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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2023年的脚步近了，杭州人心心念念的灵

隐寺新年祈福年历也要来了。

杭州灵隐寺方丈光泉法师为 2023 年祈福

年历书写的四个字是“月德呈瑞”。灵隐寺发布

消息说，祈福年历已经开始印制，很快就要与大

家见面了。

十多年来，光泉法师每年都会题写新年祈

福年历。从 2012 年的“龙年祈福”，到 2022 年

的“山君迎新”，为杭州市民跨年增添一份祥和

与喜气，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

对于今年题写的“月德呈瑞”这四个字，光

泉法师是这样说的：2023 年是中国农历癸卯兔

年，“卯”字描绘的是草木出土萌芽的形象，表示

春意和黎明，充满着无限生机。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兔”有很多别名：月德、月精、月宝、月魂、

明视、舍舍迦等。这些雅称多与“嫦娥奔月”“玉

兔捣药”等古代神话故事有关，如北周庾信《齐

王进白兔表》曰“月德符征，金精表瑞”；唐代权

德舆《中书门下贺河阳获白兔表》中也说“惟此

瑞兽，是称月精，来应昌期，皓然雪彩”。兔子灵

动可爱、纯洁温顺，再与皎洁的明月相结合，成

为了寄托人们美好向往的温馨意象，如“此时瞻

白兔，直欲数秋毫”（唐·杜甫《八月十五月夜》），

“沉钩摇兔影，浮桂动丹芳”（唐·卢照邻《江中望

月》）等。

呈者，显现；瑞者，吉祥。

月德光明，源同道根；明德惟馨，笃行致远。

2023 癸卯祈福年历的尺寸、材质、样式和

工艺都延续了往年传统。简约的年历底纸配上

飘金的万年红宣纸作为面纸，“月德呈瑞”四字

和右上角癸卯兔年生肖章交相辉映，喜气洋

洋。每幅祈福年历都需经过三次套色，从选料、

套色，到印刷、切模，然后将万年红飘金宣纸粘

贴在铜板纸上，加上成品包装，历经十八道工

序，几乎全靠手工完成。

“月德呈瑞”祈福年历将在元旦前向社会各

界发放。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近期将公布领取

方式，请大家关注钱江晚报和小时新闻App。

时间回到 2021 年 3 月深夜，青海德令

哈。由于高原反应伴随的缺氧，支教老师

张苏伊当夜第五次从睡梦中醒来。

尽管安放了一台制氧机，但海拔 2980

米的寝室里空气依旧稀薄。这样的难眠之

夜，50 岁的张苏伊适应了小半年，直到支教

第三学期，她终于能做到“一夜只醒一次”。

今年 7 月，她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支教

生活。回到杭州萧山后，常和同是初中教

师的丈夫王东军谈起支教经历。

听了妻子的支教经历后，王东军很快

定下了行动计划，一个月后踏上了去四川

甘孜的路程，来到康定二中的“萧山班”支

教。“这个班是今年8月刚成立的，有很多来

自 杭 州 萧 山 的 支 教 老 师 ，所 以 叫‘ 萧 山

班’。现在支教老师还没到齐，我的工作很

忙。”王东军说。

诗和远方的真实面

王东军没有想到，高原的支教生活中

有那么多挑战。

今年 8 月 27 日他来到“萧山班”后，每

天早上 7 点要去赶班车，从海拔 2500 米的

住处，赶往海拔 3000 米的学校，下班要赶

晚上9点多的班车回去。一来一回，每天路

上要花90分钟。

有两个晚上，王东军下班后没能赶上

车，只好借宿在学生宿舍。学校海拔较高，

氧气稀薄，妻子曾经的描述成了难熬的现

实，“缺氧，根本睡不着。”

除了睡眠，让他不适应的还有饮食。

“当地吃得偏油、偏辣，我吃惯了杭州饭菜，

吃不惯，所以经常在办公室煮面。”

现在，王东军每晚都给妻子打个视频

电话。尽管电话两头相隔 2000 多公里，这

20分钟的交流，对这对中年夫妻也已足够。

说起“萧山班”里的事，王东军变得滔

滔不绝，“这边的孩子非常淳朴可爱，心智

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小，老师说的话孩子们

听得进去。”他也发现，有些孩子较调皮，和

同伴有矛盾，嘴边就挂着“干架”与“单挑”。

“遇到犯错误的孩子，要了解他的成长

环境，搞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每个孩子

都不一样，如果急于批评，会适得其反。”

王东军说：“我想试试用我的方式，培

育这片土地上的孩子。支教计划是一年，

但如果身体允许，我愿意再待下去。”

志趣相投的一对人

王东军和张苏伊都是河南开封人。

1994年，王东军来到杭州教书，一年后认识

了来找教师工作的老乡张苏伊，“我和她是

一见钟情。”后来，两个教书匠走到了一起，

在杭州结了婚。

2021 年，张苏伊去了青海支教。当西

北的荒漠从教科书里跳出突现眼前，那瞬

间不是用“震撼”两字能概括的，“那是一种

从未有过的荒凉感”，她话锋一转，“但是，

我并不后悔。”

2021 年 6 月 19 日下午，张苏伊和几位

同事去家访，学生父母是青海的牧民。因

为天黑路远、半路下雨等原因，六户人家的

走访成了一场艰辛的征途，“事先不知道要

那么久，没带吃的，走到第五家时，实在饿

坏了，都准备开口要吃的了。”张苏伊回忆。

一到，学生家长正好邀约，“老师们，我

们准备了面条、馍馍和菜，吃点吧。”

回到家，已是深夜 11 点 35 分。张苏伊

在日记里回忆起那碗面条，“劲道、给力、美

味，终生难忘！”日记里，张苏伊还总结了那

天家访给她的启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

今夏，见丈夫也要去支教，她在一众亲

戚好友的反对声中投出赞成票。“我太了解

他了，了解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

的事，所以我支持他。我们俩骨子里一样，

向往着诗和远方，不愿意一辈子窝在一个

地方。” 本报见习记者 马庆隆

“我们俩骨子里一样，向往诗和远方”
杭州一对教师夫妻相继去青海、四川支教

本报记者 余雯雯

灵隐寺2023年祈福年历
“月德呈瑞”不久到你身边

年历已开始印制，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近期将公布领取方式

王东军老师在班里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