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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路人
黄燕妮

离我家几十里的炎陵县三中环境优

美、文化底蕴丰厚，教学质量也高，是很多

人向往的学校。我如愿在那里读初中后，发

现那里的老师年轻有活力，不但学识渊博

还幽默风趣。

只是语文老师不得我心。他的形象很

奇怪，五十岁左右，三七分的头发梳得溜

光，戴着圆片眼镜；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洗得

发白，因为面料缩水衣长变短，于是拆了下

边线，露出里衬的灰边；脚上套了双暗红色

雨鞋，站在教室门口，就能闻到一股花露水

味。班长喊一声“起立”，他迈着赵本山式的

步伐走上讲台，左边嘴角往上一拉说：“同

学们好！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叫邓中柱，

邓小平的邓，名字取中流砥柱二字……”说

话间，一个镶了银片的牙齿在唇间格外闪

眼，后面几位男同学低声笑，我埋着头，使

劲咬住嘴唇，生怕憋不住笑出声来。

接下来的语文课堂似一潭死水。他每

次上课都把黑板写得满满的，还要求我们

写字时身体和作业本必须端正，写出来的

字笔画要清晰规矩，间隔要匀称。在白纸上

书写，行行都要平行笔直，不能上翘也不能

似蛇溜水。还有课文中的标点符号、段落层

次、过渡段的作用及运用，写作方法等，都

讲得一清二楚……

总之让人兴趣全无。有一天，他讲契诃

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又穿着那双暗红

色套鞋，背着身子在黑板上分析别里科夫

这一角色，说别里科夫思想保守、排斥积极

新鲜的生活方式。我忽然听到后排有声音，

转身一看，只见他们眼睛盯着老师的红套

鞋笑个不停。大家立马会意，这不就是活生

生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吗？从此，大家私下

都叫他“装在套子里的人”。

整个学期，“装在套子里

的人”用他起伏不大的声音嘤

嘤嗡嗡给我们讲课，一板一眼

地在黑板上写字。坐在后排的

同学干脆把他讲课当成催眠

曲。我们几个小个子坐在讲台

下，实在不好意思在他的眼皮

底下睡，于是从图书室借了几

本《中学生作文选》，一上语文

课我们就看作文，计划参加征文比赛。

一次，“装在套子里的人”正在讲议论

文如何用论据论证论点，他在黑板上板书

课文中引用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并

要我们做笔记。我当时全神贯注修改作

文，没注意他走到我身边。他把我的文章

拿着看了看，说：“上甲课做乙事，行吗？不

过，此文行笔流畅，足见功底扎实，但选材

和情感表达上，如果变通一下，效果会更

佳。下课到我办公室去……”课后，我乖乖

地走到他办公室，他用红笔在稿子上勾勾

画画，然后跟我讲了一大通关于写作选材

要如何规避大众，学会变通，表达情感如

何小中见大之类的话。边上的老师笑他：

“邓老师出绝招了……”我第一次这么认

真地听他讲解，按照他的思路，我把文章改

好并投稿参加作文比赛，结果出来，我竟然

得了一等奖，把同学们羡慕得不行。

我们才发现，其实“装在套子里的人”

很可爱，讲课其实很多干货。慢慢地，我

们也习惯了看他溜光的头发，闻他身上

飘出的花露水味，而他脚上那双暗红色

套鞋也越看越顺眼了。他上课仍然会工

工整整地写满一黑板，我们也开始学着

他的样子在作业本上工工整整地记着。

偶尔，他也会缓和一下课堂气氛，给我们

学几句当时热播电视剧《追妻三人行》中

牛 妈（角 色 名）的 经 典 台 词“ 浪 花 一 朵

朵”，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三年时间很快过去，我后来如愿考上

攸县师范。面试结束时，当校长指着我跟旁

边的面试老师说：“这是我们县里的语文单

科第一，她的语文老师是市优秀教师邓中

柱……”我真的很骄傲。

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

都会有自己的“引路人”，在

那些追光而行的懵懂岁月，

在那些躁动纯真的青春年

代，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今天，我也成了别人的“引路

人”，我也学着邓老师一样，

教追光少年“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的道理……

摇动另一棵树
陈朝阳

每逢节假日，我的手机里都会准时收到周蓓

发来的祝福短信。

每次收到祝福，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身材矮小、

面容清秀、嘴角微微上扬露出倔强表情的女孩来。

周蓓是我十五年前教过的学生。她在班上很

普通，寡言少语，默默无闻，就像一滴水渗透在班

级里。她穿着朴素甚至有些寒酸，宽大的衣服套在

她单薄的身体上显得空空荡荡。她的鞋子也总是

长了一码，尽管鞋带系得挺紧但穿在脚上总显得

不太协调。有几次晨练跑步，她都跑得磕磕绊绊，

不是把鞋跑掉了，就是被后面的同学踩住了鞋跟。

她难堪得满脸通红，周围的同学却窃笑不已。

午休时间，我把周蓓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

她的家庭情况。刚开始，她有些抵触，经过我再三开

导，并且跟她许诺：她跟我说的我决不再传，这是我

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她才终于向我敞开心扉，打

开了话匣子。

原来，周蓓家孩子很多，她上面有三个姐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人多、家庭经济拮据，因此周

蓓的衣服、鞋子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

虽然开学只有两个星期，但我对自己未及时

掌握周蓓的家庭情况而自责。问清了周蓓衣服和

鞋子的大小尺寸后，第二天我去镇上赶集，就买了

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子送给她。

此后，我还在课堂上经常让周蓓回答问题，并

且在课后深入了解她的思想动态，鼓励她积极参

加学校和班级活动，与同学们交朋友。随着时光流

逝，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眼神变得越来越自

信，与同学之间的说笑也多了起来。

一年一度的校运会如约而至，三千米长跑项

目，人人都畏之如虎。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静

寂的班会课上响起了清脆的声音：“老师，我报名参

加3000米长跑。”我看到了周蓓举起手在示意。

其实，我有点担心小小个子的周蓓能否顺利

完成这项任务。但“滥竽充数总比没人报名强”，我

这样安慰自己。

三千米长跑的枪声响了。在一、二、三圈里，周

蓓不徐不疾地跑着，她紧跟其他选手的步伐，神情

自若。到了后半程，她暗暗发力，步伐明显加快。渐

渐地，她领先别人一圈，看到这小小的躯体内竟蕴

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我情不自禁地在跑道外为

她呼喊：“周蓓，加油，加油……”

周蓓的步伐越来越快，就在我认为她稳操胜券

的时候，突然，她被一块石头绊倒了。腿被磕掉一块

皮，渗出了血迹。她坚强地站起来，又继续向前跑

去。面对此情此景，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我几

乎是在咆哮：“小心！周蓓！你已经是最好的了

……”周蓓忍着伤痛但保持着绝对优势遥遥领

先，最后夺冠的姿态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

校运会后，我在班上也浓墨重彩地表扬了周蓓这种

永不言弃、奋力拼搏的精神。周蓓也被班上雷鸣般的掌

声感动得泪水涟涟。我知道，自信的种子从此会在周蓓的

心里生根发芽，从此积极乐观地面对学习、生活和工作。

回首教育之路，有快乐，有充实，有思考，有感

悟。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写

道：“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诚然是哉！

有一种美好叫做行走在教育的旅程中，时刻

欣赏着沿途曼妙的风景；有一种幸福叫做遥忆春

风抚绿的时光，温暖弥散出震颤心灵的魅力。

第一个教师节
刘年贵

三十多年前，我师专毕业，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初中。

或许，那样的穷乡僻壤，难得有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到

来。故而，我一过去，学校让我担任全校仅有的一个初三毕业

班的班主任。

开学已有一周了，我对照上期学生花名册统计入学人数，

发现有好几位学生没来报到。那时候，国家尚未实施义务教

育，每个学期都会有学生流失。但让我不解的是，其中有位叫

周林枫的女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学校考中专的“希望种

子”（那时候很多成绩好的学生都会报考中专，因为毕业包分

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初三又是毕业升学至关重

要的一年，她没有不来报到的理由啊？

教师节那天，学校放了一天的假，我决定去周林枫家看

个究竟。我先是在镇上买了新书包、笔记本和几斤苹果，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终于到了她家，她家房屋由四堵

两三米高的土墙围成，几根拳头大的木柴搭在南北墙之间，

木柴之间盖着杉树皮，那就算作屋顶了。房屋四面透光，屋

内靠东墙边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床上的被子又脏又破，露

出黑色的棉絮，床底铺着的稻草杂乱地伸出了床沿。床边堆

了几个落满灰尘的破木箱，箱子上放着一些书。房屋中间放

着一张破四方桌，桌子断了一条腿，下面用砖头垫着，桌子

旁边摆着两张破竹椅。幸好墙上贴满了奖状，要不然冬天的

寒风顺着墙上的一条条裂缝灌进来，屋里会冷得像冰窖。西

墙开了个小门，通向用竹篱笆墙围起来的“厨房”，篱笆墙自

东向西倾斜，上面也是盖着杉树皮，下面是一个土灶台，灶

台上的竹篮里放着碗筷以及油盐等调味品，菜刀和小破砧

板斜靠在篮边，灶台旁边堆着柴火。

她爷爷坐在屋前空地的小矮凳上正编织着竹器，由于彼

此语言不通，我比划了大半天老人家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这

时周林枫恰好拾柴火回来，小山一样的柴火几乎盖住了她瘦

小的身体，我一个箭步上前接过她肩上的柴火。

周林枫很不幸，在她一岁时，父亲意外身亡，母亲抛下她

改嫁，留下她和年迈多病的爷爷相依为命，家庭收入主要靠着

爷爷编织竹器卖钱，周林枫也很想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

可是这样的家境实在难以为继了，她打算把庄稼收了之后，就

跟着别人南下打工，说到这，她流泪了。我忍着悲痛安慰她：老

师这次家访，就是希望你能重返学校，人越是在最困难的时

候，越是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你的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学校

会为你减免学费，同时为你向政府申请贫困补助，今后要是生

活有什么困难，老师我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的。说完我拿出

了买给她的东西，她激动地双手接过。她爷爷被我感动了，跟

她嘀咕了好一阵，决定第二天来校报到，她跟我说，爷爷说您

是个好人。

我欣慰地点点头，掏出身上的 30元钱塞给她：“这是老师

的一点心意，之前落下的功课，到校之后会给你补回来的。”说

罢我起身和他们道别。这是我人生之中的第一个教师节，多年

后，我再回忆，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礼物
李巧文

那一年，我带的 401班从高二进入高三。

开学不久，就是教师节。

教师节那天，我来到教室。张娟神秘地挡住了我：“老师，等一下。”一

会儿，学习委员拿出一个小盒子过来，双手交给我：“老师，节日快乐！”

副班长接着过来，拿出一个大盒子给我：“老师，节日快乐！”接着班长过

来，手里拿着一大束火红玫瑰递给我：“老师，节日快乐！”然后所有同学

齐声说：“老师，节日快乐！”我一一接过，内心激动，表面镇定：“谢谢，谢

谢你们！”

学生送给我的是一个喝茶的小杯子和一个舞蹈雕塑。他们说，杯子是

希望我能多喝水润嗓子，雕塑的艺术造型，代表了我们班的形象，玫瑰则

代表爱。礼物并不贵重，我却非常欢喜。教师节后，我把雕塑放在我办公室

的桌子上，这一放就是好多年。

我带的是一个艺术班。从高一到高三，我几乎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刚

进高一时，他们大多还羞羞怯怯，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左顾右盼。很快我

就熟悉了他们。方正活泼开朗，爱说爱笑；锦程沉默寡言，不喜张扬；罗艳

通情达理，秀外慧中；苏佳活泼开朗，大大咧咧；小鹏坚韧刻苦，鹤立鸡群；

婷婷温和柔韧，外柔内刚……一说起他们，我如数家珍。进入高二，他们脸

上少了一些羞怯，多了些稳重。后来，我开展了班级文化建设，班上有了自

己的班徽、班歌和班级口号。班歌是由班上的学生作词作曲，经过修改而

成。多年后，有学生跟我说起班歌，仍然能唱：“燃烧青春之火追逐太阳，宁

静港口向往浩瀚海洋……绽放光芒努力去开创，破晓黎明向往灿烂阳光

……”他们的艺术特长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学校和县里演出多，获奖频频。

生日那天，我一走进教室，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齐声唱起了《生日快

乐》歌。后面的黑板上用彩笔书写了一行大字：“祝老师生日快乐！您辛苦

了！”这一刻，我感到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有一次，我出差几天，回来

后看到黑板上还写着“班主任，快回来吧”的语句。看得出，同学们已经习

惯有我了。

最能展现我们班学生风采的要属在学校元旦联欢会上的表演了。他

们一上场，台下观众们连连称赞“这才叫专业”。在县里组织的春节联欢会

上，他们也是载歌载舞，出尽风头。四个月后，他们参加了省联考。春节后，

他们又陆陆续续参加了外省艺校的考试。3 月 10 日之后，同学们全部回

归，高考的紧张情绪慢慢浸润到大家心里，他们开始努力奋发。外省艺校

的合格通知单陆陆续续飞过来，孩子们的笑容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我也被

他们感染，跟他们一样，憧憬着高考的到来。

高考结束后，成绩出来。全班 44 人，文化过二本线 40 人，上线率 91%，

专业过线者文化全部过线，上线率百分之百。本省专业文化过线加外省合

格人数达 84%以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班上 44个人，我称之为 44朵花。这些花我用了三年时间不断浇水，管

理、呵护。从高一到高三，三年的时光里，学生成绩的好坏，思想

的波动，喜怒哀乐，无不牵动着我的心。我熟悉他们的每一个动

作，一举手一投足我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在他们成长过程中，

我表扬过，批评过，严厉过，宽容过，伤心过，苦恼过，快乐过，也

幸福过。我关注着他们，爱护着他们，温和亲切的眼神

曾使他们敞开了心扉，严厉的目光和语言也曾如刀子

一样刺痛过他们的心，但最终他们都理解了老师的良

苦用心，在节日里用鲜花回报着老师的付出，用短信

表达着他们对老师的祝福，在老师疲惫的步态里

他们感受到了老师的辛苦，学会了用温暖的话语

来抚平老师脸上的倦容。

礼物的轻重并不重要，对老师来说，哪怕

只是学生一句暖心的话语就已是对老师最好

的报答了。现在，那个舞蹈艺术造型的雕塑转

移了阵地，放在了我家中的办公桌上。看着它，

我就会想起他们。

保护一颗火种
谢 鹏

邓老师是我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兼历史老

师，她那时三十多岁，长期任教高三毕业班历史。

邓老师留一头短发，走起路来稳重干练，一天

到晚笑容满面、精神抖擞，似乎从来没有不开心的

事情。她担任班主任认真负责，除了平时上课，我

们经常看到她在办公室，要么在备课，要么在改

卷，这是邓老师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我现在清楚

地记得，我们头天晚上考过的试卷，第二天上课时

邓老师绝对改完，然后发给我们作为上课复习资

料。由于高三时间紧，邓老师千方百计为我们节约

时间，她每天在办公室提了一个开水壶，烧开一壶

水，然后立马送到教室，我们喝完了，她立即接一

壶烧开，再送到教室来。有时候，她特意到教室外，

透过玻璃窗户观察同学们听课。晚自习后，再一个

一个找同学到办公室谈心谈话。

我是主动选择了文科班，初中成绩还算可

以，没有参加中考，只参加县一中高中部提前招

生考试，提前一个月上了高中。由于家庭经济困

难造成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高一、高二时成

绩长期没有进步，总是在班级中等徘徊，我很痛

苦，也很无奈。

选择文科班有一定心理压力，我老家的读书风

气是数理化学不好的同学才不得已选择文科。我不

知道怎么评价自己的学习。理科不好吗？高一年级

数学竞赛还拿了三等奖。文科呢？我参加了1998年

全县中小学生作文竞赛，夺得二等奖，而且当年一

等奖空缺。邓老师在班级中营造积极、温馨的氛围，

稍稍缓解了我内心的忐忑焦虑。她让我深刻感受

到，学文科也挺好的，只要认真学，同样有出息。

进入高三大概三个月，我因晚上睡觉着凉感

冒，上课咳嗽很厉害。一天下午，我在校园遇到邓

老师，她关切地问道：“谢鹏，我感觉你精神状态

不太好。”我如实告诉她：“感冒了，晚上睡觉出虚

汗，背部也有点疼痛。”她意识到可能不是感冒那

么简单，直接说：“明天带你到人民医院看看医

生。”其实，那时我已经 18岁了。

第二天，她带我去了人民医院。医生问了我情

况，开了一个肺部检查单子，让我去拍胸片。拿了片

子给医生看，原来是感冒引发肺部感染，患了肺炎。

医生说至少输液一周，然后开了单子。邓老师把药

带到学校医务室，让学校医务室的护士给我输液。

我身上只有一个月的生活费，支付不了一周输液的

药费，邓老师毫不犹豫先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

现在，我高中毕业 24 年了，老师教授的具体

知识几乎无法回忆，但她给我的爱我永远记得。

而且我当老师也已经 17 年，也遇到了各种各样

的学生。回忆自己受教育的过程及从教经历，我

不断反思：“教育到底是什么？”孔子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韩愈传道、授业、解惑，雅斯贝尔斯教育

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等等，都是至理名

言。但我觉得教育是给每一位学生一份真正的爱

心，无论学生贫穷还是富有、成绩先进还是后进，

都要呵护他内心的那颗火种。

编者按
教师节快到了，我们收到一

批与教师节相关的文章，有的学
生深情回忆对自己影响很大的
老师，有的老师思考职业的意
义。本期文苑从中精心挑选了几
篇，以此赞美教师这一崇高的职
业，也借此向每一位孜孜于立德
树人、培根铸魂的教师，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