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季

故事发生在战争时期，少
女汪可逾在奔赴边区的路上，
巧遇“夜老虎”团演出，以古
琴曲 《高山流水》 与团长齐竞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 从 此 两 心 相
牵。小说写战争，却把笔墨更
多地放在爱情上，两个人由互
生 爱 慕 、 心 灵 相 通 到 产 生 隔
阂，最后以汪可逾牺牲告终。
作者把美好的爱情置于残酷战
争的背景之下，其实是为了颂
扬人世间至美至善的人性和永
恒柔软的情感。正是那些可歌
可泣的众多故事才汇聚成了一
个可歌可泣的时代。

《牵风记》 以刘邓大军千
里跃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从
小人物和旁枝末节切入，以小
见大，在敌我力量的消长、战
役的前推与后撤、作战的全局
和局部等大环境、大场景中，
成功塑造了女参谋汪可逾、骑
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
以及老军马“滩枣”等个性独
特的文学形象。正如著名评论
家张志忠所说：“全新的人物，
自然会生发出全新的景观，有
清风朗月，有诙谐小曲，有波
澜陡起，急转直下。”

《牵风记》 为战争文学贡
献了新的典型，女主人公汪可
逾，从第一次亮相到和一号首
长相恋，最后离奇牺牲，作家
把 她 写 得 至 真 至 纯 ， 冰 清 玉
洁 ， 充 满 仙 气 ； 警 卫 员 曹 水
儿，打起仗来不惧生死，但是

作风不够严谨，最终被稀里糊
涂地枪毙；一号首长，才华横
溢，儒雅善战，却未能摆脱陈
腐的爱情观。还有一匹通人性
的战马，仿佛精灵一般，充满
浪漫主义色彩。

战争年代的人们，即便是
一身阳刚之气的英雄勇士，同
样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和
儿女情长。军旅作家徐怀中保
持了他一贯的风格，以抒情笔
墨写战争风云，从人性、人情
的角度切入战争，把战争写得
残酷而充满传奇，同时又唯美
灵动。正如山间的风，时而冷
冽，化水为冰，时而柔和，熏
开百花。汪可逾和她的那把古
琴，就是美的符号和象征，高
贵灵动又脆若琴弦。汪可逾去
世之后肉身不腐，由老马驮至
银杏树干之中，成就了一个传
奇故事。保持着前进姿态站立
于树洞内的汪可逾，才是真正
有信仰、有情怀、有英雄气概

的美少女战士。在汪可逾的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铁
与血的战场，生命依然高于一
切，美好依然高于一切。

在艰苦的岁月中闪现绮丽
的光泽，在自然的山河间展现
人性的温度。时代的风云牵系
着每个人的风雨人生，有人问
起“牵风”的含义时，徐怀中
回答说：“可以理解为，在总体
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突破
战争史局限，牵引战略进攻之
风；《牵风记》原稿与今作，在
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
别，亦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
转变之风……牵风二字，原本
空幻，作其他意象联想也未尝
不可。”徐怀中先生是千里跃进
大别山的亲历者，他以 90 岁高
龄写出了这部小说，可以说他
把一辈子的体验、一辈子最想
写的话都写了出来。看着他的
文字，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高
龄老人深邃而辽阔的内心世界。

著名学者陆文虎认为，这
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其品质
成色不仅是徐怀中创作中的登
顶之作，也 是 整 个 当 代 中 国
军 事 文 学 中 的 上 上 品 。 著 名
评 论 家 朱 向 前 指 出，这部作
品在多维度上堪与世界优秀战
争文学平等对话。《牵风记》，
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
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
篇小说，也是一曲荡气回肠的
战地悲歌，宛如汪可逾指端飞
出的琴声，飘荡山间，悠扬不
绝。

一曲荡气回肠的战地悲歌
——读徐怀中小说《牵风记》

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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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晓亚

每次读《阳光的味道》一书
总是带给我不同的感受。此书
是全国优秀教师高金英老师的
著作。品读高老师的教育智慧
不仅是一份享受，更似一缕阳
光，在我动情于一个个学生坎
坷的命运时，我更庆幸他们遇
到了像高老师这样拥有阳光味
道的老师，让他们的人生从此
变得与众不同。

高老师就像一束照亮贫困
生心灵的阳光，她用自己的人
格魅力感染了每一位宏志班的
学生，点亮了他们本来灰暗的
人生，让他们成为祖国的一个
个骄阳。她用无私的爱温暖了
每一个学生，让他们本来冰冷
的世界从此沐浴阳光。她用伟
大的师爱诠释了育人的最高境
界，被学生们亲切地唤做“宏
志妈妈”。她用高度的责任心
和爱心为自己树起了一个光辉
的教师形象，用教育智慧赢得
了学生对她的无限尊敬和爱

戴。如果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职业，那么高金英老师
无疑是这个职业中最耀眼的一
束阳光。

《阳光的味道》这本书让
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次爱的洗
礼。它引领着我去寻找教育的
真谛，师爱的真谛。高老师有
一句话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里：“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
他人的孩子是神。我们教师是
人，但是我们却做着神圣的事
业。”所以她带着这份信念，
敞开胸怀爱她的每一个学生。
她的一个学生田伟是一个被世
人冻透了的柿子。他生活在社
会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欺负
他。他觉得这个世界都是虚伪
的。他在自己的总结里写道：

“我的父母生了我，但是他们
不管我，把我抛向这个冰冷的
世界，任凭我用稚嫩的小手触
摸着石头般的社会……”高老
师面对这样一个学生，她并不
心急，而是一次次用师爱感化
他。三年中，她家访不计其

数。双休日，高老师常常去他
家帮他做家务，看望他的姥姥
和妹妹，教他妹妹做针线活
儿。有一次，高老师看见他穿
着一双很旧的旅游鞋，就特地
给他买了一双新鞋，想让他感
受人间的温暖，但他并不领
情。还有一次，田伟从不吃
鱼，怕被鱼刺刺到，要去医院
花钱。高老师就做他的思想工
作，并在他吃饭时帮他择刺，
终于田伟肯吃鱼了。

还有一次，在田伟 18 岁
时，高老师给他写了一封信：

“田伟，欣喜中，你渐渐长
大，这个月的 25 日就是你 18
岁的生日。我真高兴，你终于
长成了男子汉！田伟，你有很
多机会，你的自信，你的才华都
会随着机会一起放飞到春夏秋
冬、海角天涯。我多么希望你
的欢乐，你的忧伤、你的困惑，
都随着这些深情珍藏在无悔的
青春文档中，永不褪色……”就
这样，田伟心灵的火花被高老
师的爱点燃了。在高三时，他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还写下了
这样的诗：“自古豪杰出贫
户，来生还当投寒门。”和高
老师对比，我惭愧万分。我除
了缺少高老师那样的教育智
慧，我想更缺少是像高老师那
样无私的爱。高老师是这些贫
困学生的贵人。因为她用百分
之百的爱把这些学生送进了大
学校门，让他们用知识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

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想：优
秀教师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
们身上充满阳光，有阳光的味
道，有阳光的温暖，有阳光的精
神。

优秀教师的身上总呈现出

一种特别的精神风貌，这种精
神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生的
热爱，对教学的执着探索，对
科学的专心研究。他们不懈地
努力源于内在的动力，而这种
动力会推动他们上下求索。

优秀的老师不仅语言阳
光，精神也透着阳光。精神阳
光，是一种人生状态的表现。
人生的内涵与价值，人生的厚
度与重量都会因精神而有所不
同。优秀教师的精神世界是丰
富的，他们以爱学生为幸福，
以钻研教学为快乐，以不断反
思为收获。他们的人生丰富而
多彩，他们的精神潜在地影响
着学生。这是一种无声的语
言，也是一种无言的表达，更是
一种有力的感染。所以，他们
的精神是阳光的，温暖的，不仅
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也影响着
周围的人。

（作者系郾城区向阳小学
教师）

让阳光洒满校园
——读高金英老师《阳光的味道》

“读一本好书”征文比赛作品选登

倘若说起“花架子”这
个词，不少人会把它与官
僚作风、形式主义、形象
工程、做表面文章等联系
在一起。那么，人们为何
把“花架子”与华而不实、
中看不中用联系在一起呢？
这与“花架子”一词的由来
有关。

“花架子”一词源于一
个有趣的传说：元代，松江
乌泥泾 （今上海华泾镇） 出
了 个 名 叫 黄 道 婆 的 纺 织
家。她曾经到海南向黎族
人学习纺织技术，回到家
乡后研制革新轧花车、纺
织机等先进工具，热心传
授纺织技术，把贫苦落后的
松江一带，变成了兴旺发达
的纺织之乡。

黄道婆的家乡乌泥泾有
个姓李的秀才，参加了几次
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他心
灰意懒，不愿再参加科考
了。为了糊口，李秀才到浙
江湖州乡下当了一名私塾先
生。当地也是一个纺织之
乡，村民听说他来自黄道婆
的故乡，纷纷找他请教纺织
新技术。有的甚至还送去钱
和礼物，百般讨好他。李秀
才欣然收下了这些财物，出
于虚荣心，他不愿意告诉别
人他对纺织一窍不通。怎么
办？沉思了好久，李秀才终
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大
家说：“我虽然没亲自动手纺
织过，但黄道婆的新织布机

是亲眼见过的。我可以将纺
织机画出来，然后再叫手艺
好的木匠照着做，机子造成
了，你们自然就可以摸索着
使用了。”大家相信了他的
话，都催他快点把图样画出
来。

李秀才煞费苦心地画了
起来，好不容易画成了，村
民们赶紧请来手艺最好的木
匠照图制造起来。不久，一
架设计别致、式样新颖的织
布机摆在了众人面前。可
是，再灵巧的织女也使用不
了它，更不要说织出布了，
这架织布机成了毫无用处的
摆设。

后来，黄道婆的纺织新
技术和新式织布机传到湖
州，人们才知道李秀才根本
就不懂纺织技术，他画的那
架织布机是中看不中用的

“花架子”。从此后，人们常
用“花架子”来比喻徒有其
表、华而不实的行为或中看
不中用的东西。

据《西安晚报》

花架子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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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风记》
徐怀中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