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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古老的中国
“神兽”

相传，在远古时期，华夏大地

奔走着各种各样的神兽，有的殊形

怪状、有的变化莫测、有的出没无

常、有的奇光异彩，奇幻、神秘、奥

妙无穷。这些神奇动物，或隐匿山

川湖泽，或藏身在殿宇屋舍，甚至

一块石头、一棵树木，都是它们的

栖居之所。偶然间，一本《神兽秘

笈》降落人间，据说，只要根据书中

指引，就能唤醒沉睡已久的神兽伙

伴……

“‘鹿角牛蹄四不像，身披鳞甲

烈焰光。四海升平祥瑞降，催醒人

间一夜长。’这诗写的是什么神兽

呢？”一个孩子念着手中的“寻兽秘

诀”望向妈妈，“鹿角牛蹄，还能送

祥瑞，好像是麒麟！我们快去找找

它。”与妈妈达成一致，孩子兴奋地

寻找起她的“神兽”朋友。

今年10岁的傅琛叶是《故宫里

的大怪兽》系列图书的忠实小读

者，当妈妈告诉她成都文化馆周末

将开启一个“神兽”展时，她立即表

示很想参加，想去现场看看有没有

自己熟悉的“老朋友”，或许还能认

识一些新的“神兽”伙伴。“她也想

像书里那个小学生主人公一样去

冒险、去探秘，之前因为疫情原因，

我们一直没能带她去故宫实景体

验，刚好借此机会让她先在家门口

满足一把。”傅琛叶的妈妈看着兴

奋的女儿，欣然答应。

“提到神兽，许多人都会想到

童年。神兽、怪兽是青少年儿童最

喜欢的伙伴，能够满足孩子们爱想

象的心理发展需求，成为他们在成

长过程中想象力、创造力萌生以及

思维能力发育的关键触发。”策展

人鲁磊表示，除了几乎所有小朋友

都熟悉的“奥特曼打怪兽”，在中

国，从房檐屋脊到石碑文物，从古

至今都不缺少神兽的影子，它们一

直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生活，也承载

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

影响至深。沿着中国人这条共同

的文化根脉启智润心，也是增强民

族文化认同的过程，更何况这样的

题材本身就是孩子们的兴趣所在。

艺术品研学，体验
时空穿越

“凤毛麟趾”中国传统艺术品

公益展取名自“凤栖高梧”“麟趾呈

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不栖

无福之枝，麒麟不踏无福之地，它

们都是吉祥瑞兆。“凤毛麟趾”便是

青少年儿童这场研学之旅的关键

线索，孩子们拾起凤凰落下的羽

毛，沿着麒麟踏过的趾印，在这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中一点

点去感知、发现、探寻。

如果《故宫里的大怪兽》是通

过文字的编织将孩子们带入另一

个神奇世界，那么这场寻找中国

“神奇动物”公益研学之旅则是以

体验式学习的方式，打破观展主体

与珍贵艺术品间的玻璃罩，让它们

与想象共舞。

旅程开始前，每位观展人都要

领取一份研学手册——《中国神兽

秘笈》，根据要求完成探秘任务，以

“寻兽秘诀”的描述为基础，在脑海

中想象神兽的样貌，结合研学老师

的讲述和帮助，寻找隐藏的神兽展

品，成功后可加盖对应“神兽印

章”，完成探秘任务，最后在自己的

秘笈中绘制出眼里的神兽图谱，就

能够成功“复活”神兽。孩子们还

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在专业老师的

指导下，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拓片制

作技艺，创作“小福兽”工艺品。

“哇，这上面雕刻的是什么

呀？”

“这有树枝，还有鸟。”

“下面还有一只鹤，仰着头的

那个，你看。”

…………

不等老师过来，两个小男孩已

经开始围着《木雕松鹤图挂屏》讨

论起来。挂屏中松树虬劲挺拔，鸟

儿在松间嬉戏、休憩，一只仙鹤亭

亭玉立、引颈顾盼。“没错，画面中

有一只仙鹤，正站在松树下，张望

着树上的鸟儿，”话语间，研学老师

来到了他们身后，“你们知道‘松’

与‘鹤’象征着什么吗？”

“象征着长寿。”孩子们答道。

“是的，但它们有多长寿呢？”

老师讲解道，“相传，仙鹤在东海中

建一座楼阁，需要从昆仑山衔来材

料。而它每往返一次，沧海就会变

成桑田。沧海桑田都几经流转，仙

鹤的寿命却看不到尽头。松与鹤

叠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

松鹤延年’，也叫‘松鹤遐龄’。”

“明白啦，下个月，爷爷过生

日，我就祝他松鹤长春！”一个男孩

说。

结束观展和研学之旅，一位妈

妈感触颇深：“这个以中国民间神

兽为主题的艺术展，让我体会到原

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有那么多的

珍禽异兽值得我们去探秘，不能让

孩子只知道‘奥特曼打怪兽’，文化

自信要从从娃娃抓起。”

让中华传统文化走
进儿童世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神兽形象灿

若星辰。走近龙腾虎踞，感受踏马

飞燕，探秘神奇的动物世界。将会

增强我们的志气底气，提升我们的

文化自信。”活动学术顾问，《民族

学刊》主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珏表

示，此次活动探索了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向公共教育领域转化的新方

式、新路径，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来诠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涵，用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为优秀

传统文化赋予时代的烙印，根植于

人民大众，贴近青少年，让文化融

入生活，将“历史的经典”转化为

“当代的形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更有旺盛的生命力。

展览以探秘中国版“神奇动

物”为主线，沿着这条主线又分为

“虎踞龙盘处”“瑞脑消金兽”“洛水

负书出”“雏凤放清声”四个子板

块，按照典型性、知识性、趣味性相

统一的标准，由历史、文化、文博、

艺术、教育五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组

织遴选出了数十件集历史价值、文

化价值、工艺价值、审美价值、教育

价值于一体的“神兽”主题艺术品

及资料，“烹调”出了一席古今荟萃

的文化大餐。

“这是一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走进儿童世界的有益探索。”活动

教育顾问，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督

学、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园长余琳

说，传统文化的启蒙，长期以来是幼

儿教育中的难点问题。儿童的世界

中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满了

对英雄的崇拜、对未知的好奇和探

索。基于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

点，站在儿童立场和儿童视角，探索

出适合儿童成长和发展需求的育人

方式，能让中国“神兽”真正在儿童

的世界里“复苏”，文化自信也就在

他们心中悄然埋下了种子。

“一座城市群众文化最直观的

反映，就是大家的参与度和幸福

感。让文化真正回归大众，是本次

活动的初衷。”成都市文化馆馆长李

汨表示，为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成都市文化馆自2023年起，为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或个人提

供场地举办特色艺术展览及活动，

推动成都市文化艺术交流互动公益

平台共建共享，传播城市美学，营造

良好的城市人文环境。经过资料筛

选、策展方案交流、展品陈列沟通等

环节，这场中国神兽主题艺术展，成

为了首场专属定制特展。

《颜氏家训》中说：“欲不可纵，志不可

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

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家风家教是一个

家庭内在涵养的体现，家风家教连着党风

政风，构建良好的家庭观，建设良好的家

风家教，需要开好“三堂课”。

开好家族文化“传承课”

家谱相当于一部“家族通史”，家族怎

么繁衍生息，怎么兴衰成败，上面均有详

实记载，经常阅读家谱可以明根细、知就

里、展未来，家谱里的祖训、家规、序、跋、

字辈排行等传统文化，是建设良好家风家

教很好的素材。

在家族文化传承中，我主要扮演了两

重角色。一是家族文化宣传员，向家人宣

讲家谱，谈自己的认识体会，把曾氏家训

推荐到省市区“好家风好家规好家训”展

评平台上展播。二是家规祖训践行者。

在曾氏入川始祖房系族谱还没有编出来

之前，父亲就拟出了我们家的家训，教育

我们要谨遵家训、正气为人，曾氏族谱编

印出来之后，我又经常以曾氏族规、曾氏

祖训教育引导家人，约束自己的言行。

开好家庭关系“调解课”

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既然是

经，就需要有人领诵，也需要有人响应，一

个人唱独角戏是没有办法把家庭这本

“经”念好的。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家庭各

方关切，了解其情感发展脉络，打好亲人

之间的“情感牌”，人人争当调解员，在调

解中和谐，在和谐中升华。

在维护家庭关系上，我也扮演着两重

角色，这两重角色应该是逐渐递进的。一

重角色是家庭关系的“和事佬”。家庭关

系不外乎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妯娌关系、翁婿

关系、亲家关系等，这些关系的综合协调

需要一个人来领头，完全放任自由就无法

统一协调，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和事佬”。

第二重角色是家庭关系的“推动者”。小

家庭，大学问，和谐家庭的构建需要不断

试错，在试错中总结，在总结中提升。比

如，定期组织一次家庭会议，讨论家庭发

展中的大小事项；定期组织一次家庭聚

餐，增加亲情，促进和谐；商量制定家庭关

系公约、家庭关系“十不准”等，这些都能

够探索出管理一个家庭的“良方”。

开好家庭教育“常规课”

家庭是最小的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

的老师。其实，生活中我们都在不经意间

成为孩子效仿的榜样，或者学习的参考。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也应该扮演好两

个重要角色。一是乐于当孩子的“老

师”。孩子出生到长大成人，陪伴其最多

的是父母。父母理应而且必须成为孩子

的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不经意间

被孩子记住。建议父母在家里，不妨收敛

情绪，把最正能量的一面展示给孩子。比

如，陪孩子享受共读时光，陪孩子一起去

游乐园玩耍，陪孩子一起上舞台表演，陪

孩子一起做游戏等等。二是善于成为孩

子的“学生”。家庭教育永无止境，学到老

实践到老。家庭中每个人的学历、经验不

一样，内心的想法也不一样，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你的老师，爱人可以成为你的老

师，孩子也可能成为你的老师。特别是孩

子在生活中一些有亮点的做法，父母要将

其提炼成经验，予以表扬、宣传、推广。比

如，孩子在协调父母关系、婆媳关系上具

有优势，要多加运用，孩子掌握的新知识、

具备的新思维、新思想也值得父母学习。

家庭不仅是个人幸福的港湾，也是国

家、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连接个人与

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建设高质量优良的

家风家教既有利于小家，也有利于社会

和国家。

在英国的一个书香门第——爱德

华家庭。老爱德华是个博学多才的哲

学家,为人严谨勤勉，他的子孙有大

学校长、教授、文学家、医生等等，

其中还有1人当过大使，20多人当过

议员；同样在英国，另一个珠克家

族，老珠克是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

徒，其子孙后代中有多人当过乞丐和

流浪汉，多人酗酒，整个家族没有一

个人有出息。

两个家族的子孙有如此大的差

距，根本原因在于两个家族的家风

有差别，两个家族的是非观念、善

恶标准、为人原则，对他们的后代

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孩子

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父母是何种层次的人。《人

民日报》 曾把家长分为五个层次：

一是舍得给孩子花钱，二是舍得为

孩子花时间，三是开始思考教育的

目标问题，四是为了教育孩子而提

升和完善自己，五是尽自己所能支

持鼓励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也以

身作则支持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

父母要清楚，我们是什么样，远比

为孩子做了什么更重要。

做孩子的正面榜样
父母要做孩子言行的榜样。春日

暖阳，花红柳绿，一群小伙伴在广场一

起玩耍。一个男孩的玩具被小伙伴不

小心弄坏了，男孩对着小伙伴大声骂

着脏话。男孩的父亲走过去对男孩一

推搡，本意是教育男孩不要说脏话，可

他却没意识到，自己出口也是脏话连

篇，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男孩父亲的言行，恰好印证了

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孩子是父

母的影子，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孩

子的标杆。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父

母的言行教育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瞬

间，父母不仅仅要注重谈话、教导

时以身作则，更要注重平常的言

行，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良好言行

熏陶孩子。

父母要做孩子品德的榜样。小胜

靠智、大胜凭德，“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前提是修身。为人父母要行得

端、坐得正，有爱心、有担当，用良好的

品格影响孩子。

父母要做孩子守信的榜样。诚实

守信是为人之本，从业之要。周末，一

家三口正在将行李装车，准备出去旅

游。孩子爷爷打来电话：“你们是否要

回家吃饭？”母亲抢过电话：“我们特别

忙，你儿子要加班，我要出差，回不了，

你们二老保重身体。”孩子噘嘴道：“妈

妈是个骗子。”

父母还要做孩子情绪的榜样。智

慧的父母，一定是善于调节自己情绪

的，当遇到问题时要学会识别情绪、链

接事件、澄清目的、寻求替换，不用情

绪的方法表达自己的需求和达到目

的。

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
家和万事兴。和谐的家庭关系是

一个人品格健全、事业成功的基础，夫

妻关系、婆媳关系和谐是给孩子最好

的安神剂。家庭生活不幸福的孩子往

往没有自信，且容易做出一些过激的

行为或者不正确的事情。没有天生的

“坏孩子”，只有不知道怎样给孩子健

康成长环境的父母。

和谐的家庭关系要有愉悦的就餐

环境和规律的作息做支持。教育家斯

宾塞说：一家人吃饭时是争论还是谈

话，是称赞还是训斥，是一个很好的测

量计，它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是在疏远

分离还是在越来越亲近。父母以身示

范规律作息，也是促进孩子养成好习

惯的必备条件，也可让孩子在张弛有

度的生活中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家里要有学习氛围。人的一生都

离不开学习，尤其是在青少年儿童时

期，可有的父母以为送孩子去最好的

学校，找最好的老师，就是为孩子创造

了好的学习环境。日本教育家井深大

指出：让孩子进“一流”的学校固然重

要，但让孩子在“一流”的家庭接受熏

陶更重要。

在孩子学习时间里，父母应注意

家里的声音，关掉电视、父母不玩手

机、不大声讲话、做家务也尽量不要弄

出太大的声响；要有适量的灯光，不太

强也不太弱，孩子能有单独的护眼台

灯为宜；家庭成员要安静下来，可以做

家务、可以陪在孩子身边阅读、可以做

自己的工作等。

家里还要保持干净整洁温馨。干

净整洁温馨的家可以让孩子身心处于

放松状态。个人物品随手乱扔，共用

物品无序摆放，在行为上会导致孩子

养成不良习惯，在意识上会影响孩子

的心灵，孩子缺乏专心学习的心情，难

以养成专注的习惯。

为孩子营造好“第一所学校”
■ 刘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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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动物神奇动物””在这在这里里！！
——一场文化艺术展中的研学之旅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文/图

麒麟、白泽、獬豸……孩子们拿着《神兽秘笈》，

念着“寻兽秘诀”，通过读、看、猜、画、想，强化思维

训练、实现深度学习、提升综合素养。

3月25日，由成都市文化馆、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连环画漫画艺术委员会、四川创新大学生文学艺

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凤毛麟趾”中国神兽主题艺术

品展暨寻找中国“神奇动物”公益研学活动在成都

市文化馆大家美术馆拉开帷幕。中国远古“神兽”

出没成都，由此开启一场跨界融合、探秘中国“神奇

动物”的文化艺术之旅。

家长和孩子一起“寻宝”

跟着老师认识中国古代神兽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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