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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诗里散发出来的精气神

桐乡市高级中学褚建利老师的打油诗在浙江班主任界小有名气，

他将多年心血积累起来，打算出版，请我写序，出于对同行的敬业精神

的敬重，写下一些感想，与褚建利学弟和读者共勉。

打油诗是一种富于趣味性的俚俗诗体，相传得名于中国唐代作者

张打油。清代翟灏在其《通俗编·文学·打油诗》中曾引张打油《雪诗》

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后世则称这

类出语俚俗、诙谐幽默、小巧有趣的诗为“打油诗”。另外，有时作者以

诗自嘲或出于自谦，也称自己的作品为打油诗。打油诗虽然不太讲究

格律，也不注重对偶和平仄，但一定会是押韵的，亦通常是由五字句或

七字句组成。打油诗常被用来对社会百态做出嘲弄及讥讽，也可以作

为谜语。打油诗以其创作起来较易，易于被广大群众接受，便于记忆等

特点在民间广为流传。

说到教师与打油诗的关系，我不由得想起了陶行知先生及他的打

油诗。陶行知爱作打油诗。他曾对人说：“打油诗是旧体诗的一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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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通俗诙谐，又不拘于平仄韵律，我是搞平民教育的，我觉得打油诗

既能为平民所接受，又为平民所喜爱。题材来自现实生活，即兴而作，

往往具有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陶行知与胡适是留美时的同学。一

次，胡适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国有“五个

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未提及当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帝

国主义这一“大鬼”。为此陶行知当即写了一首打油诗予以纠正，诗云：

“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以非常幽默

的笔调，指出了胡适的偏颇和糊涂，同时表现出了其爱国主义精神。陶

行知与著名的史学家翦伯赞是至交好友。翦爱吸香烟，而陶不吸。一

日，一美国友人赠陶一支好烟，陶用纸包好后托人转赠给翦，并附上一

首打油诗：“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

年。”诗写得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表现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朋友

的真诚坦率和寄予的厚望，是对翦的鞭策和鼓励。陶行知提倡平民教

育，他自己也过着平民生活。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曾不得不靠卖艺来

补贴生活。为此他曾在杂志上登了一则《卖艺启事》，并在启事中赋打

油诗一首：“狐狸有洞鸟有食，乡下先生难度日。风高谁救李逵火，武训

讨饭也不易。自杀不成怕坐牢，从来不演折腰戏。众谓我曾做书呆，便

教出卖书呆艺。书呆之艺卖与谁？ 开张岂必有生意。女生卖艺被开

除，先生卖艺可遭忌？ 哪里管得这么多，硬着头皮试一试。”此诗明写卖

艺，暗射当局，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死

活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反映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反动派低

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合川县

（今重庆市合川区）境内创办了育才学校，学生都是从战时儿童保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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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来的有各种才能的儿童。陶行知要求把他们训练成为有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专门人才，同时规定老师和学生要做社会调查，参加生产劳动，

把孩子们培养成为用脑又用手的劳动者。为此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人

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

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此诗深入浅出，诙谐

幽默地说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互脱离的危害和二者结合的意义，

从而教育学生们要做用脑又用手的新型劳动者。陶行知先生的《自力

歌》：“吃自己的饭，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

都不是好汉。”《小孩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

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小先生》：“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

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糊涂先生》：“你这糊

涂的先生!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

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

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每事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

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

每事问。”《问到底》：“天地是个闷葫芦，闷葫芦里有妙理。您不问它您

怕它，它一被问它怕您。您若愿意问问看，一问直须问到底。”《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向前进，努力向上进。先把脚跟儿站稳，再把方向儿

认定。一步，一步地走，一步，一步地近。千万不要转身回过头，别人的

闲话也不要听。前进道路崎岖不平坦，战胜困难全靠有自信。努力，努

力，创造个好命运，自己的力量要尽。”《我的小怀抱》：“好也不算好，坏

也不算坏。好好坏坏随人讲，心中玉一块。恩怨有偶然，毁誉多意外。

翻手为云覆手雨，朋友我不卖。”这些诗都是值得教师学习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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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的褚建利老师带着追求教育的理想在桐乡市

高级中学任教、当班主任期间开始了打油诗的创作。在工作中，他喜欢

给学生制定一些班级规范等，并将这些规范总结成简单的几个字，写在

黑板上，学生喜欢听，他也就喜欢写。他关注生活的细节，关注每天发

生的事情，包括校园风光、与生对话、各种会议等，遇到灵感，几分钟就

可完成一首。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坚定了他继续写打油诗的决心。

一位学生家长一见面就微笑地说：“褚老师，你送给我儿子的打油诗，对

他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儿子将它装裱起来，放在自己的房间。”家

长的鼓励使他信心倍增，写诗的热情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教师从事的是育人的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关注细节，正所谓

润物细无声，我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可能成为鼓舞学生

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教师能将这些细节一一记录下来，写在打油诗里

或者散文、札记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褚

建利老师坚持的打油诗之路，实在是一条感知大自然之美的路，更是一

条塑造美好心灵的路，愿越来越多的教师奔跑到这条阳关大道上来。

赵志毅

20 1 7 年 8 月 1 1 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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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明瑟、碧瓦朱甍，南方育人以温婉细腻；鸿图

华构、玉阶彤庭，北方育人以粗犷豪爽。 我自北方南

下，倒也见识了南北人文与自然的不同。 但又恰恰是

这不同令人神往。 中华大地，风景万千，置身其中，谁

不想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谁不想“炉烟郁郁水沉犀，

木绕禅床竹绕溪”？ 当然，这毕竟很难实现，我也只能

于闲暇时分，携友携亲游园醉景。 除了祖国的山山水

水，禾城之美，于我所阅，倒也是别有一番风趣。 一汪

莲花池，一潭桃花水，几片棉花云，数株亭亭花，工作

之余与草木做伴， 与花鸟为伍确也不失为一种雅趣。

闲来作诗，陶然作乐，暂且远离喧嚣世俗，繁忙公事，

共同与我走进这花鸟虫鱼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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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共生

20 1 7 年 6 月 2 7 日

偶遇一棵幸福树，白木耳来扎根住。

营养和谐共同处，相互包容甜蜜路。

修剪长寿花

20 1 7 年 6 月 2 1 日

凌乱不堪长寿花，肆意生长阳台杂。

稍作修理好潇洒，红色花朵美无瑕。

鳌江乡下风景

20 1 7 年 6 月 1 8 日

村前白鹭展翅飞，远处山峰视野内。

田里野鸭戏水追，乡下风景静又美。

几朵云

20 1 7 年 6 月 1 7 日

无边无际数着说，一朵两朵没几朵。

蓝天白云远飞过，仿佛置身仙境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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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鱼洄游

20 1 7 年 6 月 1 5 日

青海湟鱼洄游季，沙柳河水湍流急。

万条鱼儿逆游比，你追我赶未曾弃。

只为产卵拼全力，孕育生命惊又喜。

濒危物种需要你，共创未来生无息。

遇见益母草

20 1 7 年 6 月 1 5 日

开车接友去高桥，路边遇见益母草。

蜜蜂蝴蝶试比高，轻轻漫步过老桥。

身边总有风景好，换个角度欣赏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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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梅季

20 1 7 年 6 月 1 4 日

江南的梅季

时晴时阴断断续续

江南的梅季

丝丝绵绵滴滴答答

江南的梅季

雾霭重重噼里啪啦

江南的梅季

欢庆锣鼓杨梅登场

江南的梅季

细雨蒙蒙氤氲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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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雨

20 1 7 年 6 月 1 4 日

江南的雨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江南的雨

如痴如醉如诗如画

江南的雨

滴滴答答淅淅沥沥

江南的雨

魂牵梦萦莼鲈之思

你是云山水歌

20 1 7 年 6 月 1 2 日

你是一片云

虽远在天边却轻盈飘逸

你是一座山

虽不雄伟却风景迷人

你是一滴水

虽未有波澜却晶莹剔透

你是一首歌

虽热情奔放却温暖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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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铁树

20 1 7 年 6 月 1 1 日

体育馆前走步，遇见两棵铁树。

雄姿英发十足，简直一幅美图。

诗意鸳鸯湖

20 1 7 年 6 月 1 0 日

鸳湖诗社土壤甜，你来我往聊得欢。

话题灵动无遮拦，再叹生活源自然。

鸳鸯戏水

20 1 7 年 6 月 1 0 日

一汪清水草丛间，鸳鸯戏水碧波环。

十里桃花非所恋，尽君悠然做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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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夏日浓

20 1 7 年 5 月 28 日

荷睡荷醒迎生机，年年轮回未曾弃。

花开花落清香袭，岁岁更替为谁迷？

逐浪前行

20 1 7 年 5 月 2 5 日

天空色彩似海洋，白云流动像波浪。

欲翻跟斗飞天上，悠然自在美猴王。

遇见蜗牛

20 1 7 年 5 月 24 日

天空小雨飘落下，遇见蜗牛栏杆爬。

背上重壳是它家，永不放弃走天涯。

雨落人醒

20 1 7 年 5 月 23 日

窗外雨滴落不停，午觉几分就已醒。

屋顶树叶秒变净，三省吾身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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