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缪徐

5 年前的暑假， 我踏上了一片神奇
的土地———西藏。 在那离天很近的地
方，我用眼观察，用耳聆听，用心领悟，
收获良多。

巴松措、 纳木措是西藏的著名景
点。 在藏语中，“措”是湖、“巴松”是 3 座
山、“纳木”是天的意思。 因此，巴松措、
纳木措译成汉语，分别是“3 座山中间的
湖”和“天湖”。 虽然两湖都为名湖，但它
们的景色还是存有差异的。 巴松措海拔
3000 多米，湖边高山耸立，植被丰茂，倒
映在湖水中，湖水也有了令人赏心悦目
的翠绿，恰似新疆喀纳斯湖的水色。 纳
木措海拔接近 5000 米，因为海拔高，湖
边的山峰上白雪皑皑、植被稀少，倒映
在湖水中的主要是蓝天，所以，纳木措
的水色不是翠绿，而是那种摄人心魄的
湛蓝，宛若吉林长白山上天池的水色。

其实，西藏的绝好风景，不只是存
在于固定的、知名的景点，还在于赶往
景点的途中。 在西藏乘车前行，只要稍
作留心，随时都可以看到类似“中流砥
柱”“鲁朗风光”“卡定沟” 那样的景色；
只要放眼远望， 随时都可以看到蓝天、
白云、雪山、溪流、绿树、野花。 这些或大
气磅礴或小巧灵秀的风景，在让人感受
到群山巍峨、天际辽阔、自然大美的同
时，也能让胸襟变得开阔和博大，让心
态变得更为悠然和淡定。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西
藏之行中，我领略和品味到了各式各样
的藏族文化。

传播藏传佛教文化的主要圣地是布
达拉宫，此外，还有和布达拉宫建造年代
相近或比其更久远的大昭寺、桑耶寺、雍
布拉康等。 大昭寺是许多教派共尊的神
圣寺院， 寺内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入蕃时

带进的释迦牟尼 12岁等身像。桑耶寺是
38世藏王时代所建，整个寺院分为 3层，
一层是藏式建筑，二层是汉式建筑（许是
38 世藏王的母亲是汉族人的缘故），三
层是印度式建筑。锈迹斑斑的铜钟，缺角
露孔的木柱，色彩依稀的壁画，似乎在告
诉每一个游客，桑耶寺是西藏佛、法、僧
三宝齐全的第一所寺庙， 这里是藏文化
的发祥地。雍布拉康离桑耶寺不远，是西
藏地区的第一所宫殿，也是 33世藏王松
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夏宫。 松赞干布将
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至拉萨之后， 雍布拉
康才逐渐衍变成了一座寺庙。 藏传佛教
文化的精髓是修善心、修淡泊、修来世，
受这一文化精髓的影响， 藏族中佛教信
徒众多，心恶、心贪之人极少，用拉萨市
城关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年扎先生的话
来说， 藏族是一个踩死一只蚂蚁都会心
疼的民族。

在藏期间，适逢藏族的雪顿节。 雪
顿节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类
似于汉族的中秋节。 雪顿节里，每一位
藏族同胞都要听藏戏、喝酸奶、过林卡。
所谓过林卡，就是一家人选一处幽静的
好去处，喝茶、品酒、打牌、团圆，相当于
汉族人节日里的户外休闲。

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教
师、官员、驾驶员、服务员，几乎每一个
人都能即兴为你演绎一首天籁之音。 从
藏族人的歌声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热情和奔放，还能感受到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珍惜和向往。

此外， 藏族的语言文字也是一种独
特的文化。藏文有其美观匀称的架构，因
此，和汉字书法一样，藏文也有着自己的
书法艺术；藏语拥有复杂的语法、深刻的
含义，因此，和汉语一样，藏语掌握的水
准也有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研究生等
等级之分。游览巴松措时，同行的藏族老

师云旦告诉我，“巴松” 是 3 个小岛的意
思，“巴松措”也就是有 3个小岛的湖。 回
到宾馆后我上网检索求证， 百度上却说
“巴松”是“绿色”的意思。 究竟谁对谁错
呢？ 我决定向藏文水平很高的索次老师
请教。 索次老师说， 两种说法都有些问
题。 他个人以为，巴松措翻译成汉语，应
该是“3座山中间的湖”。从巴松措的地理
位置看，这一译法比较可信。

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西藏连接
四川和青海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公
路上，随时都可以看到戴头盔、蒙面罩、
背行囊的“骑游族”。 他们当中，有男有
女，有幼有长，有来自四川的，有来自青
海的。 无论是哪方“骑友”，他们都要骑
着自行车翻越海拔 5000 米以上的米拉
山口或者是唐古拉山口。 在米拉山口，
我待上几分钟，便会头晕目眩，两脚发
软，“骑友”们却能蹬车上坡，溜车下坡，
行动自如。 在海拔 3600 多米的拉萨市，
我说话、上楼、步行都得小心翼翼，“骑
友”们却能在高低起伏、绵延上千公里
的进藏公路上长途跋涉、 驱车如飞，令
我等钦佩不已。 从桑耶寺返回的途中，
我们遇到了一位搭车的“游友”。 该“游
友”满脸黝黑、胡子拉碴。 通过交谈得
知，他是陕西人，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读
书，已经离家出游 29 天了。 问及这种搭
车、乘车、步行相结合的旅行方式感觉
如何时，他咧嘴笑了笑：“过瘾。 ”以前，
曾取笑过各类“驴友”的驴劲儿，如今才
渐渐明白， 驴友们选择自己的出行方
式，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追求一种
过程，一种历经艰险、突破万难的过程；
驴友们选择自己的出行方式，不是为了
作秀，而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一种坚
忍不拔、挑战自我的精神。

回味西藏，真想再到那片神奇的高
原走一趟。

回味西藏
闲庭随笔

行路万里

儿时蟹趣
■泗洪县长江路双语实验学校
化眀中

上个世纪 80 年代，渔民出身的孩
子童年生活是单调的，一个生产队多
不过十几条船， 每条船也就五六米
长，宽不盈丈，没有电视，没有广播，
也没有娱乐场所。 但水边长大的孩子
都识水性，独自划着小船，邀上小伙
伴出行大人都不会担心。 尤其夏秋时
节，摘莲蓬、寻鸟蛋、打水仗、捉螃蟹，
几乎无所不能，别有一番乐趣。

“钓蟹”是我们想起来的第一招。
“钓蟹” 适合在水深没有杂草的地方
进行，俗称“外湖”。 外湖钓蟹，要用事
先备好的青蛙腿或者小鲜鱼作为饵
料系在柔韧的尼龙线上，尼龙线的另
一头再牢固地系在竹竿的梢部。 拴有
饵料的竹竿深深插进水底的泥土，线
浮半水，饵随微波漾动。 阳光映照下
的滢滢碧水，饵料清晰可辨。 一根竹
竿一根线，就能诱得水底的螃蟹夹住
系在绳子上的饵料，直到你用网兜轻
轻把它端起，它依然憨憨地抱着饵料
不放。 外湖钓蟹多半是在风平浪静的
日子，只要有蟹上钩，线动竿弯，一览
无遗。 这时往往是我们最兴奋的一
刻，桨起船行，蟹收网底。 有时为了短
时间内能有更大的收获，我们会把钓
蟹的竹竿插成一排，轮流捕蟹。 若是
遇上几只螃蟹同时“上钩”，就会手脚
并用，忙得不亦乐乎。 桨声、水声、欢
笑声愉快地荡漾在宽广的湖面上。 兴
致尽时，已是小有收获，满网兜的螃
蟹挨挨挤挤。

“跩蟹”比起“钓蟹”显得更高一
筹，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技术活。 跩蟹
不需要捕捉工具， 只需要几个人像
鸭子走路那样在船头和船尾不停地
摇摆。 跩蟹最好在夏末秋初，选择水
草茂密的内湖。 烈日炎炎的中午，螃
蟹会躲在水草丛中乘凉。 当船用力
地摇摆起来，就会漾起波浪，惊动隐
藏在水草丛中的螃蟹。 螃蟹受到惊
吓准备逃跑时， 随口吐出的泡泡就
会暴露行踪。 追根求源，沿着水面冒
泡的地方快速跳进河里， 连着水草
一起抓，只有齐腰深的水，一捉一个
准。 跩船的孩子前后吆着号子，铆足
了劲， 船舷上下摇摆， 甚至贴着水
面。 负责抓蟹的只要瞅见螃蟹吐泡，
立马瞄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获
得战利品后争先上船继续跩动，劲
头似乎比之前更足， 船儿摇摆的力
度更大了。 撑船的孩子常常被甩进
水里，不过谁都不会恼，趁机扎个猛
子去去暑气，凉快凉快。 抓蟹洗澡两
不误，真是一举两得。

因为儿时与水为伴，我对水终究
有着难以泯灭的感情。 一船一篙，承
载着渔家人朝夕相伴的梦想。 记忆
里， 太多的场景经过湖水的荡涤，越
发显得润泽明亮起来。 不知何时，能
再如孩子般投进湖水的怀抱， 捉鱼、
捕蟹、摘莲蓬，任性十足地野上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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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影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苏州石湖实验小学
徐浩

中秋节前，海安墩头镇政府公众号
“水韵墩头” 登出了一则消息———“国家
一级导演、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李振东造
访墩头这位退休教师”，并迅速被“海安
发布”等媒体转发。 出于好奇心，我点开
文字来一看，咦，这不是孙校长吗？ 再往
下一翻图片， 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
孔，对，就是我认识的孙鸿舜校长！

那时，我读师范二年级，小学退休老
校长周国钧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在双
溪办了一个留守儿童暑期辅导班，有没
有兴趣来参加？ ”原来，农村学校的学生
多半是留守家中的儿童，没有父母的陪
伴监管，一到暑假，安全事故就频发，也
没有学习玩耍的去处。 于是，老校长周
国钧便借用新舍村村民活动会堂，办了
这么一个辅导班。 帮孩子补习的还有一

位老师，我和他熟悉后得知，他是王舍村
小以前的校长，名叫孙鸿舜。

记忆中的孙校长，一张瘦削的脸，挺
得笔直的腰，年纪虽然有点大，却非常有
精气神儿。 他总喜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
了的衬衫， 衣服的领口和袖口都有几处
磨损。他用的是老人机，红色漆面早已被
磨光了，通话时灵时不灵。 为此，他经常
唤我：“小徐，你来帮我看看，我的手机怎
么又开不了机了。 ”

从双溪到海安二十几公里的路，他
都骑电动车去， 从来舍不得花几块钱坐
公交。有一次，老校长白天到海安县城办
事，到了晚上 9 点多才骑着电动车回家，
下雨天看不清路， 加上他的视力本来就
不好，在路上摔了一跤，跌断了腿，在家
躺了几个月。老校长的儿子心疼地怪他：
“现在交通条件好， 你年纪那么大了，为
什么不去坐公交车呢？ 何必省那几块
钱！ ”孙校长笑笑不说话。

后来，我才从网上得知，孙校长是对
自己、对家人“抠门”，而对别人家的孩子
大方得很。多年来，他用工资资助了一批
又一批村子里贫困的孩子。不仅这样，他
从 2004 年退休后，自办“家庭辅导站”，
利用节假日和双休日给孩子们义务辅导
功课。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作为村
子里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 他主动负
责出村民活动场所抗日题材系列板报
的活儿。板报上，孙校长的粉笔字和毛
笔字写得非常工整， 每一个字的笔锋
都强劲有力，让人赏心悦目。最让我难
忘的是，夏日烈阳下，孙校长带着我和
几个孩子在新舍村的烈士坟墓前祭奠
逝去的英雄， 献上孩子们手工制作的
“花圈”。 当孙校长读到一个烈士牺牲
时才 19 岁，他望着鲜红的党旗，眼眶
里噙满了泪水， 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流

下了眼泪。
孙校长常说一句话：“我是一名老教

师，一名老党员，应该关心下一代的健康
成长。 ”退休后他一直很忙，14 年里，除
了辅导留守儿童的功课外， 还义务帮助
墩头镇的村民解释民法、民规，调解邻里
矛盾纠纷。有一次，孙校长正在辅导孩子
功课，突然接到了村民打来的一个电话，
便急忙去镇上给农民做免费司法讲解。
还没出双溪，电动车的车胎就爆掉了，30
几度的高温，烈日炎炎，孙校长硬是推着
电动车赶到了墩头司法所。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
运， 一所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
荣。”对于当时还未开始教师生涯的我来
说，孙校长无疑是一个引路者，一盏照耀
着的明灯。 很幸运，能与孙校长有这么
一段短暂而难忘的“同事”经历；很感
恩，他用崇高的党性和人格，给我上了
一节生动的教育课。

我的“同事”孙校长

人生行板

■盐城市景山中学 蔡华淑

在因特拉肯的晨光里醒来， 淡蓝的天
空下，远山还笼罩在幽暗的色调里，如此静
谧、迷蒙。 渐渐地，阳光从茫茫雪原一路照
过来，浅草、绿树一下有了光泽。 风轻轻吹
来，似乎捎来了雪花的味道，清新怡人。 8
月的山里，温度适宜，不一会儿，太阳爬上
了山头，尽情地倾洒着光芒。 在一派明亮的
世界里，我向着雪山凝望……

在瑞士，有一则古老的传说：天使来到
凡间，在一座美丽的山谷里居住下来，为它
铺上了无尽的鲜花和森林， 镶嵌了银光闪
烁的珠链，并许愿，“从现在起，人们都会来
亲近你、赞美你，并爱上你”，这座使天使都
心醉的山就是瑞士少女峰。 少女峰位于因
特拉肯市正南方二三十公里处， 海拔 4158
米，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之一。

美丽的传说令我心驰神往， 我们乘坐
大巴车抵达小火车站， 然后乘坐小火车向
阿尔卑斯山的“皇后”———少女峰进发。 据
说运送游客上山的少女峰登山铁路修筑于
1896 至 1912 年间， 而为了避免滑坡和风
雪， 路线有相当长的部分是在艾格峰腹地
内的隧道中挖掘的， 这项上世纪初实施的
工程是人类的一大奇迹， 直到科技高度发
达的今天， 仍能让我们感叹当年开拓者们
的勇气和智慧。

小火车沿着弯弯的山路盘旋而上，蜿
蜒前行，我们沿路观赏着，山谷里一座座精
致的小木屋散落在青青世界里。 山腰之下，
一眼望去，满是青草的翠绿，隐约看到山野
各色闪烁的小花儿， 平缓的山坡上牛羊散
布。 一条条弯弯窄窄的山路上，居然能看到
骑行者，高大的身体前倾、弯曲，双腿用力
蹬着，阳光下，他们的额头、脸颊都渗出了
汗珠，衣衫也湿透了。 听导游讲，经常有人
这样骑车攀越。

终于登上了山，一股凉气袭来，我不禁
打了个寒战。 我由于贫血，血压又偏低，感
觉心里一阵阵发慌，腿脚也迈不开了。幸好
同行者一直安慰我，鼓励我，拉着我前行。
坚持、坚持，我一定行，我暗暗告诉自己，想
到一会就能看到少女峰， 仿佛脚下轻快了
许多。

走了很长的坡道，然后乘电梯向上，终
于见到了少女峰。阳光下的少女峰，含情脉
脉，闪着银光，披着长发，恬静地仰卧在淡
蓝的天幕下。隔着窗户眺望，连绵起伏的山
峦间是茫茫雪原。 山的苍劲，雪的洁白，是
暗与明、力与柔的交融。

听说山上有一处可以零距离欣赏和接
触雪景，我按捺不住喜悦，跟随大家一道一
脚从盛夏跨进隆冬。 我们像孩童一样尽情
地踩雪，脚下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宛
似在太空留下了一串串脚印； 俯下身子捧
起晶莹剔透的雪， 用脸颊轻贴感受它的温
润与绵柔，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也被眼前圣
洁的雪融化了。 席地而坐，躺下，打几个滚，
多想就这样静卧在少女峰里， 让洁白无瑕
的雪花拥抱我、覆盖我，什么都不用想，枕
着它入眠，闭上眼，仿佛我也成了一朵雪花
飘飞在云彩里，然后轻轻地贴着少女峰，一
起常住在阿尔卑斯山头……

经过幽深的长廊， 一边是图文并茂的
展示屏， 我们再一次目睹少女峰的神奇魅
力，领略冰川雪原的浩渺壮观；一边是栩栩
如生的壁画，灯光闪烁，玄幻而美丽，我们
宛若在时空里穿行、回眸、遥望。

我们来到了一座平台， 那里显示海拔
高度为 3571 米，此刻我的心里一点也不觉
得堵塞了。 四处看看、转转，有购物区、休
息室、餐厅，应有尽有，热闹非凡。 少女峰
已成为世界各地旅游者来瑞士旅游的首
选胜地。

下山已经是下午时光，告别了少女峰，
我们又乘坐小火车而下。 远处高低起伏的
山丘有轻柔的白云相伴， 翡翠绿的湖水轻
轻地映着山的背影。

在因特拉肯小镇漫步街头，小街小巷，
静谧安宁，各式各样的建筑错落有致，随处
可见阳台和窗台上种了鲜花的房舍， 精巧
美观，目光所到之处皆是姹紫嫣红、生机勃
勃，这免费的视觉盛宴让人难忘且感动。 远
处山峦起伏，天朗气清，鸟语花香。 三三两
两的牛儿，有的在吃草，有的在散步，间歇
会传来“哞哞”的叫声。 这画一般的地方。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好好看
看这个世界。 ”在旅行的路上，去那些从未
去过的地方，遇见那些从未认识的人，亲近
那些远方的美丽或奇特的风景， 倾听自己
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当身体追赶上心灵的
那一刻，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地方。我还会一
直不停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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