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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家庭教育之窗

就算本地人，发音也会走调跑偏

“爱人好，家己好。爱人歹，家己歹——”在闽
南方言文学课上，退休的“老漳州”搭着老花镜，眯
着眼，诵读着闽南谚语。

在闽南方言文学课上，闽南师范大学退休教
授张嘉星编撰了《闽南方言文学》课本，从闽南方
言语音、字与词开始，在闽南方言文学语汇、韵文、
散文等方面，娓娓细述闽南童谣、谚语、谜语和民
间故事等闽南文化的前世今生。

在课堂上，她抛出了一个问题：“食是‘三战吕
布’，做准‘桃花搭渡’，这句谚语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些人吃饭的时候，筷子像《三国演义》
‘三战吕布’桥段中，上阵磕搭的飞枪一样麻利。”新
华书店退休职员庄秉谦起身用双手手指作势演绎。

“现在有些年轻人，上班干活好像‘桃花搭渡’
一样拖拖拉拉，下班却像‘三战吕布’那样跑得飞
快。”退休教师陈阿全补充道，引来一阵笑声。

陈阿全是班级里的“模范好学生”。他扶了扶
老花镜，在课本上细细密密写满了笔记。作为地
道的漳州人，他从最基本的闽南语语音语调开始
学说和练，茶余饭后也会翻开书来复习几遍。“学
习后才发现，就算是本地人，在闽南语发音上也存
在走调和跑偏的情况。”令陈阿全一声叹息的是，
如今青年一辈中，平时愿意用闽南语交流的人越来
越少，更不用说把闽南语传承给下一代。“很多年轻
人已经说不好母语了，甚至只会听不会说。希望来
这里学习后，再把地道的闽南语传承给儿孙辈。”

谁能不被闽南童谣打动呢？

退休银行职员黄丽琼至今还记得，童年夏日
的午后，雷鸣声声，乌云滔滔，她和几个小孩围坐
一起，边拍手边念：“天乌乌，欲落雨，鲫仔鱼，欲娶
某……”几十余年后，歌谣的曲调仍盈盈在耳，每
每吟唱起，儿时的记忆就会浮现在眼前。

谁能不被一首纯真的童谣打动呢？
黄丽琼是班级的“老资格”，跟随张嘉星学习闽

南方言文学已有近七年时间，单是这本《闽南方言
文学》她就翻阅了不下五遍，“都说有‘七年之痒’，
可是我越学越带劲。”支持黄丽琼退休后仍孜孜不
倦学习的动力，是对博大精深的闽南文化强烈的
好奇。“来学习后才知道，每一个闽南歌谣、谚语背

后都深藏着一段民间历史故事，蕴含着老祖宗深
厚的人生哲学。”

当方言与诗词结合，咿呀一句，融合着闽南地
域特色的情感和韵味，像喷薄而出的泉水，鲜活地
涌出来。

在现场，黄丽琼即兴表演了一段闽南语吟诵
版的《春晓》。婉转动听的曲调回荡，古早味唱词
流贯而出，荡开了闽南人活色生香的诗意世界。

张嘉星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闽南地
区塾学、书院和新式学校的汉语教学仍以闽南话
为主。并且在闽南语教学中，尤重读书音。“随着
岁月变迁，闽南语古典诗文诵读退出了学校的常
规语文教育教学系统。如今，会用古典诗文吟诵
的闽南人越来越少。”为了传承闽南文化人的读书
传统，她将数篇古诗文编入了教材。

探访乡野，留存闽南童谣、谚语“孤本”

岁月流沙，闽南歌谣或许会隐入烟尘，变成记
忆的光点。然而只要俯下身去，就不难发现个中
草绳灰线。

张嘉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龙海歌谣《好风愿
送到西洋歌》，乍看时代不明，然而与明代航海针
路书《顺风相送》中的《航海船歌》对读，就可发现
前者实为后者的残篇，表明前者也是明代歌谣。

为了将更多闽南童谣、谚语和民间故事存留
下来，传承给更多后辈，张嘉星曾在闽南师范大学

开设《闽南方言文学鉴赏》，讲台上一站就是14年。
退休后，又先后在漳州开放大学和漳州市老年大学
授课7年，学员从5人逐渐增长至20余人。

闽南方言拾遗，是一辈辈“老漳州”轻扫岁月
浮土，求索文化遗存的执着。多年来，张嘉星带着
已经退休的学员走村入户，开展田野调查。他们
寻访各地，探访八九十岁的老漳州人，从他们只言
片语的细述和一字一句的吟诵中，抠下尚存未记
录的闽南谚语和童谣，也让这本《闽南方言文学》
的课程内容日渐丰厚。但令张嘉星感到遗憾的
是，至今仍然有很多闽南童谣在他们记录下来之
前，就消逝了。

同时，她也酌收部分学员的母语创作作品、本
地区新近流传的、以旧童谣改写新童谣的优秀作
品和几篇她仿写、改编作品，不断完善课程。如
今，班级学员也成为闽南童谣谚语传习中的“老字
辈”，常常进社区、上舞台表演闽南方言节目，将闽
南童谣谚语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就算老了也要把闽南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不能在
我们手中弄丢了。”陈阿全这一句，掷地有声。

张嘉星说：“希望通过生动、活泼、诙谐的方言
词汇，地道、乡土、优美的闽南文学作品，吸引闽南
籍民众对母语的关爱，唤醒大众母语文化记忆，将
祖先遗留下来的‘贵参参’（闽南语，意珍贵）语言
文学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宝珍珍，惜命命’（闽南
语，意珍爱），坚定不移传承下去。”

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闽南谚语”“闽南童谣”进入漳州开放大学《闽南方言文学》课堂——

“老漳州”学闽南话
☉本报记者 陈慧慧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双方难免因为教育观念、生活
细节等多个方面产生一些分歧，附带一些拌嘴，时不时
还会上升到争吵、冷战等家庭冲突。那么，面对父母双
方的争吵，孩子们心理状态如何？孩子又该如何做呢？

父母吵架，孩子无辜“波及”

“又出去喝酒喝得那么晚才回来，每次回来醉醺醺
臭烘烘的，真是烦死了。”“我乐意，如果不是孩子成绩
不好，我工作压力又大，我至于借酒消愁吗？”龙文区就
读初中的小王同学最近很烦恼，明明是父母之间的争
吵，结果吵着吵着，父母总是把矛头调转，指向自己。

“我知道我成绩还达不到父母的标准，但是也不要
总拿我考得不好来说事啊。凭什么他们吵架，我一个
孩子还要遭罪！”小王向记者倾诉道。小王还透露，有
时候自己被说得多了，甚至还会对父母产生厌烦情绪，
甚至还会回嘴，一次父母吵架到最后就变成了全家一
起吵架。

在生活中，有一种安全感常被人忽略，叫做“情绪
安全感”。在家中，孩子的“情绪安全感”来源于父母关
系，孩子旁观或者参与父母冲突都会对孩子的“情绪安
全感”产生影响。如果在争吵过程中，对孩子产生负面
评价，那很容易导致孩子的“情绪安全感”缺失，进而对
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父母出现教育理念不合，也绝不可在吵架中拿孩
子说事。”在跟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之后，心理老师给
小王的建议是要懂得设定自我边界。“所谓的设定自我
边界便是你的事归你，我的事归我。说白了就是父母
吵他们的，如果他们将矛头转向孩子，孩子就跟他们划
清界限，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矛盾隔离在孩子之外。”

做父母的“调和官”

也有孩子在父母吵架时表现得很理性，把自己置
身事外，并会通过一些“妙招”化解。

碰到父母吵架，芗城区小林同学则选择旁观，“碰
到爸爸妈妈吵架，我就是家里的‘小太阳’。这个时候，
一般我会先等他们冷静下来再说，我知道爸爸妈妈不会
从吵架变成大打出手。”面对父母吵架，小林反倒是显得
很冷静。

看到时机成熟，小林会跑到父母面前撒娇卖萌。在看到孩子
纯真的笑脸后，父母逐渐冷静下来，小林趁机问清吵架原因。当然
面对父母双方都怒不可遏，自己没法劝解时，小林也还有第二个计
划。“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吵起来了，你们快过来劝劝啊！”面对劝不
住的架，小林就会选择打出一通电话，寻求亲友帮助，一般情况下
都是找爷爷奶奶，有时候也会找跟父母关系较好的叔叔阿姨。“这
个办法是逼不得已，但如果家庭内部有矛盾，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
处理最好。”小林告诉记者。

为自己设置好边界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家长在吵架之后，会拉拢孩子成为
“盟友”，希望孩子能够站在自己这边。“爸爸本来这次的事情就不占
理，居然还大声凶我！”“你妈吵架的时候太爱强词夺理了，声音又特
别大，你可别向她学啊。”

心理专家表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都是他们最亲近的人，当父母
敌对状态的时候，孩子是非常无措的。尤其是这时候，他还被拉进“战
场”，必须得选择一方作为阵营，那么对他的伤害更是不可估量的。

“先照顾好自己。”芗城第二实验小学心理老师黄丽宽老师说：
“首先，孩子应该要懂得为自己设置好边界，避免卷入父母的吵架事
件中，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孩子也要懂得表达自己的感
受，可以找机会跟父母进行沟通，相信父母都是爱你的，他们了解了
你的感受和需要后，能够调整自己的言行。”

与黄丽宽老师一样，漳州五中心理老师刘毓老师也建议：“面对
父母吵架，孩子首先应该做到不要过于担心，客观看待父母吵架，父
母双方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时只是在争吵中发泄情绪，有时也是在吵
架过程中进行沟通，甚至有些父母吵架也是一种相处方式。如果父
母吵得很凶，无法忍受的孩子也可以大喊一声让他们发现你的存在，
了解你的感受并让他们停不下来。如果无法制止，就不要强行介入，
应该在做好自我保护的同时求助于外部力量。”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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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容易造成孩子童年心理阴影。 严 洁 绘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为助力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漳州开放大学历时两年，打造国家
级“智慧助老”教育培训项目——“智慧生活你
我他”，该项目于近日正式启动。

据悉，该项目通过“校内+校外”“互联网+
智慧助老”方式进行培训。课程包括《手机短
视频剪辑入门》《老年人智能手机应用指南》

《智能手机常见功能及APP操作教学》等九门
实用课程，其中四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优质课程

资源。从本月开始，项目课程每周四上午9点
将在福建终身教育微信平台上线，届时老年朋
友可前往观看学习。

据悉，“智慧生活你我他”系列培训项
目旨在助力老年人提升运用智能技术能
力，帮助老年人更好适应并融入信息社会，
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智能化生活服务带来的
便利，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文 池雨萱 图）日前，漳州
职业技术学院文创作品展暨2023届艺术类专业毕业
设计展开展。在这里，底蕴深厚的闽南文化，在历史
的厚重感与新时代年轻态中寻求碰撞与交融，“摇身
一变”以创意无限的文创作品走进大家视野。

活动现场，200多名广告设计与制作、艺术设计
专业学生在19名老师的指导下，融合多样文化元素，
设计出了富有创意、灵动精巧的70余套，1400多件文
创作品，展现了学生对漳州深厚历史文化的无限畅
想，交出一份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

当老虎“遇见”芗剧，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惊喜？文
创作品《厝边大戏》，“虎虎生风”的卡通形象融合了芗
剧戏曲文化元素，设计出打扮成丑角、生角、旦角、净
角的“萌虎”，收获了一众学生围观。这些活泼明亮的
卡通形象被熨贴在了红包袋、帆布包、福袋、抱枕和书
签等生活用品上。同学们纷纷拍照“打卡”，并表示：

“这个可以量产吗？”“想要拥有！”
据设计团队介绍，因为“虎”和“福”发音相近，

有着“虎虎生威，福虎生旺”的美好寓意，因此选择
老虎作为卡通形象进行设计。同时，文创作品融合
了闽南芗剧元素，可以让更多人感受闽南文化艺术
魅力。

文创作品《窑跨古今》，以漳州源远流长的陶瓷文
化为脉络，以漳州窑历史文化为基底，浓墨重彩地在
瓷盘上上演了海上丝绸之路等久远历史故事，吸引了
不少同学驻足欣赏。“这种感觉太奇妙了！那些遥远
的历史故事好像贴近了生活，有了温度。”前来观展的
该校学生小黄说道。

此外，现场还有技能大师工作室成果展，展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漳州棉花画、漳浦剪纸及微雕作品等。

题图：活动现场1400多件文创作品吸引学生驻
足观看

父母吵架伤害孩子的形式往往是隐蔽的，引发的问题是滞
后的。孩子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逐渐变得不自信，内向抑郁，
疏远同学，甚至家庭观念淡漠或者遇事容易情绪失控。但如果
夫妻双方都很生气，不小心在孩子面前吵架，如何及时补救？

首先，告诉孩子，父母不是因为他而生气。吵架结束后，发
现孩子被无辜波及，家长一定要进行补救，让孩子知道，刚才的
争吵是父母的一时冲动，与他们无关。同时，请孩子原谅父母的
一时冲动，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是自己没有控制好，并告诉
孩子，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其次，告诉孩子，父母依然爱他。即使双方胃里的“气”还没有
完全消化，也要暂时让自己冷静下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用肢体
语言，比如拥抱、亲吻，来传达你对孩子的爱，同时也可以向孩子保
证，就算父母吵架，也不会抛弃他，让孩子安心，给孩子安全感。

最后，告诉孩子吵架的原因。告诉孩子大人吵架的原因，不
过家长切记只说事情，不抱怨，让孩子知道父母吵架只是因理念
不同，或者因为某一件事情处理方法不一样等原因，消除孩子的
疑虑。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整理

不小心在孩子面前吵架，
如何及时补救？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漳州开放大学的《闽南方言文学》课堂，闽南师大退休教师张嘉星教授闽南方言。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摄

延伸☞
国家级“智慧助老”教育培训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近日，
在厦门大学嘉庚 学 院 北 区 风 雨
球 馆 和 南 区 食 堂 前 ，开 展 了 一
场 主 题 为“ 热 血 征 途 ，扬 帆 起
航”的无偿献血活动，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的莘莘学子以青春热
血 发 扬 志 愿 精 神 ，为 血 站 建 设
贡献绵薄之力。

现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的大
学生们热情高涨，前来献血的同学
排起长队，在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和
现场志愿者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地
进行报名填表、征询筛查、体检化
验和血液采集。短短两天时间，共
有 323 名学生成功献血，献血量共
计 85850 毫升。献血成功后，献血
的师生均在现场领到了无偿献血
证，不少同学在朋友圈中晒出自己
的“领证”时刻。

“参加这样的活动有助人为
乐的感觉。”在献血后，国际商务
学 院 2020 级 学 子 曹 艺 芯 感 叹
道。热心公益的她一直有献血
的想法，“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

323名学子
无偿献血

老漳州也要学闽南方言？您
别说，在漳州开放大学的《闽南方
言文学》课堂上，还真吸引了不少
退休的地道漳州人来学习。

20多位“老漳州”围坐教室，
他们当中有退休的教师、银行职
员、公职人员等。大伙都是漳州
本地人，大多操持着一口流利的
闽南话，还没上课，此起彼落的闽
南话如大珠小珠散落一地，课堂
变得特别“热乎”。

当然，这门课不仅学说闽南
话这么简单。在场的“老漳州”说
起闽南文化“古早”的特点，还能
了解一二。但提到闽南语的文学

“属性”，大多数人还是支支吾吾
答不上来。

传统文化也能这么传统文化也能这么““潮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