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城县文化馆举办“方城石猴”专项培训班

薪火相传 弘扬非遗文化
本 报 讯（记者 马 苏）日前，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方城石猴”培训班在方城县文
化馆举办。

课堂上， 王亚楠为学员们讲
解了方城石猴雕刻技艺， 宣传解
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并现场指导学员雕刻
技术，鼓励学员要认真思考、反复
练习。 学员纷纷表示，这次培训提
高了自己对方城石猴雕刻技艺的

认知度，增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理解，一
定会将此次培训的所思、所见、所
学、 所悟运用到今后的非遗保护
传承中， 为方城的非遗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

此次培训活动的举办， 旨在
进一步弘扬和宣传具有方城地域
文化特色的非遗项目， 开阔群众
视野， 让群众进一步了解非物质
文化遗产。 ⑦3

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来
临了。毕业是每个人心中永远
难忘的重要节点，多年之后回
忆起来还是让人充满感慨。上
世纪初，各地学堂、国民学校
逐渐取代私塾， 学生在学堂、
学校或训练班修业期满，达到
规定要求就算毕业了。 那么，
当时学生毕业，学校要举办哪
些活动来庆祝呢？

皇粮国税博物馆馆藏的
上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新国文
第八册第五十课《毕业》一文，
以及附录的演说稿示范文，解
读了当时初小生毕业时的那
些往事。看看他们对于朝夕相
处、互帮互学的同学和谆谆教
诲的恩师们是如何表衷情送
祝福的。

校长颁发毕业证书，家长参加毕业典礼———

翻开文献 探寻百年前的毕业季
□本报记者 王渊博 文 / 图

南阳市博物院招募“小小讲解员”

7 岁以上儿童快来报名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6 月 30

日， 记者从南阳市博物院获悉，即
日起开始招募“小小讲解员”，7 岁
以上少年儿童可报名参加。

“小小讲解员”活动，通过听
南阳通史讲解、参观市博物院基
本陈列“文明在宛”，从南阳“史
前文明” 到明清的文物遗存中，全
方位展现南阳的历史文化风貌。讲
解员生动的讲解让学生们享受一

场“热爱美丽家乡，深度感知南阳”
的饕餮盛宴。

汉服礼仪课程，学习汉服文化
背景、了解汉服服饰特点及汉服礼
仪， 多维度的接触与实践和体验，
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学中做。

小讲解员实地讲解，通过文物
展厅现场教学的模式，让孩子们在
历史文化厚重的展厅中，了解文物
背后的故事。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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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 见证成长
皇粮国税博物馆馆长谢总喆

介绍，课文《毕业》是第八册最后一
课，也就是按照当时学制初级小学
四年，高级小学二年要求设立。 一
般初小毕业就可以就业，也可以考
入高小继续深造，该课文就是按照
初小毕业生毕业时所举办的各项
毕业程式而制定。

《毕业》 原文内容为：“学校之
中，计时授课，而预定毕业之期。 届
期则第诸生品行之良否，功课之优
劣，而授以证书。 所以，证明其学之
所至也。 某区国民学校中多良师，
其学生亦殷殷响学，故诸生为学校
冠。 毕业之日，校长集诸生于堂，诸
生之父母，及他校之教师咸莅。 校
长既授证书， 更演说以勗 （xu 勉
励）学生。 旁观者皆拍掌称喜。 ”课
文语言以文白相间的形式记述，言

语质朴简洁，易于理解。课文断句以
虚实小圆点标注，附录“演说稿”无
断句标注，但易于理解。

该篇课文首先记述当时学生
毕业是按照教学规章制度规定进
行， 学生学习完成全部课程而毕
业，经过学校考核，有的属于优秀
毕业生，有的稍次之，根据衡量标
准，由校长在学校召开毕业典礼大
会上颁发毕业证书，同时还邀请学
生家长以及其他学校老师共同参
与见证学生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上，校长既要颁发毕业证书，还要
致辞勉励就业学生在工作中兢兢
业业，闯出一番事业，考入高一级
学校的学生要努力进取之类祝福
话语。“这种毕业典礼形式在当时
是一种新颖的仪式，因此，受到民
众喜欢。 ”谢总喆表示。

校长寄语 谆谆教诲
当时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校长

的演说致辞有哪些话语要交代和
祝福毕业生呢？ 该课文后附注了校
长讲话的示范通稿，其内容为：“今
天是国民学校毕业的日子，诸生功
课很好，我心里实在喜欢。 但是，我
还有几句话告诉诸生，想来诸生是
极愿意听的。 诸生从今以后，有的
去就职业，有的再求学问。 这是各
人的志愿，各人的境遇自然是不能
一律的。 不过，我们生在世间，不论
做什么事， 有应该晓得的道理，就
是‘勤俭’两个字。 ‘勤’是照着自己
应该做的事赶紧去做一点，没有懒
惰的思想；‘俭’是用钱的时候先要
打算用的得当，要是不得当就应该
省下来预备别样用处。 有一种不知
道勤俭的人 ，专门讲究吃着 ，贪图
快活，到后来，银钱是用完了，职业

没有了 。 往往弄到衣食都不能完
全，不是很可耻的吗？ 诸生千万不
可学他。 ”校长寄予的厚望，热情洋
溢的演说， 这种程式化的毕业季，
自上世纪初期至今不断延续着。

“该校长演说致辞勉励学子们
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勤俭’，并分别
论及勤俭的意义。 这和当时社会生
活现象有关。 ”谢总喆认为，随着社
会发展进步，毕业季的祝福勉励致
辞也与时俱进，不同学校，不同学
科，不同校长的讲话风格，经常有
经典勉励话语流传。

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起
点， 希望毕业生们把握历史机遇、
担负时代使命，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用青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
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 ⑦3

南阳国画公益培训班开班

名师授课 手把手教国画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

南阳市文艺志愿者组织积极发挥
志愿服务作用，围绕市民整体文化
素养提升工作要求，开展国画公益
培训活动。

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南省美协
会员、南阳文艺志愿者扈晓磊以其
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艺术造
诣，为学员们带来了国画的基础知
识、技法训练、构图与创作等多个
方面系统而深入的国画知识。

南阳国画公益培训班自 2023
年开设以来， 已成功举办 200 余
期， 累计培训学员达千余人次，为
广大群众搭建了一个优质的学习
和欣赏国画艺术的平台，吸引了众
多国画爱好者的热情参与。经过培
训，学员们不仅掌握了国画的基本
技法， 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更在审美水平和艺术修养上有了
显著提高，为丰富广大群众文化生
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⑦3

卧龙区举办“银发书香”活动

诵读经典 共品浓浓书香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6 月 26

日，由卧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
办，卧龙区文化馆承办的“银发书
香”经典诵读活动在梅溪沙书店举
办，活动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
市民的积极参与。

活动现场，朗诵者们以饱含深
情的语调，诵读了《中国红》《乡愁》
《月光下的中国》等经典作品。这些

作品通过朗诵者的精彩演绎，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激
发了现场观众对文学和朗诵的热
爱，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卧龙区文化馆负责人表示，举
办“银发书香”经典诵读活动，旨在
通过诵读经典文学作品的方式，让
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中华文化， 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