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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猛猛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
老干为扶持。”伴随着教师
节 到 来 ， 我 又 想 起 了 自 己
学 前 班 的 王 老 师 ， 她 在 村
小 学 教 了 一 辈 子 学 前 班 ，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将自
己所有的爱献给了乡村教育
事业。

那个时候的村小学还是
红瓦房，校园门口有一棵生
长了好几百年的大槐树。日
光下，大槐树的叶子无比葱
茏，枝干也非常粗壮，从远
处望去，大槐树犹如一位手
执利剑的勇士，又像一个顶
天立地的巨人。大槐树在清
风的吹拂下“哗啦哗啦”地
摆动着枝叶。白天，它伸出手
臂为孩子们遮阴；晚上，树叶

“沙沙”低语，好似老奶奶唱的
催眠曲，使全村大人小孩很快
进入香甜的梦乡。温情脉脉
的大槐树，如同慈祥的王老
师，微笑地看着村子里孩子
们 上 学 、 放 学 ， 一 天 天 成
长，一年又一年。

在那个不发达的年代，
村小学每天上下课都需要挂
在大槐树上的钟进行提醒。
敲钟的任务大都是由王老师
完成，为了精准预报时间，
她每天早早吃完饭，然后就
匆匆往学校赶去敲钟，发布
着 上 学 、 下 课 、 放 学 的 号
令，没有一分一秒的耽搁。
王老师快步赶着去学校敲钟

的背影，还有那“当当、当当”
一遍遍在村子上空回荡着的
如美妙交响的钟声，虽然过去
二十多年了，但仍在我脑海中
挥之不去。

王 老 师 与 爱 人 关 系 不
好，老了各自住一间屋子，
邻里都说他们俩“一辈子不
说话”。这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丈夫极力反对她当村里的代
课老师，工资低不说，王老
师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
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没时间
做，两人经常因为这件事情
拌嘴。一次，王老师又忙得没
有时间回家做饭，丈夫就上街
买了个新煤炉自己做着吃，两
人就此分灶。可以说，为了教
育事业，她牺牲了家庭幸福，
每每想到此处，让人如何不动
容。

一年又一年，大槐树上
的叶子绿了又落，我的王老师
却渐渐老了，可她心中的歌，
她对教育事业满腔的热情却
永远年轻，这份博大的爱印刻
在孩子们的心田，大槐树下敲
钟的她，用爱的双手托起了明
天充满希望的太阳。

大槐树下敲钟人

□□郑曾洋郑曾洋

今天是教师节。我特别喜
欢“宏志妈妈”高金英老师说的
那句话：“做学生生命中的贵
人”。因为，我也遇到过生命中
的贵人——甄淑珍老师。只不
过甄老师不是我学生时代的老
师，而是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心
灵的引路人。

那是 1989 年夏天，18 岁的
我走出漯河师范学校的大门，
按照上级分配，来到离家十几
里的万寿寺学校。这是一所破
败不堪的学校，没有大门，院
墙低矮，教室都是破旧的房
子。同我一起毕业的五个师范
生，其他四个人都分到了离家
很近、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学
校，只有我被打发到这个偏远
的学校，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
点。

学校给我分的是小学四年
级的一个班，学生倒是非常活
泼，很是可爱，可能是因为这个
学校原来的老师都是老民师，
而我是唯一的年轻老师，孩子
们一直围着我，叽叽喳喳地问
东问西，我有点不知所措，慌
忙夺路而逃，离开教室，把自
己关进办公室里。

那年冬天来得似乎比任何
一年都要早，那天下着雪，由
于家离学校太远，星期天下午
我必须要提前去学校，否则有
可能迟到。去学校的路上，凛
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

样。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已是
暮色苍茫，门口那几户人家屋
顶已经炊烟袅袅。

天黑了，外面北风呼啸，
风扯着糊窗户的塑料布“哗啦
啦”响。学校老师食堂周一中
午才有饭，上哪儿弄点吃的填
饱肚子呢？身上很冷，但比身
体寒冷更痛苦的是心里的冰
冷。正当我蜷缩在办公室里茫
然无措时，听见有人叫我：“曾
洋，你在屋里吧？”是甄老师！
教我班数学的甄淑珍老师，一
个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年女
教师。她长年住校，就在我办
公室后面。前些天，她就发现
了我的情绪不对劲，一下课就
找我说话，跟我唠家常，但从
来没有说教，更没有批评，只
有谈她的教育教学体验、感
受，和一些跟人交往、跟学生
相处的经验。

我赶忙打开门让甄老师进
屋，见甄老师满头都是雪，她
拉住我说：“我看见你屋里亮着
灯，知道你来了，快上我家去
吧！我做的饭多。”一股暖流从
心底涌起，浑身上下都热乎乎
的。来到甄老师家，她亲手给
我盛汤，又给我卷好烙馍，让
我多吃点。看着我狼吞虎咽的
样子，甄老师的脸上露出欣慰的
笑容。

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对甄
老师的感念之心，只知道是她让
我抛却了愤世嫉俗的杂念，使我
那颗烦躁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

专注于学生，专注于教学。
在甄老师的影响下，一切

都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的学生
也很争气，每次考试成绩都很
突出。暑假后校长力排众议，
让我教毕业班，教数学的是甄
老师。那一年，我们俩齐心协
力，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这个
班。每天的早饭后，我们班的
学生开始了晨读；午饭后，其
他班的学生还在校园里追逐打
闹，我和甄老师已经开始进教
室辅导学生做作业；下午放学
后，我们还在给几个学生讲
题；晚饭后，我们没事就家
访，了解学生家庭状况，和家
长共同教育孩子……

那一年，我们带领全班把全
乡镇与同年级所有考试、竞赛的
第一名全部拿完：五年级作文竞
赛总分、个人第一名，书法比赛
总分、个人第一名，语文知识竞
赛、数学竞赛、五年级语数联考，
都是第一名，最重要的是小学毕
业升学考试，我们语文、数学都
毫无悬念地拿了第一名。

暑假后，上级一纸调令，把
我调到商桥二中。我离开了万
寿寺学校，离开了我最尊敬并给
了我无数帮助的甄老师。但是，
我一直都牢记着甄老师送我的
那句话：“好好干，将来你会成为
一名优秀教师！”的确，这些年我
一直像她那样努力工作，引领
学生健康成长；像她那样帮助
比我年轻的老师，引领他们走
在正确的道路上。

心灵的引路人心灵的引路人

□□李卫华

对于网络小说，我一度是
极其排斥的。讨厌网络小说里
那些千篇一律的故事情节，讨
厌小说里男男女女之间的爱恨
纠葛。所以，我拒绝阅读网络
小说。可是当我看了电视连续
剧《琅琊榜》并了解到它是根
据网络女作家海宴撰写的网络
同名小说《琅琊榜》改编，便
迫不及待地找来原著读了。
它，颠覆了我对网络小说的认
知。它，值得我们认真品味。

读海宴的 《琅琊榜》，有
一种意境高远，心志旷达的感
觉。没有沉溺于儿女私情，没
有一味地钩心斗角，有的是对
国家的忠贞，对家门冤屈的洗
雪之志。父亲是赤焰军一军统
帅，母亲是长公主，17岁的少
帅林殊年少之时已是战功赫
赫，声名在外。怎料忽遭奸人
陷害，父亲与十万赤焰军葬身
火海，母亲自缢而亡，与之有
关的好友祁王与姑母宸妃亦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
林殊身中奇毒，忍常人所

不能忍之痛，改头换面，于十
二年后以琅琊榜首、麒麟才子
梅长苏的身份再次踏临京都，
十二年的隐忍，十二年的韬光
养晦，终于在这时有个了断，一
环紧似一环，一局快似一局，扶
贤王，雪冤屈，一路走来，作为
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随着情
节的跌宕起伏，心绪亦随之翻
腾、澎湃……

十二年前的少帅林殊，健
壮、阳光，少年得志，豪情
万丈，沙场上杀敌扬威，单骑
可取敌首，如太阳般炙热，带
给周围人的是无尽的温暖。十
二年后的梅长苏，清瘦、苍
白，宿疾缠身，轻裘下瘦弱的
身躯承载的却太多太多，恐怕
唯一不变的只有那双清澈的眼
眸，如月光般皎洁，月华清
冽，撼人心魄。十二年的隐忍
为的是为家门，为的是枉死的
十万将士，为的是扶助明主，
整顿朝纲。这十二年里，虽然

书中未曾详细提到，但可以想
象他经历了怎样巨大的痛苦，
只因心中有那么一个坚定的信
念才足以支撑下来。虽然心中
有恨，但他并未被恨意淹没了
理智，依然冷静、理智，以一
颗宽容之心来对待周围的人。
在他心中，是非仍是这般分
明。

整本书的绝大部分讲述的
是梅长苏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
一步步接近目标。描写严谨，
思路清明。而描写爱情的部分
却不多，一反某些注水电视剧
或小说“戏不够，爱情凑”的
套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让
读者体会到了旷达、高远的意
境。有很多东西，例如国家、
友情，军人的荣辱，比爱情更
深刻，更值得思考。风花雪月
固然美丽，但征战沙场，忘却
生死，却别有一番壮美。书中
花大笔墨描写了梅长苏对局势
的掌控与其扭转乾坤的本领，
这也正是他智慧的体现。此
时，他应该是不愿意看到这个

坐在阴影里的自己吧！我想他
心中一定更渴盼的应该是校军
场上那份阳光和自信。

与敌人相斗的梅长苏是沉
静、果决的，而对朋友他又是
包容、真挚的。当曾与自己有
婚约的郡主因误认为自己已死
而心有所牵时，他不想连累郡
主，衷心祝福他们。对靖王，
劳心劳力，鞠躬尽瘁。即便是
对心智不全的飞流亦是兄长般
的慈爱。

书的结尾，林殊知道自己
因劳累过度而将命不久矣，仍
放弃安享几年时光而换来上战
场的三个月。他又可以在沙场

上找回自己的那份骄傲了，哪
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
惜。

只是，与电视剧 《琅琊
榜》相比，感性的我更喜欢电
视剧里对霓凰郡主的感情安
排。电视剧里，霓凰郡主始终
如一地牵挂着她年少时的青梅
竹马。原著中，作者却让霓凰
爱上了聂铎。也许，作者是想
让我们感受人生的不完美。尽
管有遗憾，但我仍然喜欢这部
作品。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
所追随和守护的信仰，不是排
他自私的爱情，不是功名利
禄，也不是倾轧权谋；这场苍
茫倥偬的人生，其实有更多值
得珍惜的所在。譬如，朋友、
信念，以及被视为幼稚和不切
实际的正义和理想。追随林殊
出鞘的寒光，目之所及，是如
诗如画的河山，是生命最初的
美好，是灵魂深处的安然。

（作者系郾城区新店镇初
级中学教师）

一身风骨 荡气回肠
——读《琅琊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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