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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之宝为武汉加油
本报记者 王星

我为你骄傲，为你自豪！
秀林： 

你好！ 
得知你奔赴武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消息已

经是元宵节，收到你从武汉发给我的消息，我被
你感动并深感自豪。 

在你们那班学生中，你真的不是很优秀，腼
腆、内向且敏感自卑。在五十多个学生中，如果
不是你有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很多老师是记不
住你名字的。 

三年的高中，你留给我最深的感动是，每年
的运动会，你总会报班上女生都不愿意参加的
1500 米跑步项目。作为班主任，我虽然很希望学
生参加，以免班级面子不好看，但又在内心深处
心疼着你，但你总是给老师和同学带来惊喜，赢
得不错的名次。人们大都把祝贺和赞美给了你
前面的那位冠军，但我每次总是站在终点处，张
开双臂满含热泪拥抱已经精疲力竭的你。你来

自西部山区，三年的朝夕相处中，我们结下了深
厚的师生情谊。 

高三毕业，你上了西安的医学专科学校，学
习医学护理，毕业后留在了你曾经实习的那所
省城医院。你说你自己觉得是医院看上了你的
敬业踏实，你说你深感荣幸自豪，而我也深深地
为你骄傲，为你自豪！ 

秀林，我想无论你所处的环境如何，你肯定
像所有身处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一样，是辛劳、
危险的。三年的师生情谊，多年的彼此牵挂，我
知道我们已经像亲人一样了。我在故乡宝鸡为
你祝福，希望你在尽力抢救患者的时候，做好防
护工作，尽力保护好自己。 

纸短情长，就此罢笔吧，愿武汉加油，盼你
早日平安归来！ 

你的老师

（作者系陈仓区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张新宇）

给我最爱的孩子们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好吗？你们的家人都好吧？ 
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可想和你们一起

感悟古诗词的雅致，一起高声吟诵《黄河颂》的
大气磅礴，一起分享写作的感悟和快乐。 

今年我们都过了一个很特殊的年，新冠肺
炎疫情横行肆虐，全国许多白衣天使、军人及
志愿者都驰援武汉。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我们
必须待在家里。我知道你们非常苦恼，你们无
法在户外奔跑，你们一定也害怕疫情会来到自
己的身边，但老师告诉你们，不要害怕。 

首先，不要焦虑。疫情仍在肆虐，可是我们
有强大的国家，采取了最强硬有力的措施，大
家安心居家防疫，相信我们终将取得胜利。其
次，老师要告诉你们，最好的风景就在自己的
心里，现在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我建议大家
先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规划，有规律的生活会

让自己精神饱满、情绪愉快。最好准备一个笔
记本，在读书的时候，把感悟、精彩的片段等记
录下来。从假期到现在，老师已经读了五本书
啦，每本书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使我获得了
很多收益，感到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我建议同学们还要写作。今年这个特殊的
春节里，相信每个同学都有最深刻的感受，那么
赶紧拿起笔来，向英雄们致敬吧！我在读书之
余，创作了《武汉，武汉》等诗歌，已被《少年诗刊》
等刊物采用。你们可以把写好的文章给老师发过
来。最后我还要对同学们说，你们要杜绝吃野味，
要爱护野生动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相信疫情终将过去，我们就可以相聚在美
好的校园，幸福而快乐地生活了！ 

此致 
爱你们的语文老师

（作者系陇县曹家湾中学教师伊梅）

讲故事
听文物文物，是今人与祖先对话的载体。每一件“物”，就像人一样，质地、大小、颜色、痕迹，任何一处都会显露出先辈们的智慧

和秘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武汉、宝鸡，两座历史文化名城虽隔千里，但心相连。秦楚故事，千年之约，我们用宝鸡之宝为武
汉加油。   

这些独一无二的个体，沿着光阴的甬道走来，或许来自不同的时代，但在时间的历练中，留下自己的故事与经历，告诉世
人，要以家国为重，要以个人修养为荣—— 

“谦谦君子，温润如

玉”……古人认为，玉

不仅是石之美者，还必

须具有“德”行。因为，只

有有“德”的仁人君子，

才可以用玉饰标榜自

己，所以有“君子无故，

玉不去身”之说。 

《周礼·玉藻》记载

了佩玉的礼法，其中所

讲，君子佩戴玉佩，玉佩

只有在不快不慢、富有

节奏的步伐下，才会发

出有韵律、悦耳动听的

声音。这声音不仅集中

了君子的注意力，同时

也告诉周围的人们 ：君

子来去光明正大，从不

偷看偷听别人的言谈举

止，这便又成为君子行

动光明磊落的标志。 

孔子曰：温润而泽，

仁也。他认为，仁就是玉

质温柔滋润而给人以恩

泽。“君子比德于玉”，自

古以来，玉就是中国人的

精神投射和审美参照。正

所谓，君子佩玉，不是为

了乔装打扮，而是按照玉

德规范自己的言行。

钟鸣鼎食、黄钟大

吕、击钟陈鼎……在西周

礼乐制度中，礼以鼎为中

心，乐以钟为中心，编钟

是祭祀宴飨和军事活动

中的重要器物。宝鸡地区

出土编钟数量达百余件，

作为西周时期兴起的“众

乐之首”，编钟一直受到

周人的重视。 

宝鸡竹园沟弓鱼国墓

地出土的西周云纹编钟，

将我国编钟起源从西周

中期上推至西周早期，为

探讨我国编钟的发展源

流及乐律学、铸造工艺的

演进问题，提供了珍贵的

实物资料。 

钟在古代不仅是象

征地位和权力的礼器，

也是社稷秩序的象征。

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

有补史之用，具有研究

价值。在扶风庄白村一

号窖藏中出土了 21 件

编钟，其铭文包含了“敬

顺天德”“仓仓思患”“以

乐父兄，以宴宾客”等内

容，就是训诰、箴诫性的

铭文。

号令响起，一个个

戴着面具的将士英勇地

冲入战场，不惧强敌。 

古人戴面具的历史

久远，最早的面具可能

产生于原始的狩猎活

动，为了方便接近猎物，

猎人用面具把自己装扮

成各种动物。从甲骨卜

辞的内容及出土的青铜

器铭文来看，面具也是

祭祀中的重要道具。 

面具主要分为人面

和兽面两种。人面具是

仿人面制成，五官透雕，

制作精致，形象逼真 ；兽

面具造型似动物，显得

非常凶猛威武。经历了

人生的大风大浪，戴上

面具，总一副处变不惊

的神情，看不到是悲是

喜，但总感受到那种不

屈不挠、勇敢坚强的精

神力量。

秦人质朴骁勇，急公

尚义。 

“赳赳老秦，共赴国

难”，用这句话来形容秦人

的团结一点也不为过。在

进入关中地区后，秦人积

极引进人才和先进的生产

技术，并对农业和兵器制

造实行统一管理。 

在掌握了先进生产

力，规定了严明的纪律

后，秦缔造了一支强大

且无畏的军队，他们有

着攻无不克的战斗力，

打仗从不戴头盔。 

秦人不仅有锋利的

武器和严明的纪律，更不

乏仁德之义。东周时，已

结秦晋之好的秦穆公作

为姐夫，通过渭河运送粮

食，支援遇到灾荒的小舅

子晋惠公，史称“泛舟之

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

河道水上运输。 

凭借着秦人骨子里

的坚韧不拔，秦灭六国后，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 

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鼓钟将将，汉水汤汤 

操吴戈兮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

以史为镜，可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 

镜子是人们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一件实用

器，同样，古人的生活

也离不开镜子。我国最

早的铜镜出自 4000 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镜

的出现，结束了我们的

祖先以水照容的历史，

与现代的玻璃材质不

同，古人使用铜制镜，

后来为了既实用又美

观，匠人还在铜里添加

锡、铅、锌等金属，并镶

嵌玉石、螺钿、鎏金等装

饰物。 

铜镜的作用就是妆

饰理容，在古人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

于今天的镜子，古代铜

镜不仅仅是正衣冠、饰

面容的日常生活用品，

更蕴含了人们的美好心

愿和祝福。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 

剑

钟

面具

铜镜

盾

说到盾，人们常会

想到“矛”，一个善防

守，一个好进攻。盾是

一种兵器，古称“干”，

很早就有个成语“大动

干戈”。 

传说我国最早的

盾，远在黄帝时代就有

了。《山海经》中有关

于“刑天”这位神话人

物的描写，他一手使巨

斧，一手使盾牌。作为

防御性的武器，盾可以

掩蔽身体，防御敌人的

兵刃矢石的杀伤，多配

合短戈、短剑、长矛三

种兵器使用。 

早期的盾，用木、

皮等材料制作，表面涂

漆，形状多呈长方形或

上窄下宽的梯形，长度

一般不超过三尺。古代

战争，将士们做好一切

进攻的准备时，盾在手

中只是改变了进攻方

式，为了更好地防守。

六辔在手，龙盾之合

玉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