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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一定无法理解，我们
那个时代做学生，许多人还会带着一个
叫“书笼”的木箱子去上学。但大凡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过学的人，几乎都
知道它，而且很多人还曾拥有过。

书笼，也叫书箱，四四方方，有可以
翻动的盖子，上下隔成两层，最初主要
用来存放书籍，后来也存放各种私人的
物品。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
书笼，可能是父亲读书时用过，也可能
是新做的，总之我带着它读完了初中和
高中。

我的书笼，除了底面和后面，其余
四面都有漆画。四幅漆画都画有形态
各异的凤凰和花枝，但主题似乎都是
“凤凰落花枝”。那时的我自然不懂，以
为和村祠堂里木板墙上的漆画差不
多。现在看来，似乎是有些寓意的，大
抵是寄托了一些祝愿，和读书有关。

这个书笼，存放过我买的10块一本
盗版的《鲁迅全集》，金庸的武侠小说若
干本，还有换洗衣物，以及用来蒸饭的
米和配饭的咸菜等。那时，对于一个寄
宿在外读书求学的孩子来说，一个书
笼，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我带着这个书
笼，从村小到镇中学，后来又辗转到高
中，逝去的这六年时光，正是我最青春
的时光。而我人生觉悟点地到来，一生
命运的转变，都是因为这六年青春时
光。

其实，书笼的存在，固然有它本身
的储物价值，但或许它的形式象征意义
更大。书笼自古而来，有竹制轻便可背
的，也有楠木做贵重可传家的，而样式
也不少。出门在外，带着书笼，就是读
书人，电影《倩女幽魂》里的宁采臣就是
背着书笼遇到聂小倩的。其实，每当家
里的孩子要出门求学了，为他打个书
笼，或者就用父辈、兄长用过的，然后收
拾一番，由长辈扛着书笼带去学校，这
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这
点和现在某些小学为一年级新生“点朱
砂启智”仪式一样，都带有一种美好的
祝愿。

我的这个书笼，用了六年，在老家
搁置了近二十年，已经满是灰尘，破旧
不堪。今年在老家重新看到，很是惊
讶，原以为它应该早被抛弃了的。父母
将很多老旧的家什丢弃，却仍然保留了
这个书笼，也许是想保留着他们的一些
自豪吧：因为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因为
读书改变了命运，就像山鸡飞上枝头变
凤凰一样。只是，他们或许不知道，山
鸡飞上了枝头，最多算是一只视野比较
开阔的山鸡，成为凤凰，谈何容易。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两只飞上
枝头的山鸡，已经不是只知道在故乡土
地上觅食的山鸡了。他们的心，正向往
着广袤无垠的天空。

书笼，书笼……

汪应辰的永嘉情怀
叶培峰

汪应辰像

千年古村，俯仰之间，皆是岁月
的痕迹。始建于唐代的永嘉县岩坦
镇屿北古村，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尤其是屿北“尚书祠”内悬挂着的
“世尚书”大匾额特别引人注目，“世
尚书”说的是汪应辰与其次子汪逵
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官声芬芳。

近年来，众多文史学者纷纷撰
文考证汪应辰墓址，各抒己见，很是
热闹。其中，大家一致肯定的是汪
逵墓、“尚书祠”、“世尚书”匾额等文
物能直接证实的是汪逵，而非汪应
辰。诸如公开发表的《风云际会超
化寺》《南宋状元汪应辰墓考》等文
章，篇幅较长，洋洋洒洒，引经据典，
但是在最关键点的历史考证方面无
一不是缺乏有力论据。因此，凭借
《宋史·汪应辰传》中的“力疾请祠，
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
卒于家。”就可予以批驳，除非谁能
先推翻掉《宋史·汪应辰传》。

屿北古村的村在、历史在、底蕴
在、文化在、价值在、精神在，与其花
费时间在汪应辰墓考之上，还不如
把眼光放远，把关注点聚焦在汪应
辰的永嘉情怀之上，聚焦在这个村
如何在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之路上打响“特色文化牌”，意气
风发地阔步前行。

永嘉情怀之一：诗意栖居

《宋史·汪应辰传》对汪应辰做
了生动地刻画，我们可以领略到他
的才华横溢和刚正不阿。汪应辰
(1118-1176)，初名洋，字圣锡，信州
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人，南宋官
吏、诗人、散文家，生于宋徽宗政和
元年，卒于孝宗淳熙三年，年五十九
岁。

作为诗人的汪应辰对山水田园
生活心向往之，神似陶渊明“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这直接
反映在他的许多诗作里。例如《陶
山书院》：“陶山读书处，景物自天
成。幽涧菁莪盛，高冈彩凤鸣。雨
余山色秀，云净月华明。静听寒泉
响，潺潺洙泗声。”这里的陶山一说
是现今永嘉县大若岩镇的陶公洞，
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南朝齐梁间
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曾隐居于
此，并写下《诏问山中所有赋诗以
答》名篇：“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
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再
如《次汉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韵四首
其一》：“渊明心远自无尘，岂必山涯
与水滨。云气日佳飞鸟乐，寥寥此

意付何人。”《宜春漫述》：“本是扶犁
客，随缘漫作官。故山应念我，薇蕨
已阑干。”《太上皇帝合端午帖子
词》：“飞来峰下水泉清，台沼经营不
日成。胜境自超尘世外，何须方士
觅蓬瀛。”诸如此类诗作中的“心远
自无尘”“本是扶犁客”“胜境自超尘
世外”无不折射出汪应辰对山水田
园诗意栖居的留恋。

寻踪历史的印记，可以想见，当
汪应辰和汪逵等人乘坐两头尖尖的
舴艋舟，摇曳在楠溪江上的如风心
情和飞扬思绪。楠木挺秀，溪水清
雅，江水流金，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在
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条花香
四溢、白鹭飞翔的江，这是一条舴艋
舟和竹筏争艳媲美的江。在舴艋舟
上纵览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大好
风光，也许汪应辰会在脑海里油然
想起：这是一条谢灵运、陶弘景、孟
浩然来过的江，这是一条李白、杜甫
向往的江，这是一条苏东坡、李清照
寄情山水的江……中国山水诗流
传，始于楠溪江，因为中国山水诗鼻
祖谢灵运曾担任永嘉郡太守，在此
写下名篇佳句。

悠悠三百里楠溪江是瓯江山水
诗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苏东坡
有诗曰：“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
山似永嘉”。汪应辰的人生阅历、性
格情趣有几分与苏轼相似，他很是
敬重苏东坡，英雄景仰英雄，英雄爱
惜英雄，才子之间心有灵犀一点
通。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虽然在仕途上遭受了五次被贬，但
是都在逆境、绝境中豁达开朗、屡屡
崛起，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
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宋乾道四年
（1168）汪应辰撰集《东坡苏公帖》，
又名《东坡书髓》、《西楼帖》，为苏轼
书迹刻帖，刻于成都。末尾跋云：
“东坡苏公帖三十卷。每搜访所得，
即以入石，不复铨次也。乾道四年
三月一日，玉山汪应辰书。”原石刻
拓本，今藏天津博物馆。

永嘉情怀之二：思想争鸣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
永嘉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
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
的一个先导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
为浙江永嘉人，故名。于北宋庆历
年间王开祖、丁昌期等人开创学术
思想，到南宋，郑伯熊、薛季宣、陈傅
良等形成学派，叶适则集前辈学术
理念之大成。永嘉学派曾与理学
派、心学派鼎足而立。

汪应辰开创的“玉山学派”为
“永嘉学派”的兴起、独树一帜提供
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从这个角度上
分析，永嘉授予汪应辰“荣誉市民”
称号是名至实归。玉山学派主要著
作有汪应辰《玉山文集》，今存《文定
集》、《石林燕语辨》等。玉山学派认
为君子当识前言往行以经世治国，
政治上主张"正纪纲，抑侥幸，裁滥
赏，汰冗兵，以张国势。永嘉学派提
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
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
究，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探求
振兴南宋的途径。经过仔细斟酌和
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永嘉学派的核
心思想和玉山学派的主要思想两者
之间在历史上发生了深度的交流交
融交锋，具体就体现在永嘉学派的
思想内核中。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与永嘉
学派在历史也曾发生过激烈的思想

争鸣。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
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汪应辰
比朱熹年长十一岁，是朱熹的从表
叔，也是吕祖谦的恩师。乾道、淳熙
年间汪应辰多次举荐朱熹入朝为
官。在与汪应辰等同道学者不断地
交流讲论、反复辩论中，朱熹完善了
早期的思想体系。分析其中的主要
思想体系，不难看出“玉山学派”思
想在当时的先进。

永嘉情怀之三：启迪后人

文化影响：汪应辰 18 岁中状
元，历史上十分罕见，而且他的状元
卷被后人誉为“吏治宝典”。永嘉深
入挖掘屿北村的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开创全省“整村置换”开发模式
先河，使得全村至今保留着 45座较
完整的四合院古式建筑，其中 11座
为省级文保单位，是浙江省古村落
整体景观保存最完好的村落之一，
拥有全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
村落、中国景观村落等称号。同时，
建设状元馆（汪应辰家风家训馆）、
永嘉农村改革展馆，积极推动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扩大文化影响
力。

义利并举：汪应辰是爱国之士，
力主抗金，收复中原。而高宗在秦
桧一伙求和派的操纵下，一味退让
求和。汪应辰对议和一事坚决反
对，这引起了秦桧的忌恨，就把汪应
辰调任建州通判。绍兴十七年
（1147年），汪应辰敬重的宰相赵鼎
被秦桧迫害而死，其家属扶丧经过
袁州，一路无人敢出面相助。到了
袁州，汪应辰则公然作文祭奠，又借
给赵家兵卒护丧。为此，他被指为
赵鼎的死党，幸有胡寅发表了一封
公开信，说汪应辰曾受知于赵鼎，写
祭文表示悼念乃人之常情。秦桧见
公论如此，只得罢休。《宋史•汪应
辰传》等史料，都充分展示了汪应辰
义利并举，敢为人先的勇气和精神。

为民请命：秦桧死后，朝廷召汪
应辰为吏部郎官，迁右司，任秘书少
监，迁权吏部尚书，权户部侍郎兼侍
讲。当时，长江下游的大片良田，全
被豪强家族所占。譬如奸臣张俊一
人就侵占了良田 10万亩，引发了农
民起义。汪应辰上疏高宗：“权贵们
抢占农民土地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
因，希望高宗命令权贵们交出抢占
的土地归还原主。”高宗采纳了他的
意见。权贵们见皇帝下旨，才不得
不交出抢占的土地，其中张俊就交
出了 2 万亩。汪应辰此举赢得民
心。在任内，汪应辰还鼓励发展手
工业，惩治贪官污吏，免除百姓劳
役，购粮赈灾。

耕读传家：汪应辰文武兼备，
一生勤学、勤思、勤政，创立了
“玉山学派”，著有《唐书列传辩
证》、《玉山翰林词草》、《玉山表
奏》、《文定集》等四部著作，
《文定集》被收入《永乐大典》和
《四库全书》，其次子汪逵在他的教
诲下也担任了吏部尚书重要岗位，
足见汪应辰的耕读传家风范。

重视孝道：淳熙三年（1176年），
汪应辰病逝于家中，谥“文定”。孝
宗为汪应辰画像亲笔题词：“尔貌而
丰，尔德而隆。奉亲克孝，事君克
忠。……”《论语》中的奉亲克孝是
指子女要在物质层面上担负起赡养
和侍奉双亲的责任与义务。汪应辰
以身作则，对当前的移风易俗工作
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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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梦
远山，淡影。
苍穹之下，一切都刚刚苏醒。天边一点又一点地渲

红，仿佛一切都有些朦胧，还有一层淡淡的月影。看不清，
却又真实。操场，早已被黑压压的人群填满；校园，早已被
激昂的进场曲充斥。还有那轻灵的读书声，不等朝阳，不
顾黎明。

一声声口号，似乎想把天叫亮，一排排脚步，好像要踏
向远方。恍惚间，抬头，我望见那轮晨阳，她并不耀眼，只
是鲜艳的红，悄悄地从天边出现，又偷偷地躲在青山后面，
只有一隅，却又足以让整个天空为之变色。

来永中，也有一年了吧。
去年，我满心憧憬地来到这里，背着书包，端详着这个

校园，冬刚逝，春已至。一切都在轻轻的孕育之中，门前那
光秃秃的树冒出青青的嫩芽。懵懂、无知，却又生机。高
中，给我带来了未曾有过的第一次，第一次离家住校，第一
次没有父母在身边，第一次踏进高中校园。我向往着我的
第一次，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时的我是多么自信，我想我可以继续我的辉煌，可
是生活，却给了我一记重重的耳光。

我的学习全都被理科填满，黑板上的运算公式一条又
一条，投影上的幻灯片一张又一张，一切仿佛是天书，我被
陷进了数字的黑洞里，我的四肢与黑暗相搏着，我不断地
挣扎、挣扎，可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一直往下拉，让我陷入
黑暗之中，想动，却又无力动弹。黑板上的算式一行又一
行，可我的眼中却是一个又一个大大的问号，一头雾水。

被一次次的考试、一个个鲜红而愤目的分数折磨着，我
不知怎么办，我躲在黑暗之中默默地哭泣。在寝室楼昏暗
的灯光之中，我想家，我想回家，我想要我的爸爸妈妈，我不
想一个人待在学校里，我看不清前方的路。可我又不得不
摸索着一点一点向前爬。我以为我不够努力，我以为我付
出的时间不够，所以我每天更早地爬起，更早地奔向操场，
映着昏黄的路灯，一个人静静地站着、捧着书。每天晚上待
到熄灯哨响起，然后飞一般地跑向寝室，匆忙地洗漱。

又是疲惫，又是期待。
然而期中考，又是当头一棒，还是这么不如人意的数

学，还是这么难以启齿的物理。看着其他人欣喜的微笑，
看着窗外他们打打闹闹，仿佛是一把匕首直直地刺向我血
淋淋的心、宛如刀剐。我不知道到了九月，当所有的高一
学生都来到时，我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仿佛后面有一大
群黑影向我袭来，仓皇而逃。

是梦想抛弃了我，还是我配不上逐梦人？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趴在栏

杆上，看着光秃秃的山逐渐披上绿衣；望着那灰蒙蒙的天渐
渐露出色彩——一切都在离我远去，一切都在和我挥手。

梦想，似乎于我渐行渐远，遥不可及。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完了准高一。又到了九月。
校园里多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阔别半年的同学都

来了；课也终于开齐了——不再是只有一味的理科。课堂
上，多了些文字，多了点抒情，多了些议论。每天，我又可
以和文字打个照面，而不是和一排排推理演绎，一列列定
理公理苦苦搏斗，相爱相杀。我好累，我真的不想再这样
无力地挣扎，执着于追求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很长一段日子里，没有阳光；天总是一片寂寥的灰色，
层层叠叠，高高低低。时而，飘起一阵微雨，时而雨止初
霁，天空中氤氲着一股水汽，地上的水潭坑坑洼洼。低着
头，默默地绕过一个又一个水洼，放慢了脚步。低头，在小
小的雨伞后面，还有一片大大的天——还有一片天。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幸好，在我精神上最后一根稻草被理科压死之前，文

科出现了。她的多姿，她的底蕴，她的涵养，默默地指引着
我，向她走近，走近，走进那多情的雨巷。“她是有丁香一样
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惆怅/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我开始痴迷于文字，痴恋于文学，想像她一
样追逐星辰。

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窥见我的梦想。
在所有人说理科是怎样的实用，理科有多么多的专业

可填，我还是转身，回头去瞥见那个多情的姑娘。于理科，
对即是对，错即是错，客观，毫无争议。而在另一个世界
里，我可以有我的想法；我可以讲我的故事。

冥冥之中，我进了文科班；冥冥之中，我终邂逅了你。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我们在不停地追，不停地奔，不停地跑，可我们好像忘

记了什么，把什么跑丢了。慢下来，等等灵魂；等一等，梦
想还在路上。

日已升高，天已蓝。轻纤的阳光落下，映在每一个匆
忙的脚步下；洒在一座座雪白的教学楼上。在逐梦园里，
我轻轻靠在那一块石头上，品味他的校训，感知他的温存，
向他道一万遍你好！

两年后，在那个地方，一定留下我逐梦的足迹。
永嘉中学高一（4）班 周紫瑜

指导老师 谷福林

我家楼下的灌木丛

童 趣

我家楼下有一排灌木丛，分
紫色和绿色两种。我一下楼，这
排灌木丛就出现在我眼前。

紫灌木丛的叶子小巧玲珑，
像紫色的小硬纸片。叶子边缘成
锯齿状，非常刺人，好像在说：“不
要碰我哦，小心我扎你！”

绿灌木丛的叶子细长柔软，
一片片碧玉似的叶子挤在一起，
形成绿色汪洋。风来时，翠绿的
叶子轻轻地翻动，像随风飘舞的
小裙子。

这两种颜色的灌木丛混在一
起，远远望去，就像碧波荡漾的海

面上耸立着一座座紫红色的小
岛。烟雨迷蒙的午后，趴六楼窗
头俯瞰，这“海”和“岛”会显得更
加生动迷人。

春天来了，灌木丛仿佛一夜
间突然萌发出嫰芽，令我惊喜不
已。两种灌木丛的嫩芽都小小
的，尖尖的，一片片新叶轻轻卷
着，像一个个精致的小酒杯。清
晨，露珠凝聚成一颗颗晶莹剔透
的水晶嵌镶在小酒杯底。蝴蝶飞
来，小蜗牛爬来，小心翼翼地品尝
着甘甜的雨露。

灌木丛脚下涌出来成千上万

朵小野花儿，红的蓝的黄的白的
粉的紫的，斑斑斓斓，星光璀璨，
为灌木丛添加了无限生机。

鸟儿们还在在灌木丛中筑起
幸福快乐的家。天蒙蒙亮的时
候，鸟儿的鸣唱清亮婉转，时而
如春风拂过绿柳，时而如清泉流
过山间……灌木丛和我一样，在
歌声里幸福地醒来，开始新的一
天。

试问，有哪一处灌木丛能比
得过春天我家楼下的灌木丛呢？

城西小学四(1)班 潘奕宁
指导老师 徐路芳

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却在我
们面前永远绽放笑颜，那么亲切
和蔼，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
王”。小孩子们总围着他转，每个
人都很开心，也包括他。但，他总
爱抽烟，不论何时何地，我却从不
知道他抽烟的原因。起初只以为
是他喜欢，想戒却戒不掉。可能
是我太天真了，在他强大的笑容
下，还隐藏着一串密码。那是解
开他心扉的唯一办法。

那次，是我第一次在他的脸
上看不见笑容，甚至是万分的恼
火。我的脾气自幼便任性，我清
楚，家里人也清楚，一旦任性起
来，除了我自己，谁也劝不了。暑
假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分班考的
前一天，补习班临时决定举办一
个下午的冲刺训练。我自然是不
愿意再次感受被补习班所支配的
痛苦，我的任性就从这里开始。

我甚至没有吃午饭，妈妈问
起来，我也就随便编了个理由，将

她敷衍了去。后来时间到了，果
不其然，所有的人都来劝我，二
姨、小姨、外婆轮番上阵。说的话
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我早已不
耐烦。他就站在一旁，眉头紧锁
地盯着我。平日里，就是他最注
重我的学习了。我依旧固执着，
时间慢慢过去，1分 1秒。家人们
陆续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暗
暗欢喜。这时，他来了。先是劝
了我几句，但我的回答仍然是：
“我不去！”他有些恼火了，但还是
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与他就
这样僵持着，谁都不开口。眼看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霎然怒了：
“学习是为了你自己，又不是为了
我！我每天辛苦上班，就为了让
你更好的学习，你倒好，不但不领
会，还出尔反尔！明天就考试了，
你不复习怎么行！”说完，他便
“噌”起了身怒气冲冲地朝门外走
去，把门一摔就没了人影。

我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见

他这般严厉，妈妈告诉我：“他每
天抽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他希
望你能好好学习，同时他还要养
活一家人。他真的不容易，他作
为一个男人，不能哭，只能靠抽烟
来缓解压力，他只是希望我们能
听听他说的话……”

我好像找到了他心中的密码，
是那沉重的压力；是男人内心的酸
楚；也是那对全家美好生活的期
盼。我向他道了歉，看着父亲脸上
的笑容，我心中却是满满的愧疚。

后来，每天晚上他都会去阳
台抽烟。倚靠在阳台上，嘴角没
有一丝微笑，注视着那夜路中的
路灯。我常常在很远的地方看着
他，看到的却不只是他的压力，更
是那强大的背影，平平无奇却承
担着一个家庭的重担。

他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
的人……

城关中学 陈淑楚
指导老师 周美花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童
年，童趣更是不可缺少。童年之
花尽情绽放，带着阳光的隙碎，在
清风中欢欣鼓舞，尽情嬉戏。阳
光淡淡的，洒在我的书桌上。房
间无一处不是暖洋洋的。

一颗弹珠入了我的眼，反射
出淡淡的光。我把球拿了起来，
想必是弟弟放在那儿的吧。对着
阳光，一手拿着球，闭上了一只
眼，玻璃珠晶莹剔透的，在阳光下
散发着金光，光包围着珠子的一
圈，这颗珠子，似乎也在那瞬间，
而变得圣洁。

手中珠子的感觉，有些熟
悉，却又有些陌生，不知是何时
所玩的了，抓起那颗球，熟悉感
随之而来。忽将手中的珠子握
紧，对准前方的孔，用力向前推
去，珠子滚动着，却不知何时偏
离了所属它的轨道，珠子似乎是
到不了它的那个洞了。最终，它
落下了，却在离它结束地方的不
远处停下了。随着珠子的停下，
心却乎随着珠子的停下而落定了
下来。

我依旧是不服，把那珠子重
新拿了过来。眯起一只眼，让珠
子对准那个孔，认为准确无误
了，推了出去。它一直是平稳

的，在正确的轨道上越滚越远，
在快接近那个洞了，我的心，一
下子被揪了起来。“咚”的一
声，珠子落下了，我一下子惊叫
起：“耶，成功了！”

在那瞬间，我找到了童趣，那
份离我又近却又疏远的童趣。童
趣这两个字，似乎在我步入高年
级时，早已离我远去，但却在此
刻，我找寻到了它。我一下子醒
悟了，童趣，说是儿童时期的乐
趣，但在长大之后，谁又不曾重新

去抓寻儿时乐趣，让自己曾在欲
撷一缕童心，寻一处回忆，再氤氲
一场儿时的欢愉。

总期待着自己的翩然蜕变，
可童年没有继续，更没有机会重
来，你错过了，就真成了永恒。
只是，我也终于发现，童年时光
虽已远去，但那一份童趣却是我
们随时可以采撷，那一份童趣也
会时时浸润我们的心田。

城关中学七（12）班 柯欣妤
指导老师 周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