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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难写吗？记者走进瑞安小学课堂——

当孩子的童年遇见汉字的童年
本报记者 谢丹颖 周琳子

记者在绍兴探寻神秘“Q值”

这座房子保温又节能
本报记者 孙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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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气温开启“过山车”模式，时而
阳光灿烂、“一秒入夏”，时而阴雨连绵，
仿佛回到湿冷的冬天。每到这个时候，
居住在一幢能调节温度又节能的屋子
里，就格外让人羡慕。

在绍兴，有这样一家建筑企业，花费
十余年，致力于提升保温性能、降低房屋
能耗，并因此获得了业界大奖——绍兴
宝业集团研发的“百年宅低碳技术与住
宅能耗 Q 值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中
国节能协会颁发的2023年“节能减排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宝业集团也是此次唯
一获一等奖的浙江企业。

什么是“Q值”？对比此前通用的单
一测量建筑门窗、墙体等部位节能规范
的指标，“Q值”从建筑物整体出发，是更
加综合、精准的衡量房屋保温性能的指
标，房屋的“Q值”越低，房间保温性能便
越好。基于此，宝业集团将该研究实际
应用到了住宅建造的全过程中，将建筑
使用能耗降低了53.9%。

近日，我来到宝业集团实地参观了
住宅区、实验大楼、装配车间等地，探寻
神秘的“Q值”。

这面墙手感独特

为更加直观地感受“Q值”技术在住
宅端的运用，首站，我来到了由宝业集团
开发的绍兴大坂绿园小区。

刚迈进业主凌先生家中，我便感
受到扑面而来的暖流。尽管当时室外
的温度只有 10 摄氏度不到，但我留意
到，凌先生家中的温度计显示，室内温
度仍达到了 19 摄氏度。凌先生告诉
我，以前的住处冬冷夏热，想要室温整
日保持在 20 摄氏度上下，冬天光燃气
费就要日均 100 多元。现在搬到新家，
每天的燃气费才 20 多元。“房屋保温性
能好，家中老人和小朋友体感更舒适
了，也为业主实实在在地省下了真金
白银。”

这座住宅为何既保温又节能？在凌
先生家中，我的目光被一堵别致的墙体

所吸引。对比室内其他表面平整光滑的
墙面，这面墙的表层还铺满了波浪式的
纹路。用手抚摸墙面，能感受到纹理之
间布满的大量毛细孔。工作人员介绍，
这种墙体采用“呼吸砖”材质，能调节室
内空气的温度、湿度。

谈及“Q 值”技术的研发初衷，裘水
富对我说，由于当前我国执行的建筑能
耗计量指标只对门窗、墙体、屋顶等模块
的能耗值进行分散化测量，而综合节能
效果缺乏统一指标。为计算出更全面的
房屋能耗值，宝业集团不仅对建筑物的
整体保温隔热性能进行计量，还实现了
对毛坯主体、外墙粉刷、内保温等各阶段
进行全过程的能耗检测。

“目前，国内普通的民用建筑要达
到室内相同冷热舒适度，能耗使用高出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两到三倍。因此，

‘Q 值’计量及低碳技术的应用，不仅能
为建筑业能耗碳排降低提供基础性数
据和技术支撑，也将大幅降低房地产建
筑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比例。”裘

水富说。

“楼中楼”尝尽冷暖

降低“Q值”的技术从哪里来？答案
藏在宝业集团的一座“楼中楼”里。

走进宝业集团实验大楼，一座 2 层
高的实验室印入我的眼帘。从外部看，
实验室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
俱全，与正常公寓无异，但这座“楼中楼”
配备的黑科技可不少。

身处“室外”不到 5 分钟，豆大的汗
珠便开始落下。走入室内，我立马感受
到了较为舒适的温度。来到温度计前，
我发现，此时屋外的温度被设定在40摄
氏度，室内温度则为26摄氏度。技术人
员告诉我，实验室内正在进行房屋能耗
数值测试：通过在温差环境下分别测算
室内空气和墙体的表面温度，从而得出
房屋的耗能与保温性能数值。

技术人员介绍，自 2006 年起，这幢
用于测量房屋节能保温各项实验数据的

“楼中楼”，几乎每天都在“极端环境”中
不停接受考验，不仅会在零下46摄氏度
的“极地严寒”模式与60摄氏度“沙漠酷
暑”模式中随机切换，雨雪、暴晒、台风等
各种恶劣的天气也会轮番登场，用于测
试建筑温度、湿度、密封性、保温性等整
体性能，从而获得建筑设计施工和材料
应用各方面的数据。

实验室内，我还留意到了一块被喷
火器反复炙烤的板材。走上前查看时
发现，仪器上显示的两组数据差值对比
十分醒目：681 与 14.2。技术人员告诉
我，仪器中正进行的是板材隔热防火效
果的测试，两组数据分别为实时状态下
火焰的温度及板材背面的温度。在工
作人员的鼓励下，我小心翼翼地去尝试
触碰板材背面，略带温热的触感从指尖
传来。

一块不足 2 厘米厚的板材，何以抵
御近7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裘水富告
诉我，隔热的关键是板材质地。通过在
实验室内对混凝土、金属、秸秆等不同材

质的板材进行高温测试对比后，技术人
员发现，由植物秸秆为填充料制作而成
的板材不仅强度高，保温性、防火性同样
出众。

“防火，说明热传导效率低，兼顾
保 温 的 同 时 ，也 给 安 全 再 上 一 把

‘锁’。”裘水富说。在技术攻坚的 17 年
中，得益于这座全天候的实验室，研究
院在此测得的数万组不同模式下的能
耗数据，为“Q 值”技术的研发应用及
房屋建材、外墙、门窗等产品的创新与
改进提供了支撑。

像搭积木一样高效建房

来到宝业工业园一幢高楼的装配现
场，我惊讶地发现，房屋的建造过程更好
似搭积木一般简单高效。建筑用的构件
运至工地，便由机械手进行吊装、拼接、
加固等，随即便被组合成一间间房、一层
层楼⋯⋯

宝业现代建筑工业化制造公司负责

人王磊对我说，想要高效、节能地盖房
子，关键在于精准的建筑工业化生产。
我跟随他来到占地 1500 亩的宝业集团
建筑工业化制造基地，目睹了“鼠标加水
泥”的生产过程。

随着工人师傅按下启动按钮，偌大
的机械手臂开始在建筑构件上灵巧地画
下一条条笔直的白线。据工作人员介
绍，机械手臂不仅可以根据设计图制作
任意形状的模板，像开窗、预埋线管、布
钢筋等工序也都能进行自动标识，精度
甚至能达到正负1毫米左右。

自动标注完成后，这些建筑构件便
马不停蹄地进入了下一道工序。车间
里，我看到露天堆放的水泥、黄砂、石子
在被预拌成混凝土后，便立马被自动输
送到巨大的漏斗中。在电脑的控制下，
混凝土在轰鸣的机械声中被分毫不差地
浇注到两块水泥板材中，形塑成三明治
一般的双面叠合墙体。随后，一块块“三
明治”由传送带运输至密闭养护室，进行
8个小时的加温养护。

根据我的观察，从开始制模到送入
养护室，若干道工序仅花费不到20分钟
的时间，便完成了 3 块 3 米×3 米、重 2
吨多的标准混凝土预制墙体的浇注。现
场只有寥寥几位工人实时监督，多数工
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

我了解到，由于部品件已在工厂事
先造好，不仅现场施工的污染、能耗水平
大幅降低，工期也比传统建造方式缩短
三成以上。“据测算，一幢装配式房屋的
装配率可达 87%，提升建筑质量的同
时，还具有节材 70%、节水 36%、节能
30%、减少建筑垃圾 71%等优势，从建
材源头上降低碳排量。”王磊说。

孙一鹏孙一鹏

实验室中，板材正在进行隔热防火效果测试。 受访者供图采用“呼吸砖”材质的墙体。 受访者供图

驱车沿着飞云江一路南行，在颇具
江南风格的忠义古街拐几个弯，便抵达
了此行的目的地——瑞安市实验小学。

这所由甲骨文字学“开山鼻祖”孙诒
让创办的百年名校，满园翠绿。穿梭其
间，我们与几名身着校服的孩童擦肩而
过——只见跑在前头的孩子，手拿一块
红色甲骨文磁吸，贴到蓝色磁板上，笑问
同伴“这是什么字”，发起认字挑战邀请。

“这是学校新鲜出炉的甲骨文识字
道具，字不全，还在‘试运营’阶段。”瑞安
市实验小学校长项建达介绍道，自从
2017年启动“甲骨文进校园”，如今无论
是新装的电子大屏，还是古韵十足的木
头柱上、石板路边，无论是在课堂还是课
间游戏中，甲骨文元素已无处不在。

当孩子的童年遇见汉字的童年，甲
骨文字学，这个被称为“全网最冷门”的
专业，是如何真正走进小学课堂，并备受
10 后孩子的喜爱？当下的学校教育，又
该如何接纳此类课程？我们走进课堂，
当了一回助教，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一
探究竟。

开讲：“穿越”回商朝

“我们今天要结合书法给孩子们上
甲骨文课。”95 后老师胡小瑞边向我们
介绍，边递来一沓红纸，让我们这两名新
助教发给孩子们。这堂课的教学内容是

“龙”字的识字和书写。书写用纸，也对
应换成了四方红纸和楹联纸。

这时学生正陆续进教室。他们的座
位并不固定，熟识的几人结伴而坐。几
个小脑袋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聊天间隙，
转头对我们几个新面孔偷偷瞄几眼。

沐浴在轻松的氛围中，本以为课堂
也主打一个优哉游哉。但当铃声一响，
胡小瑞一开口、一拍手，课程进度便开始

“狂飙”。
数字板书上，出现了一屏幕的甲骨

文，一个个都“张牙舞爪”。
“它们都是甲骨文‘龙’的常见字形。”

胡小瑞年纪不大，对甲骨文了解不少，指
着大屏上的字说道。2017年成为该校语
文老师、接受学校甲骨文专业培训的她，
熟稔地旁征博引，用故事和视频，带大家

“穿越”回商朝，她介绍：“龙”写法多样，但
都形似——头有冠，三角龙头、蛇身大口、
獠牙外露，乃龙侧身正视之形。

而对甲骨文比较陌生的我们，幸好
在课前参与了备课，才不至于在学生身

侧做助教时被问倒。
“龙为何戴着帽子？”有学生提问。
“与‘凤’相似，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

这样解释：这顶冠，本意刻刀，也可以理
解为木头，是人的工具，这也意味着，龙
是古人根据想象造出来的神物。”我们想
起备课笔记中的内容，回应道。

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讨论，在快
问快答中，老师和学生，还有我们这两位
助教，已经深入甲骨文的释义，将“龙”字
的故事娓娓道来。除此之外，课上还常
常拓展开去，复习之前已学的老字、联想
后续将学的新字。

一个小时眨眼过半，课堂进入后半
程书写环节。“先画龙冠，再画龙须，随后
要甩尾。”我们在长桌边向学生们重复着
书写的步骤，将甲骨文分解成一个个形
象的样子，加深学生对新字的印象。学
生个个落笔成型，和书写甲骨文已经信
手熟稔的学生相比，我们也试了试，但要
不写得过细少点霸气，要不写得太粗略
显臃肿。看来写好甲骨文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

“边想画面边写字，才能写得好。”刚
接触甲骨文书法的五年级学生李蔡明骏
已有独到见解，沾墨、提笔，一气呵成。

在他看来，笔下不仅是横竖笔画，“这是
千年前古人通过对自然的仔细观察，呈
现出来的直白象形图画”。

课间：随处可“玩”甲骨文

甲骨文常被称为“冷门绝学”。我们
这初来乍到的甲骨文助教，想要短时间

里对甲骨文有更多了解、多出教学的点
子，难度不少。

课间，我们就抓紧时间向项建达进
行“十万个为什么式”的发问：“为什么甲
骨文在我们学校能够推广？”“我们的教
材又是怎么来的？”“除了拓展课和语文
课，甲骨文还能融入哪些学科？”⋯⋯

项建达听完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给

我们留了个悬念：“答案都在校园里。”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逛起了校园。

迎面的第一栋教学楼一楼正中，我们找
到了学校创始人孙诒让的雕塑。他是中
国第一部甲骨文字研究专著《契文举例》
的作者。学生们告诉我们，孙先生完成
这部巨著的地方，就在学校仅一墙之隔
的玉海楼。因此，瑞安也成了甲骨文研
究的发祥地。

“学校的在地资源，就是最好的甲骨
文推广基础。”我们向项建达分享找到的
答案，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甲骨文传承
进校园，于我们而言，是国事，更算家
事。”项建达坦言，自 2017 年起，瑞安市
实验小学就开始与瑞安市甲骨文学会合
作，学会负责师资培训、专业指导；学校
负责课程开发、教学及教材编写，“专业
人干专业事”。

“但也是摸着石子过河，仍在不断调
整和精进。”来到教研会议室，项建达递
来一本最新版甲骨文分段识字教材，补
充道，除了把甲骨文带进课堂，学校还常
把老师的培训地、学生的书法桌，搬进隔
壁玉海楼，与瑞安市甲骨文学会一起，

“体验一把孙诒让先生创作时的感受”。
我们翻开教材，一个个象形字的演

变过程清晰地展现着，一侧还留有描红，
让学生临摹。零基础的我们也津津有味
地对照着教材，玩起了猜字、解字的
游戏。

“天空下雨丝，是‘雨’字。雨从丝变
点，便成了‘雹’⋯⋯”

“两根杆子之间交织着交错的丝线，
像不像渔网的‘网’？”

没想到，这些不成熟的猜测，得到了
教材的编撰者之一、瑞安市甲骨文学会
会长曾定煜的肯定，“你们看，甲骨文没
想象中那么难！”

一路穿过学校，随处都是可以“玩”
的甲骨文。摆在学校各处的上弦“月”、
峰峦连“山”磁吸，一眼便能认出；给些提
示，辨认悬挂着的十二生肖吊牌，也不在
话下；稍加解释，更是能现场对着墙上的
甲骨文装饰画，通读几句。

“好玩！”对于已参加满两期甲骨文
拓展班的五年级学生冯宇彤来说，甲骨
文更是一门兴趣、一种乐趣，“就像在玩
游戏。”

“如果教材里的文字演变过程，能够
和这些猜字小品结合，学生猜了字后，没
有老师在也能获得答案，又进一步了解
这个字的演变过程，是不是能让教学从

课堂走向课余？”一路边看边学，我们把
自己的学习需求和游戏的体验结合，给
项建达提出了建议。

“这正是我们下一步打算做的事
情！真正寓教于乐。”项建达说。

课后：进校园并非终点

让孩子们对甲骨文的学习产生兴
趣，也是瑞安市实验小学语文老师王彩
婷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在孩子识字的启
蒙阶段，通过一部分简单的甲骨文象形
字，演示汉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孩子们
明显兴趣更浓。”王彩婷是学校首批接受
甲骨文培训的老师，现已担任瑞安市甲
骨文学会副秘书长，“在瑞安市实验小
学，甲骨文的教学已经渗透进日常的课
堂中。现在，我们要求学校的每个年级
每个孩子每个学期，认识30个甲骨文。”

甲骨文课程在瑞安市实验小学这么
红火，可是我们却发现这门课程走进其
他学校不太顺利。“同意甲骨文进校园的
学校还是比较少的。”曾定煜说，有相熟
的老师曾告诉他，囿于教学压力大，没有
学校、政策的硬支持，少有老师会选择花
费课余精力再去备课、研究甲骨文。

“我们也听到有人说，现在又不用甲
骨文了，学习甲骨文是无用之事。但甲
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源头，是蕴含中国古
老文明的瑰宝，孩子们接触了、知道了，
未必不会推开一扇窗。”曾定煜说。

在他看来，甲骨文如此美好，会成为
孩子生命中的光亮。“应该抱有更多可能
的心态。埋下一颗种子，万一收获一片
树林呢？”

当前，通过教师交流、学校经验输
出，瑞安市的另外两所学校——侨贸学
校、陶山镇中心小学也开始引进甲骨文
教学。

“今年，我们首次尝试以‘我是甲骨
文化传承人’为主题，让全校学生通过查
一查、读一读、写一写、创一创等方式说
甲骨故事、写甲骨书法、做甲骨文创⋯⋯
当孩子的童年遇见文字的童年，碰撞结
果非常精彩。”项建达笑道。

记者（左一）体验甲骨文书法。 拍友 孙凛 摄

小学生参与甲骨文游戏。 拍友 孙凛 摄

谢丹颖 周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