真。 一

言了悟终身事， 数卷流传

万古情 。” 汤景麟先生的

《楚辞讲座》， 正是这样一

本著作。 读者通过它， 不

仅能对屈原的生平与思

想、 屈赋的幽眇精义有所

了解， 同时也能获得良好

的学术训练和精神陶冶 。

《楚辞讲座 》 既是一本走

进屈原和 《楚辞》 的最佳

普及读物， 也是一代学者

一生治学与从教心得的总

结与荟萃。 全书行文通俗

易懂， 浅者可据此对屈原

和 《楚辞》 获得基本的了

解， 深者可据此进而阅读

《屈赋新探》 等专业著作，

升堂入室， 窥探古典文学

之美！

《楚辞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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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