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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浪花

■南京理工大学 肖传云

晚饭后， 我喜欢在校园周边走走。
这天，我在学校附近苏果店转了一圈后，回来

途经一家药店，发现门口有一群人在围观。原来商
店在搞有奖促销，设了一个“钓鱼”游戏。只见地上
放了个空啤酒瓶，一个人拿着根竹竿，竿头的丝线
下端系着一颗钉子， 要求站在一米线外， 手持钓
竿，将丝线下端的钉子放入瓶中，将瓶子钓起来。

有好几个人试过了，都没有成功。他们尝试了
各种方法，左试右试，就是无法钓起瓶子。

我自小喜欢钓鱼，读小学时，家乡还有鱼塘。 每天
中午放学后，我都是先去钓鱼，钓到后才吃饭。我总是在
一根丝线上挂两个鱼钩，上下错开一定距离。 钓得最多
的是鲫鱼，很多时候会有两条同样大小的鱼同时上钩。

我家有个不成文的约定， 谁钓到的鱼归谁吃
（当然是指小孩子）。 所以，每天钓到鱼后，奶奶都
会给我做一碗鱼汤，那浓浓的汤汁、金黄的颜色、
鲜美的味道，至今难以忘怀。

钓鱼需要的是耐心，因为鱼都很警觉。 通常鱼
都会反复试探，小口轻咬，慢慢拖钩，拖一下又吐出
来，一下、二下、三下，感觉没有危险了，才会放胆深
喉猛咬，将浮标深深拖入水中。 这时将钓竿猛然提
起，鱼儿就跑不掉了。 很多人等不到鱼儿深喉猛咬
就提钩了，结果是快到嘴边的鱼儿又溜走了，谁叫
你比鱼儿还急呢？

面对眼前的酒瓶，我在想，我这个钓鱼老手，难道
今天会栽在这小小的“阴沟”里吗？

我总结了前面几个人失败的教训， 心下有了
主意。接过钓竿，我不是将丝线的结头移向钉子一
端，而是保持在钉子中间，然后将丝线在钉子的一
端反复缠绕，让钉子短暂倾斜。 结果很成功，钉子
顺利进入瓶中。我再用力抖动丝线，让绕在钉子上
的丝线松开， 钉子恢复水平。 在众人一阵惊呼声
中， 瓶子被缓缓钓起。 我因此获得了游戏的小奖
品———一盒高露洁牙膏，开心地离开了……

保持一颗童心，生活处处充满快乐。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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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人民教师。 我也是个平凡得不
能再平凡的班主任。

早晨不到 6 点 ， 我起身洗
漱，一切事都争分夺秒，清晨的
时光尤为重要。 7 点， 或许许多
市民还在梦乡，我已经骑车上班
了。 出门的时候冷风
直往怀里钻，我也只
能瑟缩着身子顶着
寒风加快速度，因为
我是班主任，必须早
点赶到学校。

到了学校， 我一
边帮助学生打扫班
级卫生，一边催收学
生的作业。 尤其是部
分任课老师昨天没
收齐的作业，我要特
别叮嘱督促相关学
生交上来。 有的学生
迟到了，我得嘱咐他
们下次早点。 这一切
结束之后，我匆匆赶
往楼上的另一个任
教的班级上早读课，
这是我的教学职责。

早读课结束 ，早
操的音乐如期而至，
我得赶往操场，我的
班级在那里做操。 早
操结束的音乐似乎
在提醒我可以喘口
气了，而这时突然想
起早餐还没吃。 前段
时间才听说有老师
因为早餐没吃昏倒
在课堂，如今心有余
悸，可是我得去上第
一节课了，接着还有
第二节课。

终 于 上 完 了 两
节课，几位昨天约好
要谈话的学生和家
长翩然而至，彻底打
破我准备用早餐的
设想。 饥肠辘辘中，
我仍然坚持着谈完了话。 看到
原本懒散的学生脸上终于有了
发奋努力的表情， 我总算松了
口气，可是头有点昏，可能早餐
没吃，血糖太低 ，心想：幸亏上
完课了，否则真有可能昏倒在课
堂上。

一晃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可
以回家用午餐了。 刚起身，广播

喇叭响起：今天下午有教育局领
导前来检查学生行为习惯，请各
位班主任立即到班。

回家吃午饭的设想彻底告
破。 我只好打电话告诉父母，中
午不回家了， 下午还有很多事
要忙。

由于是初三，课
多了，下午还得上两
节课。我上完课刚坐
下来准备喝口茶，年
级组长来电：校长室
召开初三班主任会
议，立即参加，不得
迟到。我抓着笔记本
和笔一路小跑去开
会，冒着热气的茶在
我的办公桌上一点
点变凉。因为走得匆
忙，没盖盖子，开完
会回来时茶已经冷
透了，不能再喝。

这时班长来到
办公室，告诉我有节
课有学生争吵，任课
老师要我处理，已经
彻底放弃休息打算
的我，心想：还有什
么事尽管来吧！

天色暗了，窗户
没关好， 冷飕飕的
风吹到我的身上 ，
我已经疲倦得不觉
得自己在发抖 。 望
着办公桌上的作文
本， 我做好了带回
家批改的决定。

到班上，我对学
生们一天的表现进
行了总结， 表扬了
该表扬的， 鼓励了
该鼓励的， 勉励他
们继续努力 ， 然后
宣布放学。

骑车回家的路
上，我带着满车篓子
的作文本，回想着下

午班主任会议上领导不留情面
的批评，思考着自己有哪些地方
需要改进。

一名平凡的班主任琐碎而
平常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想
到学生可爱的笑脸和家长殷切
的期盼， 我的心里又涌动着前
行的力量， 向着晚霞灿烂的远
方，奋力骑行。

教育背影

■蒋新生

一天晚上， 高中同学老张
打电话告诉我， 今年大家准备
搞一次师生联谊活动， 问我能
否参加， 我当即表示“一定参
加”。 从 1970 年高中毕业算起，
我离开母校泰州市塘湾中学
（现更名为泰州市凤凰实验中
学）已经整整 48 年，当年的青
葱少年如今一个个也都是将近
“古稀”之人了。

提起“师生联谊 ”，我首先
想起的就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姚寿林。 他之所以能够深深地
印在我的记忆深处主要是缘于
进入高中写的第一篇作文。 文
章写的什么内容现在已全无印
象，只记得文章开头我用了“光
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两个词，
当时还自以为得意， 可谁知等
作文本发下来一看， 这两个词
下面给画了一道红杠， 旁边还
批了“老气横秋，故作无病呻吟
之态”这样几个字，后面的惊叹
号特别抢眼。 直到数年之后我
才悟出他的良苦用心。 我们当
时一个个都才十七八岁， 他也
刚刚“而立”，正是“风华正茂”
之年， 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才
刚刚开始，怎能就慨叹起“人生
苦短”呢？原来他是在为我们的
人生校正航向啊！

为不误佳期， 联谊会那天
我特地起了一个大早， 如约赶
到， 进门第一眼就认出了众多
同学簇拥着的恩师。 我径直奔
他而去， 他见我也远远地起身
相迎。 在我印象中恩师原来尽
管单薄但从来都是腰身笔挺，
现在依然如此，而一头浓密的
头发却花白了许多，面庞也比
原来瘦削 。 与 50 年前相比没
有太大变化的就是他那深色
镜框后面的一双眼睛依然是
那样的炯炯有神……我快步向
前，紧握住他略有点凉意的双
手，“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的
感慨竟脱口而出，他接道：“是

啊， 你们一个个也都做爷爷奶
奶了，但看到你们，我仿佛又回
到了 50 年之前，顿时感到浑身
充满了活力。 ”真是“此一时、
彼一时”啊，联系到他当年给我
的作文批语， 尽管这一次他没
有说我“意志消沉”，但我却能
深深感到他虽年届耄耋， 心底
潜藏的青春激情之火仍会随时
喷薄而出。

我对姚老师之所以这样地
刻骨铭心是缘于他对我的“再
生之德”。 记得高一年级时早春
的一个星期一， 我一早从家里
赶了六七里路来到学校， 第一
堂课是语文课。 课上了最多 5
分钟，我突然感到恶心，眼前一
阵发黑，于是就跟同桌说，赶快
把我送去宿舍，我心里很难受。
同桌扶我从后门刚走出教室，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两腿一软
就瘫了下去， 朦胧中只听同桌
喊了一声：“快来人， 蒋新生晕
过去了。 ”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
知道了，等醒来时，已躺在了担
架上， 只见好几个同学搭着担
架向镇卫生院飞奔， 姚老师也
一手搭着担架，跟着担架跑。 学
校距离卫生院少说也有两里多
路，很快我又昏迷过去了，等再
次醒来时， 已躺在了医院急诊
室的病床上，只听见医生说，血
压已到了临界点，很危险，不过
由于你们送得及时， 现在没问
题了。 后来才知道，医药费都是
姚老师垫付的。 从此， 姚老师
“手搭着担架奔跑”的形象就深
深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待
学生如己出” 这是他留给我的
深刻印象。 高中毕业后我走上
了教育岗位， 我始终以姚老师
的“待学生如己出”为自己的行
为准则，所以直到今天，几十年
前的学生跟我都有交往， 这令
我的同事们羡慕不已。

我从小在学习上是严重偏
科的，记得小学升初中，报到时
班主任老师指着录取名册对我
说：“你看 ， 你语文只考了 30

分，全班最低，但数学却是全班
最高，以后，你在语文上要好好
下功夫噢！ ”然而，阴差阳错的
是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一直靠语
文“混生活”。 先是在学校当语
文教师，恢复高考后连续 10 年
承担高中毕业班或高补班的语
文教学工作， 后来调到行政岗
位后又担任文字秘书， 再后来
调到新闻出版单位后又干上了
新闻记者和期刊编辑的工作 ，
获得过“主任记者” 的头衔和
“编审”的职称。 我心里清楚，一
生能以文字“立业”“谋生”，都
是拜姚老师所赐。

一次我专门向姚老师请教
如何提高语文成绩， 他给我的
办法是勤动笔和多读多背。 从
此，这成了我学习的发力点。 我
至今都记得姚老师讲授课文
《冯婉贞》的情景。 讲古文，那可
是他的强项，他先由字到词，由
词到句，由句到段进行串讲，再
逐一解释文中的虚词、实词、语
气词，将实词的活用、常见句式
的变化等难点讲解得清楚明
白。 下课时，他没有要求我们背
诵。 说实在的，经过如此细致的
“咀嚼”， 对课文的内容我已记
得八九不离十了， 再加上第二
天早读的巩固， 背诵是没有问

题的。 第二天一上课，姚老师就
点名叫我背诵《冯婉贞》讲过的
几个小节，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
没有，镇静了几秒钟，我还是流
畅地背下来了， 他对我大加褒
奖。 有个教育家说过，教师不经
意间的一两次表扬或批评可以
成就或毁掉一个学生。 我就是
他表扬的获益者。

师生联谊， 同学之间交流
得最多的是姚老师对自己的关
心和帮助。 曾担任姜堰扬剧团
领导的张善益， 提起姚老师当
年帮他找工作的经历， 激动得
声音都近乎哽咽。 姚老师多次
与用人单位联系沟通、 与乡镇
村组协调， 跑破了鞋， 说干了
嘴， 才为他这个农家子弟谋到
了令人羡慕的在城区剧团吃供
应粮的工作。

师生联谊， 觥筹交错是少
不了的。 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向
姚老师敬酒， 他红光满面地一
一答谢的情景， 我突然想到荀
子说的“积善成德，神明自得”，
我觉得如果要把这两句话送给
他的话，后面还要加上“因德而
寿，福寿安康”才完整。

48年，弹指一挥间，师生再聚
首，变了的是容颜，不变的是情怀。
恭祝恩师寿比南山，幸福安康！

又见恩师

满满载载而而归归 李李昊昊天天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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