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家遠本是一位有㠥8年教齡的中學
教師。2000年，在興趣驅使和個

人堅持下，他返回學堂，在青島大學
攻讀漢語言文學研究生，一家三口在
附近租住小房子。

教女兒演變成開班

期間，他輔導自己4歲的女兒和朋友
的一個孩子，學習誦讀唐詩宋詞，這

大概算是古詩班的雛形。「誰也沒曾
想過，這一教就是13年。」2003年，
崔家遠來到黃島工作，古詩班沒有因

此停止。在所居的小區內，崔家遠每
個周末用兩個小時帶孩子誦讀唐詩宋
詞，而這一切都是免費的。

學員由4歲至13歲

「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
煙⋯⋯」還沒走進客廳，整齊的讀書
聲就先飄進了記者的耳朵。客廳的茶
几旁圍㠥十三個孩子，每一個都坐得
端端正正，一邊目不轉睛地盯㠥課
本，一邊抑揚頓挫地唸㠥。「這些孩
子最小的4歲，最大的13歲，都學得很
認真。」看㠥孩子們沉浸在詩中陶醉

的樣子，崔家遠的妻子張華向記者一
邊介紹㠥，一邊給孩子們倒水，「孩
子們一會兒休息的時候要喝水，先提
前涼㠥。」

十年來，崔家遠搬過四次家，每到
新地方，古詩班總引來一些新學員。
13歲的楊億田已是老學員了，「自從
崔老師搬家後，因路途較遠，有兩年
時間不方便來上課，不過現在家裡買
了車，又可來學習了！」楊億田顯得
很高興，這次他還帶來新同學—他4歲
的妹妹。

寬容教學深受愛戴

為了教好孩子們，崔家遠可以說是煞
費苦心。「你們幾把火能把這首詩『燒』
熟了？」「三把火！」意思是背了三
遍，大伙兒背熟了，崔家遠就開始讓每
個人單獨背一遍，並一邊把每個孩子的
情況記錄在本子上。記者注意到現在這
本工作簿已經快用完了，上面寫的密密
麻麻，全是每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他還
想了許多方法把課堂變得生動有趣，不
僅會在課堂上播放古典音樂，也常講故
事，寬容、隨和的教學方法深受家長和

孩子愛戴。

堅持背書潛移默化

「我的孩子喜歡來這裡，不僅僅是可
以學知識，而且有那麼多孩子可以一起
玩耍。」一名家長阮蘭芳女士說，「這
裡不同於幼兒園，孩子們沒有約束，完
全憑興趣學習。」阮女士的女兒雖然只
有5歲，但是現在已經能熟練背出好多
首古詩了，對人也非常有禮貌。

「滿腹經綸下，人的精神氣質肯定
會不大一樣。」崔家遠堅持背誦詩
書，對孩子起㠥潛移默化的作用。

「上一批小孩有30多個，他們大都
是我女兒文碩的同學。」張華回憶
道，很多孩子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跟
崔家遠學習古典文學，一連九年，直
到初三畢業。剛上高一的陳國相就是
其中之一，他告訴記者，不僅是詩
詞，崔老師還教了他們《道德經》、

《詩經》、《易經》等。陳國相的父親
非常佩服崔家遠：「當年幾十個孩子
一起去學習，隱性的支出是必不可少
的，可是崔老師連教材都免費提供，
並且一直帶了他們九年。」

回憶剛開始教學時，崔家遠表示也
聽過「讀這玩意有啥用」的質疑聲，
但崔家遠卻未曾動搖，他始終認為：

「雖然誦讀過程中，孩子們可能不了解
字意，但讀多了就會慢慢理解，並對
其成長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誦讀
經典的效果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但孩
子們一點一滴的改變卻給了崔家遠莫
大的動力。

2009年前後，崔家遠單位經常加
班，有時他只能從單位急匆匆地跑回
家，給孩子們上完課，再返回單位加
班。「我想過放棄，但是我喜歡孩
子。」崔家遠真誠地說，「那段時間
確實太累，好在我堅持下來。」

妻子和女兒的支持是崔家遠最堅強
的後盾。「我爸爸十幾年來將自己的
愛好變成了一種習慣，我和媽媽非常
支持他，他既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老
師。」上高一的女兒文碩談到父親，
表露幸福、自豪之情。

「你應當用業餘時間提
高文學修養，文學修養提
高了寫作水平也會提高起
來！」這是1968年時任中
國文化部部長茅盾在給孟
秋的信中，對他提出的殷
切希望和要求。

「我自幼熱愛文學，年
輕時特別崇拜魯迅和茅
盾！」孟秋說，20多歲時
他曾三次去信時任文化部
長茅盾，得到茅盾悉心指導。茅盾給孟秋的回信，字裡行間裡透露出一代
文學大師對一個文學新人的關心與呵護。

手捧發黃的書信，孟秋仍顯激動。他說，茅盾先生66歲那年，他正好22
歲，當年能得到先生三封親筆信的精要指點，他感覺十分幸運和幸福。為
不辜負茅盾先生的厚愛，孟秋正在寫作長篇小說《青春與愛情》。整書分
為四部四十章一百二十回，共計120多萬字，目前已完成第一部。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法
院
職
工

1月3日，記者來到宣漢縣黃石鄉一
個小名葦桿嶺的地方，見到了孟

秋。孟秋是筆名，他本姓何，如今已74歲
高齡，是黃石鄉中心校的一名退休教師。

十年鑽研數秒查字

「我從事了38年中小學語文教學工作，
發現查字典是初學漢字者的一大難事，」
孟秋說，「就目前常用的查字法有兩種：
一種是音序查字法，不認識的字不能查；
另一種是部首查字法，不僅速度非常慢且
十分繁瑣，沿用了一千多年。」這是他30
多年教師生涯的一個糾結，因此在退休後
開始積極研究速查字典法。他在實踐中不
斷探索總結，歷經十餘年艱苦實踐，終於
在1998年發明了「秒字法」。

所謂「秒字法」，就是在一至數秒之
內，能查到某字在檢字表的某頁，從而快
速地弄懂某字的含義。記者發現，孟秋對
字典的檢字表部分進行了重新整理，收錄
了1萬多個漢字，只要掌握了「秒字法」
要領，就能在數秒鐘內知道某字在某頁。

尋合作人捐出成果

隨後，記者對孟秋進
行 了 現 場 「 測 試 」，

「鼠」、「鰲」⋯⋯一
個個生僻字，他果
真在短短幾秒鐘

之內便說出在第幾頁。「『秒字法』科
學、簡易、準確、神速，有圖示歌訣，生
動形象，無『難繁慢』的煩惱。」孟秋
說，即使初學漢字的小學生也能很快掌握
要領。

記者欲了解其中的奧秘，孟秋說那是他
的核心機密，只有找到合適的受捐贈者或
是合作者，他才能公開。

註冊專利求路無門

孟秋領㠥記者走進他的「陋室」，只見
一個大衣櫃裡堆滿了他的研究資料，堆放
在書桌上足2米多高。孟秋告訴記者，他
最大的願望是將成果無償獻給國家，造福
全社會。

2002年，孟秋在兩個兒子陪同下，赴國
家知識產權局，被告知該成果不屬知識產
權範疇。隨後，他又來到國家教育部語言
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國社科
院語言研究所，還赴成
都、重慶、廣州等地
求 助 ， 均 未 能 如
願。

漢文化傳播速度日益加快，研發一種快捷、簡便、適用的
檢字法顯得尤為迫切。四川辭書出版社總編輯冷玉龍

說，近年來，新檢字法層出不窮，有二、三百種
之多，卻沒有一種能得到廣泛運用。究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部
首、音序等檢字法有幾百上千年歷
史，長期的習慣難以改變；其次，如
今一些新的檢字法多數只是在某些方
面有所進步，而沒有質的突破；第
三，檢字法不能申請知識產權保護，
研究者擔心洩密，往往不願公開自己
的成果，導致成果轉換緩慢；第
四，對檢字法的研究多為民間自
覺，沒有權威部門進行認定和統
籌，導致力量分散、局面混亂。

對此，有關部門是否應該嘗試在
知識產權保護、成果申報鑒定等方
面進行創新，為新檢字法的誕生鋪
平道路？是否應該整合民間眾多

「孟秋」的力量，博採眾長，在檢字
法的研究上有一個質的突破？都是

學界關切的問題。

四川省宣漢縣黃石鄉一位退休教師孟秋，年屆七旬對教育事業依然孜

孜不倦，因感傳統查字典方法「難繁慢」，對小學生學習漢字帶來諸多障

礙，故退休十餘年來不斷努力研究，終發明了速查字典法「秒字法」，讓

學生在查字典時更快捷簡便。雖然有關方法拿不到專利，孟秋仍願意免

費把發明獻給社會，正尋求合作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宣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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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字法亟待簡化

三獲茅盾指導
成就文學人生

■茅盾先生給孟秋的書信。 本報四川傳真

■循循善誘的崔家遠和認真學習的孩子們。

本報青島傳真

山東青島市黃島區法院職工崔家遠的國學誦讀班，細細算來已辦了十三個春秋，算得上是遠近聞

名。深信「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崔老師在家中設私塾，利用公餘時間免費教導小孩唐宋詩詞、聖賢經

典，以冀透過背誦，對成長起潛移默化作用。在誦讀班孩子的家長心中，崔家遠「十幾年如一日，持

之以㞫的愛心無與倫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桂麗、實習記者 段月 青島報道法
院
職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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