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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年了，除了在外地上学的
几年外，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回去上
坟。父亲在世时，由父亲领着，父亲
年纪大了，由大哥领着。而今年定好
了时间，约好了亲人，准备好了祭祀
物品，期待着亲人们一起饮酒忆双
亲，却因疫情止步。因此，心中多了
一份遗憾，更有了几多怀念，心绪又
飘向了有着广袤田野、有着垂柳依依
的弯弯河道、有着满地油菜花香的农
村老家。

在我们老家，坟地称为“林”，这
缘于古时候农村的风俗传统。当年
大家族既讲究群葬，又讲究风水，还
要让后人能找到祭祀先祖的地方，于
是一坟一树，慢慢地就形成了树林，
这就是祖坟称为“林”的来历吧。坟
地多栽柏树，因为柏树树龄长，耐寒，
生长期慢，且常青，也有着很好的寓
意。以前春节时农村最受欢迎的对
联就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
不老松。”大户人家多讲风水，而普通
老百姓就随便在自己家的地埋葬，子
女这一代还能记着，到了孙子、重孙
辈便找不到也不再找。我家是普通
人家，老爷爷以前的事已无法得知，
虽然有家谱在族人那里，也没有机会
去查一查。兄弟姐妹都知道的爷爷
是独子，父亲是独子，奶奶逃荒要饭
死在了外地。我们家的祖坟现在可
能就埋着爷爷和父母。爷爷去世在
1949 年前的很多年以前，后经多年
沧海桑田，早已成为平地，且是埋在
邻近的村庄。听老人讲我们家当年
就住在那个村子，地也是我们家的，
于是爷爷就埋在那儿了。后来，农村
土地承包，祖坟在别村别人的地里，
但所好的是同宗同族，便没有迁移。
爷爷的坟地，是同族年长者回忆指定

的，于是父亲每年带我们兄弟几个到
那儿上坟，也就是在附近路边焚纸祭
奠。因田地耕种变化，又没有参照
物，每次都找不到地方。后来我就从
一小十字路口往北走数到 138 步左
右，在路的右边往地里 15 米的样
子。直到 1998 年父亲去世，在族人
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埋葬爷爷的地
方，父亲的骨灰得以安放。近百年的
时间，找爷爷的坟地很难，村人运用
了传统的考古方法。确定好大体位
置，根据古时候埋葬习俗，一层层对
土质观察，查找腐朽的棺木在泥土里
留下的印痕。老人讲，当年这附近有
菜园、磨坊、土井。有的寻找祖坟时
还会到找到遗骨为止（以前都是土
葬）。按农村风俗和传统，重生重死，
因此在经济发展后，农村一度兴起

“认祖归宗”、整修谱谍的热潮。
也是听老年人讲，我家祖坟算风

水宝地，属于轿子型，就是两侧不远
处是两条大路，后面是一条路，且附
近有河。后来，及至家里出了博士、
硕士和本科，在老家更加迷信地认为
我家祖坟风水好了，族人和村里老人
去世后大都选埋在这里。至于是不
是这样，听了村人的叙说，心理上也
有种宽慰吧，也就更加思念自己的父
母。

父母不识字，勤劳善良，靠两双
手、靠吃苦节俭，把我们兄弟姐妹 7
个抚养成人，长大成家，这在农村是
非常不容易的。儿子盖屋娶妻，女儿
出嫁陪送，子女上学的学费，人情事
礼的花销，老人的看病住院，种地的
化肥农药……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不
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去干活的路
上。父亲本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本应
该在县文化剧团吃上计划，但因文化

程度低，更因要养活一大家人，才放
弃了县城里的梦想，回到农村种地。
所以父亲说再苦再难也要供我们上
学，为了我们的学费，他到处借钱，说
尽好话，尊严受伤，但只要看到我们
背着书包去上学，嘴角就会露出一丝
微笑，仿佛看到了未来幸福的日子。
记得父亲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你们好好上学，就不断（缺少）
你们的纸和笔。”还记得我读小学时
父亲顺路到村小看过我，那时的父亲
是伟岸的，高大的、慈祥的，满头黑
发。我毕业后，父亲也到我工作的镇
中学找过我，那时的父亲腰弯了，步
履蹒跚，三步一喘，满头白发，现在想
想很心酸。父亲生前喜欢喝酒抽烟，
我在学校教书时经常回家帮忙干农
活，每次我都会给父亲带回酒和烟。
所以，父亲年老时，坐在院子里最盼
望的是听到我自行车的铃声和推开
院门的咯吱响。父亲高度近视，但能
听出是谁来了，听到我的喊声，自然
期待着我买的便宜烟酒。父亲去世
后，不管春节还是清明，我们都会以
酒祭奠于坟前。而今年的清明，只能
遥祭父母，电话告诉大哥代我们几个
添土祈祷。

母亲的伟大是写不完的，伟大有
母亲怎么赞扬都不为过。我的母亲
是伟大的，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
长眠在农村，但留给我们的除了无限
的思念，还有勤劳节俭的习惯、执著
坚忍的精神、热情善良的品质。我以
前当老师时，因在农忙时节经常回家
帮忙，与母亲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记
得麦收时节，又收又种，抢收抢种。
黎明时刻，母亲早于我们起床，做好
早饭、喂好猪羊、放了鸡鸭、收拾好农
具，才叫我们起床。有时候自己先去

劳动了，等我们到地里，母亲已经割
很长距离麦子了。收麦时节，中午很
少回家，也是母亲给我们带饭来，多
是馒头、鸡蛋炒咸菜、白开水。就是
这些，母亲也不舍得多吃。到了晚
上，我们回家了，母亲仍然要在麦场
里收拾很晚。母亲有着执著的品格，
这是我们兄弟几个都继承了的。凡
是认准正确的事，母亲会坚持不懈地
去做。为了盖新房子，母亲一年四季
都抽时间拉土，晚上挤时间自己砍盖
屋用的片材，一有时间就四处拾垒墙
填圈用的碎砖头。不知是用了三年
还是更长的时间，我们家终于盖了四
间土瓦房。母亲是善良的，也很有眼
光，不但倾家之有供养我们上学，还
力所能及地接济别家的孩子。那时
农村太穷了，都认为供孩子上学是白
扔钱。邻家一个男孩，连伙食费都缴
不上，每次回来要钱抹眼泪时，多数
是母亲给他7块8块的。孩子母亲在
感谢我母亲的同时会骂她的儿子是
榨油机。后来男孩考上了中专，分到
了苏州工作，以前回来时总说要孝顺
我母亲。还有一个村里的男孩，第一
年落榜，在家里种地，也是母亲劝他
说不要只看眼前，还是上学好，有出
息。你看你二哥（我在家兄弟排行老
二），也没考上过，后来蹲级（复读的
意思），不也考上了吗。现在当老师，
也吃计划了（计划经济年代）。那男
孩回家哭着闹着要继续上学，后来也
考上了。母亲去世 10 多年了，母亲
的伟大回忆不完，也写不完。

又到清明，情有所系，心有所思，
遥望远方，油然想起父母，难遏感伤、
怀念。

20年后的初夏，我去了一次母校，当
年的教学楼依然在，只是又多了新的大
厦，诉说着廿年巨变；敬文图书馆外貌依
然，昭示着崇德厚学、励志敏行的校训永
远在，只是里面图书更丰富，设施更齐全，
借阅更便捷；当年玉带河两边的小树，已
然荫如华盖，给人一种不觉韶华几何的感
觉。走着当年和同学一起走过的路，目睹
师生一同听张晓风、余光中、吴奔星等文
学大家讲学的报告厅，心头涌起“昔年移
柳，依依汉南”的感喟。昔日的老师们，或
退休或调离异地，同学们毕业后去了全国
各地，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传播着师大精
神。

江苏转业干部文化速成学校、江苏省
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江苏师范专科学校、
徐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师范
大学。薪火绵延、文化赓续，70年风雨兼
程，70年砥砺前行，江苏师范大学用时光
之笔，蘸岁月之墨，书写了无数的动人故
事，凝聚了无数的期许，成就了无数学子
的梦想。周恩来总理的殷切希望、郭沫若
的亲笔题名、费孝通的亲临关怀、启功先
生的题词激励，茅盾的悉心指导、叶圣陶
的谆谆教诲、赵丹的学术讲座、华罗庚的
科研报告、王蒙的文学剖析、余光中的诗
歌朗诵、杨乐的数学启迪、匡亚明的诤言
良策……数不清的日子稠，说不完的名人
事。每个师大人，都曾记得将朝霞披在肩
上的秋天，也不能忘却将星辰映入眼眸的
夏季，都忘不掉带着梦想而来的兴奋，也
铭记带着憧憬奔向远方的骊歌萦怀。

我们那届研究生共计53人（包括师大
两位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学着不同的专
业和方向。我们入学在云龙校区，毕业在
泉山校区，两个校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书写了勤学苦读的故事。有些镜头成
为一生的难忘，成为对母校的永远的情
结。

1999 年 12月 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
行使主权，这是举国欢庆的大事，为响应
学校的庆祝活动，我们举办了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文艺晚会。诗朗诵，话回归；歌伴
舞，庆昌盛；演小品，抒情怀。我们那届研

究生，应届生和工作后又考取的各占一
半。应届生青春朝气，有工作经历的多才
多艺，当年能聚在一起学习生活，确实很
不容易，所以都是一见如故，学习和活动
中都是亲密无间。最难忘的当是研究生
们自己根据闻一多的《七子之歌》精心编
导演出的歌舞。《七子之歌》朴素真挚、深
刻感人，当时在华夏大地迅速传唱，曾引
起世界各地祖国同胞的强烈反响。为了
表达我们 53 人的激动心情，也为在众多
本科生面前显示研究生的风采。大家对
歌词反复吟唱研究，对服装精心挑选搭
配，请音乐系教授对表演者精心指导，甚
至化妆时，请了校外演艺集团的化装师。
表演那天，云龙校区师生齐聚会堂，男主
持人是古代文学方向、曾在外地高校任教
的同学，是国家普通话测试员，女主持人
是师大应届考上的现代文学方向的相貌
出众的女生。两人一出场，一张口，便迎
来了热烈的掌声。难怪演出前男同学说，
我要再次给大家表现一下什么叫普通
话。到七子之歌节目时，灯光全熄，黑暗
中传来了诗文朗诵，之后，手持烛光、低吟
浅唱的女生和男生分别从舞台两边出来，
队伍慢慢成心形。当最后灯光打开时，全
场欢呼，为世界和平、为祖国繁荣、为师大
发展、为师生未来、为……

那届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学师范
的，多数在职考上的都有教学经历，于是
我们组织了支教活动。寒假，因为路远火
车票难买，便有不少研究生不回家过年，
于是就到偏远贫困的乡镇去给孩子们上
课补习。因为那时研究生还不收学费，且
每月都有助学金，所以大家经济压力小，
组织活动比较容易。到了暑假，因时间
长，学习压力不大，便组织大家去农村支
教，既体验了生活，又锻炼了自己，更重要
的是给农村的孩子送去了希望的种子，让
他们知道了外面的美好。记得2位女同学
给农村中学的学生补习一段时间，与学生
建立了永久的联系，周末时几个学生经常
坐公共汽车来找他们的“老师”。后来的
后来，师生间的故事就不得而知了。

进入新世纪，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高校教育也迎来了春天。师大的招生
规模进一步扩大，招收的研究生也多了。
1997 年招收 17 名，1998 年招收 28 名，
1999 年招收 53 名，2000 年招收 77 名，
2001 年招收 100 名，2002 年招收 133 名。
人数多了，研究生的管理也成为师大的一
项重要工作。为了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接
续，2000年，我们筹备召开了徐州师范大
学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
为师大研究生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
程序化作出了贡献。当时，研究生支部属
于师大机关党委，我任研究生支部书记、
研究生会主席。2001 年师大中文系更名
文学院，我又兼任文学院研究生会主席，
组织大家开展了很多活动，也在文字院领
导的带领下为研究生们解决了学习、生活
和就业中的问题。这些都给那几届研究
生留下了师大的记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学校扩招，师资
短缺，因我们那届在职考取的研究生多数
来自不同层次的学校，于是师大根据研究
生的具体情况适当安排承担部分教学任
务，当然都是一些公共课和基础学科。有
些教学能力强、教学成绩突出的，研究生
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也有的留校后又考
取博士去了其他地方。当年，我们在居住
和学术方面享受着师大老师待遇，4个或
者5个人住两室一厅的房子，借书查阅资
料和老师的一样，还曾经和老师们一同参
加了成人高考阅卷工作，和老师们一起
参加各种学术报告会，还可以报销差旅
和资料费用。母校70年之际，肯定条件
更好了，研究生教育成果一定更加丰硕
了。

2001 年，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革命家鲁迅诞辰 120 周年，也是他逝世
65周年。当年的4月26日至27日，中国
鲁迅研究学会、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江
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南京师范大学、徐州
师范大学联合在徐州召开了“纪念鲁迅
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新世
纪鲁迅研究界的第一次重大会议，师大
非常重视。我有幸参与了筹备活动，参

加了学术座谈会，同时负责接送几位名校
教授。我去北京中国社科院接中国鲁迅
研究会会长林非，到北京大学接孙玉石教
授，接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瑜先生，
到南京接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南京大
学教授包忠文等。因为当时交通还不像
现在那么发达，并且有些教授身体欠佳，
接他们也费了很多心力，但能为学术研讨
会的成功贡献一份力量，很有成就和价值
感。还记得陈漱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鲁
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是中国
新文学的天才创造者、出色的现代白话文
的创造者。他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是
新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开拓者。鲁
迅是立足于现实的，正是他洞察现实的穿
透力，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时
空而具有了永悟性。鲁迅是为现实而创
作的，但由于他把创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
部分，在创作中融进了自己的血和泪，因
而他的作品又成为他生命的延续，而不会
跟他的肉体同时朽蚀。当前，无论人们如
何评价鲁迅，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推不
倒的存在，是一块踢起来反而会伤自己筋
骨的老石头。由于鲁迅是中国现代先进
文化的载体、先进文化的时代、先进文化
的标志，因而他同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
响，使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
个人类。学术是有承传的，鲁迅学也有承
传。鲁迅的文化传统不是罗布泊中的楼

兰古城，仅仅记录着往日的辉煌，而是一
条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形成了中国文
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活的传统。在
这次活动中，我与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中国散文协会会长林非先生结下了友谊，
他指导我写散文、给我讲述他与钱钟书家
的过往和郁结，后来他劝我报考他的博
士，而我终因自己中文基础疏浅，又有稻
粮之困放弃了进京的机会。但这次学术
研讨会和林非先生的指导给予了我学习
和创作的动力和方向。

70年前母校孕育诞生；20年前，我们
携梦前行。53人中51人留在了高校。一
人省委组织部选调到南京政府部门工作，
我通过考试进入机关从事文字工作。20
年过去，绝大部分同学都接着读了名校博
士，现在有的已经成为名校硕士生导师和
博士生导师。

作为师大毕业生，20年来一直秉持着
崇德厚学、励志敏行的教诲，无有一时荒
于读书学习，又常恐虚度光阴而自疚。手
不释卷，笔耕不辍。除尽职尽责于本职
外，负责建设了全省一流的政协文史馆，
负责建设了全省领先的多功能政协书房，
参与编撰了政协志书，填补了徐州的空
白。8小时之外，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本
由赵本夫作序，一本由贾平凹指导。文集
被徐州各大高校和徐州市图书馆收藏。

值母校70华诞，以片言念之记之。

贾广恩，散文作家，丰县人。先后毕业于南京
师范大学外语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
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从事英语教学和教育管
理 11 年。从事文学 20 多年，发表文学作品近
百篇，先后出版散文集《别样的乡愁》《乡音绕
梁》。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又闻鼙鼓声起又闻鼙鼓声起

清明至 心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