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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淡如，作家汪曾祺的父亲。他是夏
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又取名为菊
生。汪淡如，小名“三子”，作画时有时也题
别号：亚痴、灌园生……他在南京读过旧制
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
学堂。

汪淡如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校足球
队踢过后卫，还曾作为撑杆跳高选手，在江
苏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
曾在高邮天王寺外边驻军所设置的单杠上
表演过空中大回环两周。他练过武功，又急
公好义，路见不平时敢挺身而出。一次在小
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员以检查为名勒
索乘客钱财，他一旁看了怒火中烧，忍不住
出面斥责。那侦缉队员恼羞成怒，对他动手
动脚；他只一个巴掌，打得那人踉踉跄跄，从
船头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再也不
敢吱声，爬起来就溜走了，引得众人齐声叫
好。

汪淡如会骑马。南京马场有一匹烈马，
咬人，没人敢碰它，平常都用一截粗竹筒套
住它的嘴。他偷偷解开缰绳，一偏腿骑了上
去。一趟马道子跑下来，这马老实了。

汪淡如还会游泳，水性很好。
汪淡如还喜好乐器。他在南京读完旧

制中学后，回到了家乡高邮。他玩过一个时
期的乐器，还亲自去苏州一趟，买回来好多
乐器：笙、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
琴、扬琴，甚至还有唢呐。在汪淡如玩过的
许多乐器中，他最珍爱的是一箫一笛，笛声
圆润，箫声悠远。不论什么乐器，汪淡如听
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也就能学个七不离

八。
汪淡如年轻时还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画

画和刻图章。他画过一阵工笔花卉，又改画
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他刻图章，初学浙
派，清秀规矩。汪曾祺小说《岁寒三友》中写
的靳彝甫的三块田黄，实际上就是汪淡如的
三块图章。

汪淡如心灵手巧，思维敏捷，还会做各
种玩意儿。元宵节，他用通草为瓣，用画牡
丹的西洋红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
了蜡烛，比真花还妩媚动人。他用蝉翼笺染
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成一盏纺织娘灯。
清明节前，他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只蜈
蚣，是绢糊的。秋天，他把西瓜的瓜瓤掏空，
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西瓜
灯。

汪淡如最终以为人医眼疾为职业。
眼科是汪家祖传，他一旦以眼科为职业，
就刻苦钻研，医术颇精。有一个邻居家的
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
得像大红绸缎。汪淡如胸有成竹地安慰
孩子的父母说“不要紧”。他叮嘱孩子的
父亲到当地的渠塘边捉两只大田螺来，只
见他往田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
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
儿，田螺壳裂了，孩子的眼好了；汪曾祺
1981年回高邮时见到过这个人，已经成为
理发师了，这个人说一生再没有犯过眼
疾。民国20年（1931年），高邮发大水，大
街成了河，汪淡如每天蹚着齐胸的水出
去，冒着生命危险，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
孤村庄去为人治病。

汪淡如有一句名言：多年父子成兄
弟。他很少发脾气，从无疾言厉色；他喜欢
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被人称为

“孩子头”。他对子女的学业是关心的，但
不强求。汪曾祺的数学不好，他不责怪，只
要求能及格就行了。他对子女的教育是鼓
励的，欣赏的，引导的。汪曾祺的作文，时
得佳评，汪淡如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汪曾
祺小时字写得不错，是因为汪淡如给儿子
出主意，让儿子写“圭峰碑”和“多宝塔”的
缘故；后又建议儿子写“张猛龙”，以至于汪
曾祺不仅成为著名作家，还成为了人们非
常喜爱的书法家。汪曾祺在散文《多年父
子成兄弟》的结尾写道：“一个现代化的充
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
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
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
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
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的理想的模式塑造自
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悲；另
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
心。”汪曾祺能有如此的观点，无不受其父
亲汪淡如的影响。

汪淡如的为父之道，让新时代的父母深
受启发，特别是给当父亲的做出了榜样，作
出了示范。为父当有真才实学，不仅爱好体
育，锻炼身体，还要爱好艺术，琴棋书画均应
涉猎；为父当为人谦逊，和睦待人，要有良好
的品德，要有善良的品质；为父当钻研家庭
教育知识，了解子女，欣赏子女，引导子女，
鼓励子女，为子女作示范；为父当有“童心”，
与孩子为友，与孩子一起玩，带着孩子玩，当
好“孩子头”；为父当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教
育子女不做的，自身应先带头不做，并能够
严格地要求好自己。

愿天下的父亲，都能成为“汪淡如”式的
父亲，让自己的子女成长成人成才成功！

为父当学汪淡如
□ 市经济开发区教育中心校 全竹贵

识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
小学低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
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
容。识字教学因其量大，教学任务
重，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比较单
一，主要采取的手段就是让学生反
复地读与写。这样机械反复的教
学只会让学生一味地被动识字，加
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不仅识字
的效率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束
缚了学生思维的发展，不利于激发
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积极
性。同时，学生对汉字的理解与运
用环节会大打折，也不利于学生语
文素养的提升。

托尔斯泰曾说过：“成功的教
学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
的兴趣。”要想在教学中激发学生主
动识字的愿望，就要求我们的教学
要充分展开识字的过程。一堂好的
识字课，生字词应当是有阶梯性的复现。读准字
音，认清字形，理解字义并学会运用，每一个环节的
教学都有既定的目标。这样层层推进，学生的认识
才会由浅入深，学生才会在老师的引导下更好地体
会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字具有的三美，即意美、音美、
形美。针对低年级儿童的年龄特点，汉字教学的方
法也需要多样化，现就本人的一些做法归纳如下：

一、字理识字法
祖国的汉字源远流长，许多汉字都有一个演变

过程。如教学“采”这个字时，我先出示古代的会意
字，学生立刻就对这个古代的汉字产生了兴趣。组
织学生讨论、交流这个字表达什么意思，学生大多
能猜出是一只手在摘果子。再对比今天的“采”字，
学生明白了“采”的“爪字头”代表手，下面的“木”
字代表长了果子的植物，意思就是用手采摘。通
过观察，交流，大胆地猜测和想象，学生学习汉字
的过程思维的火花在绽放，想象力也随之得到了激
发。无需老师多讲，学生自主学习的乐趣油然而生。

二、谜语识字法
小学生好奇心强，爱动脑筋，因此他们对猜

字谜这样的益脑游戏毫无抵抗力，哪怕刚刚呵欠
连天，一说猜谜立刻两眼发光。给一年级小朋友
教学“日”这个字时，我出示谜面：“画时圆，写时
方，冬日短，夏日长。”还没等老师安排，学生就热
烈讨论开了，然后抑制不住地喊起来：老师，我知
道了啦！有这样一个能让学生情绪投入的教学
环节，学生对“日”这个字怎么可能印象不深刻！

三、儿歌识字法
儿歌因其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活泼，深受低

年级学生的喜爱。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运用儿歌帮
助学生识字，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记得在
教学生认识“磨”这个字时，因为笔画多学生不容易
记，于是我出示了这样一首小儿歌：一点一横长，一
撇撂过墙。两个小木匠，坐在石头上。学生读得摇
头晃脑，兴趣盎然，“磨”这个字他们再也没遗忘过。

四、加减识字法
低年级小朋友识字量少，在已有的识字积累

的基础上通过“加一加，减一减”等方法的推介，
可以是加一两个笔画，也可以加不同的偏旁，学
生很快便能从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较为轻松地
识得更多的字。加上有些学生原本就比其他学
生认识的汉字多，这就给了他们展示的舞台，让
他们带着其他小朋友一起识字。这样，学生主动
识字的热情更高涨了，识字的能力也大大提升。

“蒙养之时，识字打先。”低年级学生识字的
道路曲折、漫长。如何激发学生浓厚的识字兴
趣、如何快速提升学生识字能力，作为低年级语
文老师，我们都应该细细斟酌。要力求通过老师
搭建的平台，让学生乐学、善学，最终达到乐用、
善用的最佳效果，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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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是个土生土长的高邮小姑娘。
小安的奶奶是知青，上海人，十八岁就

只身一人下放到高邮乡下，结识了小安的爷
爷，小安奶奶的母亲——小安太姥姥和另外
几个子女在上海。

小安五岁时，蘑菇式的短发剪得齐齐地
挂在下巴旁，一双大眼睛乌溜溜地转，充满
着好奇。最有趣的是她每次咧开嘴大笑时，
总会露出那颗短短的还未长好的大门牙，这
时家里人都会打趣道：“哟，小安买糖不给
钱，大门牙让人打掉半颗！”小安知道是玩笑
话，也跟着笑。

那年小安六岁，奶奶将上海的太姥姥接
过来一起住。太姥姥八十岁了，精神爽朗，
慈眉善目，只是皮肤已有些松弛，深深的皱
纹满是岁月的痕迹，背微驼，拄着一根三脚
拐杖。那是小安第一次见到太姥姥，往常她
是不喜欢家里来客人的，却和太姥姥一见如
故，很是亲切。她喜欢太姥姥，甚至喜欢太
姥姥呵呵的笑声和那不太听得惯的上海口
音。

太姥姥来到高邮，人生地不熟，小安妈
妈买了几张电视剧光盘，太姥姥便整天坐在

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把大蒲扇，聚精会神、饶
有兴味地看着电视。小安没什么功课要做，
便笨拙地搬来一只矮矮的木凳，放在太姥姥
的藤椅旁，坐了下来。嘿！太姥姥扇着大蒲
扇，小安摇着小蒲扇，一老一小，一高一矮，
都坐在电视机前，好个和谐的画面！太姥姥
看宫斗剧特投入，对狡猾之人指指点点，小
安也跟着看，虽不很理解，但光看他们明争
暗斗、逞强好胜的样子就觉得好笑又好玩。
正看着，小安突然起身，打开房门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只见她迈着别扭的猫步，右手
三指翘起，食指和拇指轻轻捏着块白手捐，
挑着眉毛忸怩作态，两条胳膊来回晃动，尖
着嗓子：“娘娘——”太姥姥先是一愣，而后
呵呵笑起来。小安继续走到太姥姥跟前，停
住脚步，双手叠加放在左胯上，学着电视里
的样子微低着头，慢慢屈膝行了个礼：“给娘
娘请安——”太姥姥被逗得前仰后合，不住

地夸小安“讨喜宝”。太姥姥笑得合不拢嘴，
抚摸着小安的头，一脸慈爱。

小安还喜欢和太姥姥一起看日落。每
到傍晚时分，她们便关掉电视机，拎着两只
板凳来到院子外。西天的尽头，是一轮圆润
饱满的夕阳，夕阳将橘红色晕染开，余霞成
绮，温柔的暖光轻洒下来，笼罩着她们。小
安有时会将头轻轻靠在太姥姥身上，闭上眼
睛，让时间停在这静谧美好的时刻。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时
间在不经意间一点点流逝，转眼间，小安长
大了，功课繁忙了，太姥姥也愈加年老了，回
到了上海由子女们赡养着。此后的几年里，
小安没再和太姥姥见过面。

后来，小安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那
天傍晚时分，夕阳从西边落下，留下无尽的
余晖。小安正在房间做功课，房门缓缓打
开，她转过身，看见奶奶眼眶微红，心里不明
所以，隐隐有些紧张。“太姥姥走了……”奶
奶的话语，让小安有些不知所措。小安不敢
信，但又不得不信。终是会有这天的，她这
样安慰自己，可还是泪如泉涌……

指导老师王政华

小安和太姥姥
□ 市汪曾祺学校九（11）班姜雅楠

我的爷爷奶奶总是吵架，都说一日夫
妻百日恩，我是真没看出来。

“老头子，我今天晚上要去打麻将，结
束了打电话给你，你记得去接我。”爷爷这
会儿正坐在床上看电视，哪里有闲工夫理
会奶奶。奶奶的脸色顿时暗了下来，朝着
爷爷吼道：“我说话你还听得到啊？耳朵
聋啦！”爷爷依旧充耳不闻，转了个身子，
换个姿势，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奶奶怒
了，一把将被子掀开。爷爷扭过头来，抛
给奶奶一记白眼，懒洋洋地开口：“我不
去！你自己能去，还怕回不来啊，多大的
人了……”又躺下继续看起电视。奶奶面
色铁青，也学着爷爷的样，扭过身子，侧躺
在床上，刷起了抖音。家里风平浪静，却
又暗流汹涌。

“老太婆，都快八点钟啦，还不去买菜
啊？”奶奶还在气头上，瞪了爷爷一眼：“才
吃过早饭又想吃中饭了，你着什么急啊？
饭做好了也不给你吃，饿死你！”“嘿，你这
老太婆，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跟个小孩子
似的。”爷爷嘟囔了几句。

都说新婚的小两口最容易吵架，可这
都老夫老妻了，还是这样，我着实不理解，
不是说夫妻之间应该相敬如宾、互谦互让
吗？我家这对不寻常。

奶奶出去买菜。爷爷也不闲着，立即

坐到阳台上洗衣服，再把晾干了的衣服收
回来，仔细叠好。我看着爷爷，不解地问：

“爷爷，衣服不是奶奶洗吗？”爷爷抬起头
看着我，“嗨，你奶奶腰不好，我帮她把衣
服洗洗，她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你妈洗
的，可别说是我。”还真看不出，爷爷还是
一个暖男呢！

中午，饭桌上，奶奶时不时给爷爷夹
菜，好像早上从未争吵过一般。奶奶忽然
把脸别过一边，凶巴巴地对爷爷说：“快点
吃，毒不死你！对了，吃完饭记得给我把
碗洗了。”爷爷这时倒是很有眼力劲儿，立
马把碗递到了奶奶筷子边，讨好地一笑：

“不要你说，哪天不是我洗碗啊？”真是一
对活宝。一家人其乐融融。

晚上，我洗完澡准备上床睡觉，却看见
爷爷套上风衣外出。“爷爷，你干什么去
啊？都这么晚了！”爷爷咧嘴笑了：“你奶奶
怕黑，我去接她回家……”我真服了爷爷
了，早上嘴那么硬，现在还不是乖乖地去！

爱就像粗茶淡饭，平平淡淡，暖心暖
胃。 指导老师马仁奎

我的爷爷奶奶
□ 市汪曾祺学校九（7）班赵明静

我家养了一只小狗，因为它喜欢奔跑，所以
我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小奔。

小奔长得非常可爱。圆圆的脑袋，一双眼睛
又黑又亮。它的耳朵尖尖的，听觉很灵敏，我们
每次吃东西时，它都知道。如果不给它，就会在
你身边转来转去，蹦蹦跳跳。

小奔特别喜欢到外面玩耍，妈妈经常带它出
去散步。

有一天，我刚到家，看见小奔在地上睡觉。
我悄悄地拿了一个零食，正准备吃时，小奔飞快
地跑到我身边，于是我就分给了它一些。它趴在
地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我看到小奔的吃相，
真有趣，开心地笑了。

小奔是多么机灵、可爱，我真喜欢它呀！
指导老师 赵长生

我家的小狗
□ 市第一小学三（15）班邱十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春风又绿
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每当我读到这些
不朽的诗句，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乡。今天，
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刚到家乡，印入眼帘的是一尘不染的道
路，路上的人们，有的坐飞毯，有的开3D打
印汽车，还有的坐在车里，让机器人来开车。

回到曾经的家里，发现焕然一新，机器
人24小时服务。中午好几个机器人分工合
作，洗菜的洗菜，做菜的做菜，煮饭的煮饭。
吃饭时间到了，机器人不停地端菜上桌，嗯，
菜的味道还真不赖。

这次回家乡是受母校邀请参加聚会。
来到学校大门，抬头一看，这还是那个我在
里面度过六年学习生活的校园吗？教学楼
可以根据四季来变换颜色，教室里的黑板也
是高科技，学校还多了一个小动物园，我想
这也是校长让孩子们与小动物更亲密的一
种方式吧！

我对二十年后的家乡充满期待，真希望
早一点到来。

指导老师 陈令骧

二十年后的家乡
□ 市周山镇小学五（1）班杨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