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安市银川路实验小学 刘婷婕

可爱的小健，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不
吐不快，不说不行。

自从上学年当了你的班主任， 任课老
师和同学便隔三差五地跟我提起你， 这一
年跌宕起伏的“电影大片”也不时上演———

你在数学课上拿着大拖把满教室乱
跑，甩到了同学的小脑袋，数学老师喊停也
没用，你甚至说脏话骂老师。 英语课上，你
从后门偷溜出去，穿过走廊，上演“乾坤大
挪移”，跑到讲桌前迅速关掉一体机，让英
语课瞬间断片。 这是“动作片”。

你不知在哪里发现一根约 2 米长、满
是碎皮的棍子，以其作桨“划船”来到教室，
弄得教室的地板上全是碎木屑。 你周围的
同学全捂着头喊叫， 有的跑来办公室向我
告状。我匆忙赶到教室，看到“灾难恐怖片”
正在上演。

心情好的时候你会呼呼睡， 心情不好
的时候就到男厕所把水龙头打开， 正在上
厕所的男孩子都被你搞得“湿身”了。 好多
孩子来找我， 你却若无其事， 笑着回教室
了。你玩得不亦乐乎，而我只能一边安抚其
他学生一边打扫现场。看，这是你自导自演
的“喜剧片”。

那是我生病后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别
的孩子做操去了，你却孤零零地坐在教室。
我轻声轻语地对你说：“刘老师身体虚弱，
不能拎重物，也爬不动楼梯，想坐在教室后
面办公，你帮刘老师搬两张桌子来行吗？ ”
许是我虚弱的声音让你顿时有了被需求
感，你楼上楼下地跑，找来两张桌子，又跑
去找凳子来， 额头上、 鼻翼上都渗出了汗
珠。你把我的桌子跟你的排在一起，于是那
天我们成了同桌。是啊，偶尔来个“温情片”
也不错。

暑假里， 我参加了一场特殊教育专项
培训。开始，我还对校领导安排我参加有意
见，可是当我听了专家关于“融合教育”的
报告后，如鲠在喉、如梦初醒。我想到了你，
小健———融合教育不就是为你这样的孩子
准备的吗？

心理学家林崇德说：“教师除了具备学
科知识、文化知识、实践知识，还应该精通
心理学知识。”当今社会，孩子的问题，更多
的是心理的问题。身为教师，我们平时可能
很容易忽视班级里特殊的“那一个”。 这是
我们急需补上的一节课。

还好，从 2018年下半年开始，我市将有
57 所学校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设
置特教资源教室， 发挥特教中心专业指导
作用，共享教育资源，全面推进融合教育。像
小健一样的孩子们，将迎来特别的爱。

可爱的小健，愿你被生活温柔以待，愿
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愿有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真情拾贝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吴生友

每逢假期，我爱出去看看，每到一
座城市，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走进
大学的校园。 2015 年夏天，我来到中山
大学最早的海珠区校区，领略了中大的
魅力。

加缪有言：“自由应是一个能使自
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而说起自由开放
的大学校园氛围，中山大学留给我的印
象是最深刻的。

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
一百多年办学传统。 从南门走进，题写
“中山大学”的门楣朴实无华。顺着逸仙
路，走过长长的一段榕树大道，便看到
了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大学成立典礼时
亲笔书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还有孙中山纪念铜像、永芳
堂前的孙中山雕像和逸仙学院等。孙中
山先生自由思想的光芒映照着中大的
每一寸土、每一片叶。

中山大学里还有许多中国近现代
先贤铜像，如林则徐、魏源、严复、康有
为、詹天佑、谭嗣同、蔡元培、章太炎、梁
启超、秋瑾、陈寅恪、廖承志等。 正如人
们所知，真正闪耀的星辰，都与自己独
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挨得最近。

漫步在安静的中大校园，倚坐在图
书馆的窗边， 享受着夏日惬意的绿阴，
可以找回校园专属的那份情怀，让人驻

足忘归。
正午时分，光影婆娑，鸟语花香，尽

显南国妩媚大方之态。影影绰绰中显现
出的那些老建筑，都有对应的一段历史
往事。 老建筑总体上为岭南风格，楼体
均为硬制红砖墙，绿琉璃瓦顶，花岗石
石脚，色彩艳丽但不失庄重，富有岭南
传统特色。 一座建筑，不仅承载着历史
和文化的记忆，还镌刻着一所大学的精
神风骨。

譬如 1917 年建成的怀士堂， 是校
园中轴线上最瞩目的建筑。 1923 年中
山先生在这里演讲，勉励青年学生“立
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因此，这
栋楼可说是中大的精神象征。

每年夏至后的早晨，怀士堂前的草
坪上是最热闹的。 即将毕业的中大学
子，团团簇簇，徜徉逗留，合影留念。 即
将走出安逸的校园，于此放慢浮躁的脚
步，只为开启一段充满自信的旅途。

学校中轴线东侧是红楼最集中的
片区，几乎每一幢红楼的故事都值得娓
娓道来，因为这里遍布着一位位大师的
足迹。

麻金墨屋一号前的草坪上，安静地
矗立着座雕像，是位老先生，端坐在椅
上，头微微向上抬起，右手握住拐杖，红
楼的牌匾写着“陈寅恪故居”。这座楼是
1911 年美国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
捐建。 1953 年至 1964 年，陈寅恪教授

一直居住在这栋红砖楼里。当时陈寅恪
双目几近失明， 却口述了《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两部专著，总篇幅达 90
万字。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
生纪念碑铭》 中写道：“惟此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
久，共三光而永光。”学术自由产生于思
想自由。 中山大学学术氛围浓厚，是因
为自由思想为学术创造性提供氛围，在
学术自由思想支配下， 弘扬批判精神、
张扬个性。

这座红楼中还曾有数位大师的身
影来来去去， 其中包括医学家周寿恺、
文学史家王起、精通金文和青铜器鉴赏
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及精通甲骨文和战
国文字考释的商承祚等。

中山大学向来秉承自由、开放的学术
氛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着相同气质的
老师和学生，赢得了今天的治学地位。

这所大学还是中国最美大学校园
之一，亲和自然之气涵养灵性大气。 学
术圣殿吸引了许多人进入参观，而优美
的校园风景也使其成为市民休闲散步
的好去处。

走进中大，会被她那宁静而美丽的
大草坪征服。 大草坪是中大校区的轴
心，南起怀士堂，北至岭南堂，全长约
700 米。 两旁是原汁原味的清末民初校
园风貌，漫步其间，一股天地广阔、心胸

开朗之感油然而生。大草坪上不仅有不
同肤色的中大学生在思考、 阅读和聊
天，还有坐在草坪上玩耍的一个个幸福
家庭。开放的草坪体现学校的自由与包
容，也体现出人文内涵和活力。

由南而北游览，孙中山纪念铜像左
前方有一座古牌坊———乙丑进士牌坊。
古牌坊建于明朝崇祯八年，为表彰天启
年间广东 7 位进士所建。高大沧桑的古
牌坊，扑面而来的高雅气息是来自岁月
的沉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在古
老的牌坊前， 站着一大群青春的身影，
他们高举厦门某中学夏令营队旗集体
合影。

中大的东湖， 入夏后荷花纷纷开
放，绿树环绕，游人如织。 粉与绿织就
艳丽的色彩， 风与水撬动优雅的芳
姿， 就连空气里氤氲的也是淡淡荷
香。 荷花池见证了多少阅读的晨昏，
记录了多少穿梭的身影，荡漾了多少
青春的心扉。 池畔总还有一群群花甲
老人在轻声细语，或许是经历生活而
波澜不惊，他们的脸上是面对生活的
淡然与满足，他们的眼中映着成熟的
幸福神采。

向晚，走出中大北门，遥望珠江，夜
色迷人，远处 600 米高的广州塔也赫然
在目。

生活充满绵延不绝的渴望，渴望远
方的美丽，所以变得更伟大而高贵。

为那遥远的美丽
教育行思

■常州市武进区鸣凰中学 薛文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从常州市武进区湟里
高级中学校园里走出来的人， 对校园最深刻的
记忆也许就是梧桐树了。

新学年伊始， 她是我们走进校园首先邂逅
的，把你抱在浓绿的怀里，帮你遮掩住夏末初秋
的热浪。 无论你走在校园的哪个角落，梧桐树都
会如影相随。 抬头望去，宽大浓密的树叶让你仿
佛置身于静谧的世界，让你融入读书的佳境。

转眼间，秋风在树梢演奏出沙沙的乐声，碧
碧的树叶不经意间变成校园里的黄色地毯，梧
桐树上只剩下一根根指向天空的枝条。 但即使
这样，你也丝毫不会觉察到秋天的肃杀、孤寂和
凋零。 这些枝条很快被园丁剪去，毫不吝啬地让
冬天的暖阳照进整个校园， 温暖在莘莘学子的
心里。 高三学子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考上理
想的大学。

等到春风到来时， 梧桐树又一如既往地抽
出细长的枝条， 发出新芽， 逐渐形成密密匝匝
的、厚实的绿阴，如此年复一年。 唯一不同的是，
梧桐树的身躯每历经一年的世事沧桑后就会多
出一圈年轮，变得更粗壮且更富内涵。

我对校园里的梧桐树最早的记忆还是在
读小学的时候。全乡范围的春季运动会在镇上
的中学举行，我跟着大孩子来到镇上的这所学
校。幼小记忆里的梧桐树守卫在每条大道的两
旁，通往四面八方。 来自十几个乡村初中的运
动员各自在树影密密处放上桌子和板凳，于是
这儿便成了休息饮食、交流分享比赛成绩的最
佳去处。

1978 年至 1980 年，我终于有机会进入湟里
高中学习，那个时候港台剧刚刚在大陆兴起，正
热播《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节目。 课间的时
候，我们在梧桐树下一边模仿着各种武打动作，
一边口中还念念有词，你一个“仙人指路”，我一
招“黑虎掏心”，再来一招“双风贯耳”。 虽然少不
了受到老师的训斥，但却总是乐此不疲的。

与这些梧桐树齐名的应该是被它们环绕着
并掩映在树丛中的博文楼了。 木质砖瓦结构的
博文楼作为象征湟里高中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
的标志性建筑， 见证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再到新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见证了无数教育
者甘为地方教育事业殚精竭虑、 无私奉献的身
影。 她也一直作为学校行政办公、教学科研和后
勤服务的地方沿用到 21 世纪初。

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校园一再改建和
扩建，校园里老旧的房屋和一排排梧桐悠远、变
幻的身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如远飞的鸟
儿般逐渐踪影全无。 这不禁使我想起印度诗人
泰戈尔的诗句：“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 但我已
飞过。 ”

校园梧桐树，栖息凤凰的地方，您的身影何
处可再寻？ 您曾铭刻了多少师友夏日的清凉、冬
天的暖阳和青春少年时的种种欢快和期望。

校园梧桐树，你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梧桐身影何处寻

秋秋天天的的傍傍晚晚 陈陈阿阿兵兵 摄摄

故土感怀

本报地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33号 邮编：210036 广告许可证：3201004790039 承印：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 440号 印刷投递质量监管中心：025-86275689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150元

教育人文4 2018年 10月 17日 星期三

行路万里

■海门市中南国际小学 祝禧

学习从来不止于书本、课堂。行万里
路和读万卷书，其本质意义是一样的。用
学习的方式去旅行， 认识世界、 读懂自
己、感悟生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
的生活方式。

行走旅途，认识世界

虽然现代科技已经让世界成为一个
“村落”，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在家就能通
过多种途径感知世界。但是，我依然喜欢
行走。真实的体验和在书本里读到、在画
面中看到的完全不同。行走在旅途中，身
体和心灵是在一起的。

假期我去得最多的是澳大利亚的墨
尔本， 田园牧歌般的自然风光让我异常
留恋。

记得前年去农庄度假时， 沿着墨尔
本东郊蜿蜒的大道驱车前行， 那层层叠
叠的山丘在天边画出流畅的弧线， 伸向
远方。 翻越一个个绿山头， 宛如在画中
游。成群的牛羊安静地吃草，给绿草地绣
上白的、 黑的花朵。 墨尔本的冬天爱下
雨，但雨后很快就有太阳。汽车穿梭在雨
林与阳光中， 被雨冲刷过的路在阳光下
格外亮眼。路旁长着高大的树木，树叶也
闪闪发光。

与自然相拥，再多的心事，再复杂的
心绪，都会因了这忽而阳光灿烂、忽而大

雨倾盆的天气而释然， 自然的世界本就
是这样。

沿着稍陡的山坡直驱而上，来到掩映
在绿树丛中的白屋子前。 女主人朱莉热情
地迎我们进屋，把亲手烘焙的蛋糕切给我
们品尝。 屋外，豆大的雨珠噼里啪啦敲打
在窗玻璃上，风铃摇曳，叮当作响，屋子里
却关着春天，壁炉里火烧得正旺。

这是最常见的澳洲人的家庭布置，
大大小小的房间数不过来， 见得最多的
是书柜，有四五个，客厅、走廊甚至狗狗
睡觉的屋子里都有，摆满了书。屋内零零
碎碎的瓶瓶罐罐、绿植壁画，井井有条，
令人赏心悦目。 墙上挂着伊丽莎白女王
颁发的荣誉市民证书。朱莉说，家里现在
有 10 多英亩地，30 年前有 900 多亩，
1000 多头奶牛，现在都已卖给了牛奶公
司， 墨尔本人每天喝的牛奶大多是从这
里出去的。她喜欢简单的乡村生活，养了
几头牛和一匹马，吃的面包、果酱是自己
做的，鸡蛋是自己养的鸡生的，她常把自
家产的食品拿去小镇和朋友们交换。 远
离喧嚣的从容淡定，让她变得异常美丽。

静静地坐在屋内朝外望，蓝天白云、
鲜花绿草，皆映入眼帘，让我想到那堂经
典课《推开窗儿》。 在这里，未及推开，自
然已经和你紧紧相拥了。

行走旅途，读懂自己

人在旅途， 不只是认识陌生的城市

或者国家，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当一个
人处于陌生环境中时， 优点和弱点都会
暴露出来。

其实，我是不懂该怎样旅行的，更不
知道如何提前做旅游计划。 由于总是依
赖旅游公司和同行者， 我曾被年轻人戏
笑过。 于是，我改变思维模式，从学习和
成长的角度去设计旅行， 试着在出行前
做一些功课。比如了解地方语言，知晓地
方故事，乃至食物、交通、景点等都去了
解。 如果去国外，要和当地人接触交流，
那还必须了解更多。

在墨尔本， 可以使用市内免费公交，
但必须读懂交通符号。坐火车去郊外必须
自己买票，没人检票，你要认准方向再上
车。 说话要小声，因为一火车的人都很安
静。 在小商店购物付款，如果不注意跑到
已经有人排队的队伍前结账，当地人就会
用很友好的语气示意你排队……无人监
督的情况下，检验自己的不是他人，而是
自我的习惯和品质。 康德早就说过，“为我
上者，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这
种道德律令是行走中最好的检验方式。

世间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
和探索。用学习的方式旅行，需要睁大眼
睛，向四面八方张望；需要用心比较各个
国家、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从而接纳
差异、尊重世界。每一次行走，品尝食物、
熟悉交通、欣赏建筑、和陌生人相处、适
应各种气候……不是你在读世界， 而是

世界在读你，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
需要朝向那些让自己变得更有教养的地
方出行。

行走旅途，感知生活

早在古代， 文人就把自然当作人生
必读的另一本大书。虽然交通不便，通信
不发达， 但古代文人的壮游却留下了无
数美妙动人的山水诗、山水画，让后人享
用不尽。

饱览大好河山，饱赏名篇佳句，了解
风土人情，是一种生活态度。 行走旅途，
感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飘逸；感受苏东坡“与清风明月为友”
的旷达； 感受梭罗把自己的恋情消融在
瓦尔登湖上， 把自己的魂魄投注于瓦尔
登湖中， 给自己带来身体和心理健康的
福音……自然世界伸出手臂拥抱着我
们， 是为了让我们的思想变得像天地一
样开阔宏伟。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不能经常出
国旅游，日常生活中，也不会经常远游。但
当我们把行走自然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
态度后，我们就可以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或
者秋色欲滴的黄昏，来到近郊乡村，采几
朵野花别在胸前，扔几个小石子在湖中荡
漾出涟漪，摘一把芦花回去插在瓶里。

让心里装着整个世界， 这或许是我
们人在旅途，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最终
目的。

用学习的方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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