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童凌翔 E-mail:ccdbyw@aliyun.com

本报地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33号 邮编：210036 广告登记：320000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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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元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熊代厚

这些年已很少下雪了， 昨天却
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夜。 早上起来一
看，处处都银装素裹，一个晶莹的世
界，让人欣喜不已。

屋东边的樟树， 一个大的桠枝
齐根断了，横在路边。 左边的几丛竹
子，被雪压得弯下腰。 门前那株高大
的梅树，被雪堆得严严实实，像个雪
垛。 几天前它曾绽开金黄的几朵小
花，现在估计早已陨落了。

向晚回来，雪化了不少。 我担心
着那株梅，走近细看，那艳黄的花瓣
出乎意料地透过残留的冰雪昂然地
绽放在遒劲的枝头。

“昨夜深雪里，破寒一枝开。 ”我
随口仿作了一句诗。 不过眼前开放
的何止一枝，冰雪里透出许多灿烂。
梅树周围的杂树早已谢尽了花，落
尽了叶， 光光的枝干在寒风中呜呜
作响，而这黄的花，在黑的枝、白的
雪映衬下，是如此鲜明、亮丽。 一阵
冷风袭过， 身边清香四溢， 沁人心
脾，困倦的心神一下子振作起来。

这株梅树不知是谁栽种的，它
好像在这里独自伫立了许多年。 去
年夏天我刚搬来时，它正枝繁叶茂，

掩映在绿树丛中，我并不知道它是一
株梅树。 后来听隔壁退休的汪老师
说它是蜡梅，每年开一次，好看得很，
从此心中便有了一份期待。

夏天快过去了， 也未见其一粒
果。初秋刚至，它早早地落尽了叶子，
灰灰地夹在树丛中，很不起眼。 它正
对着我旧陋的门，我天天从它身边走
过，不曾见过它有什么“奇迹”。 后来
诸事繁多，渐渐对它视而不见了。

秋天走了， 冬天来临。 霜过了
几道，雪也来了。今日，它“凌寒独自
开”，层层叠叠，恣意绽放，没有一丝
的畏怯，没有一丝的疲倦。每朵三四
层，每层四五瓣，瓣薄如翼，花心如
米，幽香弥散。粗黑的树干上又抽出
青的枝，枝上挂满了冰粒，也开满
了花。

“枝横碧玉天然瘦， 蕊破黄金分
外香。”前面的梅花还未凋零，后面的
已悄然绽放。 花间夹着许多花苞，大
如黄豆，小如米粒，有的虽刚露一点
形，但同样饱满。再低头细看，雪地上
落下不少花，星星点点，这一夜，它同
风雪作了怎样的抗争？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它那样早早
地落尽了叶，终岁也不结一粒果。 这
么长的时间， 它淹没在杂树丛中，从

未有过一丝的张扬。 它默默地等待，
长久地积蓄， 只为昨夜和风雪一搏，
今日能一展欢颜！

没有人修理过它，也无人整束，
它不合文人雅士的“欹、曲、疏、斜”。
它所有的枝一律向上蓬勃地生长，
自由地伸展， 昂然地挺立， 直指天
空。 它没有主人，不曾被呵护，根旁
是一堆乱石， 临近暗灰的砖瓦和破
旧的门扉。 东边的枝条被孩子们折
断了不少， 断裂处却生出了更多的
新枝。

在这冰天雪地里， 没有蜂蝶为
之伴舞，没有燕子与之亲昵；少牡丹
之雍容，失秋菊之隐逸。日出月落，我
差点都把它忘记了， 它却没有沉沦。
风雪来了，不能损其肤；冰霜欺压，不
能掩其俊。 在这寂寞的黄昏，它在我
陋破的屋前， 独自绽放着自己的心
情，枯寂里有一份活力，困顿中焕发
一种精神。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
雪时。 ”这是它最好的写照。 我画不
出它奇异的风骨， 也留不住这最美
的时刻， 但它这份傲然挺立的坚贞
风姿，这份凌寒溢香的铁骨冰心，会
一直激励着我们在人世的路上坚定
地前行。

生活浪花

雪中梅

■张承新

我一直觉得，过完元宵，年才算结束。
就像一条刚刚起网的鱼，年节是鱼头，元

宵是鱼尾，头动尾摇，活蹦乱跳，生动无比。
就像一个以亲情为心的圆， 年节是上半

圆，元宵是下半圆，两者相加，更加完美。
坐着民族传统的大船， 延续着年的温馨

与芳香， 带着一只只晶莹的元宵， 元宵节来
了。 这一刻，正是 365 天里程再次铺开之时，
生命的旅程，青春飞扬，激情澎湃，志气满满，
一个个美好的日子， 随着我们五彩梦想的腾
飞，就这么圆满起来。

披着新年明媚的春光， 承接着年的喜庆
与祥和， 带着一盏盏美丽的花灯， 元宵节来
了。 这一刻，正是春天的列车启程之时，回暖
的大地，残冰消融，草长花开，生机勃勃，一个
个美好的心愿，应着夜空星星点点的希望，就
这么被点亮。

又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人逢喜事精神
爽，开心的锣鼓敲起来，奔放的秧歌扭起来，神
气的高跷踩起来，甜蜜的欢歌唱起来，勾勒出
华夏儿女一幅幅生活富足惬意的美好画卷。 希
望满天，日子火红，爆竹冲天而起，烟花激情缤
纷，把我们对远方的美丽憧憬尽情呈现。

又是一个万家团聚的日子， 我们满心眼
里高兴，张灯结彩，为生活营造一份美丽；我
们情感交融，把酒言欢，尽享亲情的温暖和生
活的温馨。此时，圆月正亮，满眼皎洁，照亮春
天的笑脸；此时，春风正轻，轻轻摇曳夜色的
温柔，千家万户都陶醉在美满的幸福里。

元宵节来了，花灯有多美，人们未来的日
子就有多美；元宵有多甜，人们未来的生活就
有多甜。

元宵是“鱼尾”

■昆山市实验小学 魏惠惠

1984 年， 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踏入了
师范学校的大门……那时候的师范生是很多
人羡慕的对象， 在他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读
书前，村里的大队书记拎着一挂鞭炮过来，为
他庆贺。 家里人实在过意不去，摆了十几桌宴
席答谢了村里前来祝贺的村民。 在师范学校
里，他什么都学，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不敢说
精通，但样样都会一点儿，直到现在还会把手
风琴拿出来炫耀一番。 学校每个月发一次饭
票，组织看一场电影，他每天写一篇毛笔字，
写一块小黑板， 这样的日子让他对以后的教
书匠生活更加憧憬……

1995 年，她出生了。上小学了，拿到课本，
她第一次看到语文书封面的一角印有一个
框，框里有“江苏省免费教材”的字样，她看了
好几遍，还和小伙伴儿们研究了一番———“免
费就是不要钱吗？ ”“国家为什么不要我们花
钱呢？ ”奇怪的是，看到“免费教材”字样之后，
她不仅没觉得这本书来得容易， 反而更加珍
惜。 她给教材包上书皮，格外小心地使用。 她
当时不了解，只是觉得这本书免费，或许是因
为很多孩子没钱买教材， 国家就出钱给大家
买，而实行义务教育，是为了让孩子们都上得
起学。“国家”“义务”这几个字在她看来格外
庄重，她似乎有点儿明白，国家那个时候还不
富裕，把教育摆在了“义务”的位置，肯定投入
了很大的心力。 那个时候，小小的她觉得自己
被如此重视， 自己的身上无形中好像有一个
隐形的担子。 她总觉得不能辜负这份“义务”
与“责任”，于是更加认真地学习，长大后当教
师的想法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

1989 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他们这群人
当时满腔热血， 一心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
用到最需要教师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一双双
求知若渴的眼睛！ 于是，他一毕业就去了家乡
一个偏僻的村庄。 村里的小学，校舍由一排平
房组成，每个年级设立一个班，当时还只有 5
个年级，操场是一片荒芜的草地，一方小小的
鱼塘就是校园最美丽的景色了。 他记得当时
常常趴在鱼塘周围的水泥围栏上备课， 备完
以后，绕着鱼塘走上十几圈，边走边把课大声
地“说”出来，直到每个流程熟记于心。 当时他
的打扮也很好笑，每日必穿西装，但是脚上穿
的却是一双白色球鞋。 他后来看到那张“西装
球鞋”照片时，自己也被自己逗乐了。 他说当
时自己的想法就是， 穿西装代表着自己对所
从事的教育事业怀有一颗虔诚之心、 敬畏之
心，不敢怠慢也不容怠慢，而穿球鞋主要是因
为每天要处理班级里面的各种事务， 球鞋方
便舒适，便于行走。

2013 年， 她在高考志愿表上也填写了一
所师范院校的名字，9 月份她收拾行李前去学
校报到。 当她站在校门口时发现，许多和她一
样的年轻脸庞上满是憧憬。 她觉得这么多人
为着同样的目标———“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而努力，这种感觉有种说不出的幸福。
她很勤奋，钢笔字、毛笔字勤加练习，演课、说
课从不落下。 除了基本技能以外，她看了很多
书， 就怕以后学生问问题时没办法给他们解
答。 就这样，毕业后，她如愿当上了教师。

第一天踏上讲台的时候， 她刚开始有些
紧张，后来在讲台上站定的那一刻，她心中安
定下来，就因为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她，她不
敢辜负，不能辜负……

而这一天，当他也站在讲台前，同学们站
起来喊“老师好！ ”时，他明白，从课桌后到课
桌前这短短的距离，他竟走了 30 年。

30 年中，学生换了 30 拨，他的学生遍布
五湖四海，桃李满天下之际，他依旧坚守在那
个学校。 他见证了校舍翻新，见证了由原来的
一个年级一个班扩增到了一个年级 6 个班，
见证了课程改革， 见证了自己的女儿在他的
影响下一步步走上教师岗位……

没错，她是他的女儿。 他是老魏，她是小魏。
“爸，你教了 30 年的书，您上的课我一节

都还没听过呢。 ”
“哈哈，以前太忙了，什么时候一定请咱

们的小魏老师来听一听老魏老师的课。 ”
小魏老师如今也走上了老魏老师 30 年

来走过的路。 学校的校舍已经翻新，桌椅已经
升级，未曾变化的，是如同老魏老师一样的教
师和一样渴求知识的学生， 不论哪一个时代
都一样。

我是小魏。 老魏老师，是我的父亲，也是
我的启蒙老师。 现在，我与他同行，看见了中
国教育的过往和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华夏一
直在进步。 我们的学生是中国未来的栋梁，我
们的眼里，尽是对未来中国教育的憧憬。

（本文获 2018 年江苏省教育厅 “改革开
放 40 周年·我与教育”主题征文一等奖）

老魏和小魏

教育背影

■如东县教育局 康海群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
来。春节已过，看到随处可见的春联，我
不由回忆起童年时代那一幕幕书写春
联墨香飘溢的日子，内心深处涌起一丝
眷恋。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 我的
同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在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过年意味着七大碗八大
碟庄严地摆上餐桌，然后阖家老小团团
围住，享用这桌丰盛的年夜饭。 父亲揭
开那坛珍藏了一冬的老黄酒，开始海喝
神聊，一家人其乐融融。不能少的，还有
和小伙伴冒着凛冽的寒风在雪地里堆
雪人打雪仗，在那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
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浓烈的火药味，开
心地跟随父母走亲访友，喜滋滋地接受
亲戚长辈的爱抚和温馨的祝福……然
而，对于我而言，还要完成一项特殊的
使命———写春联。

贴春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
来的习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 ”贴春联可谓最具有辞旧迎新的
意义了。乡村人家甭管平常日子过得好
歹，春节在堂屋、里屋、厨房、粮仓、柴禾
棚、牛舍、猪圈、羊栏甚至厕所等凡是有
门的地方， 都要贴上红红的对联和福
字。 火红喜庆的对联和福字，象征着人
们的幸福生活红红火火。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就开设了
毛笔书法课。 那时的家长并不像现在
的家长这样重视孩子的特长发展，同学
中几乎没有一个毛笔字拿得出手的，我
也未能免俗。 不过，庆幸的是，我有一
个会舞文弄墨的外祖父，他是位离休老
教师， 曾在景安、 河口一带做过校长。
在乡下人看来， 算是有学问的人。 其
实，外祖父没有指导我练过书法。 依稀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每到年底，外祖
父都会来我家，带上笔墨纸砚，在我家
堂屋中央的一张八仙桌上挥毫泼墨。
他手起笔落的一招一式深深镌刻在我
幼小的心灵里。

待我上学后，外祖父就因患脑溢血
从讲台上跌倒，尽管抢救及时保住了性
命，但渐渐失去了自我意识，变得不省
人事，迫不得已提前离休。 可外祖父书
写春联时的潇洒姿态，蛰伏在每一个寂
静的夜晚里，不时跑进我的脑海，鼓舞
我努力写好毛笔字。

书写春联的时间大多安排在除夕
的前一天。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从街上买
回来的大红纸裁开折好，在一张油水浸
润过数十年的古旧的八仙桌上垫上几
层废报纸， 把折叠好的对联纸铺开抚
平， 在一个洁白的大瓷碗里倒上墨汁，
命我写春联。 我那时才上小学三年级，
写的时候沉住气，捋袖作势，跪在椅子
上，提笔蘸墨，挥毫向纸，可稚嫩的小手
还是抖抖颤颤。 写好后，见围观的左邻

右舍均竖起大拇指为我点赞，我就喜不
自禁，手舞足蹈起来。

之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除了为家
里写春联，邻里乡亲也会带上裁剪好的
大红纸到我家来请我写。 我那时是年
少不知天高地厚， 大笔一挥， 笔走龙
蛇， 那场景不亚于现在书法家到街道
社区、 乡村农家为群众奉献墨宝的洒
脱。 针对不同的家庭，我会写不同的内
容。 这也无意中使我早早接触到对仗、
押韵这些写作手法， 积累了不少古诗
词的知识。 我给我爷爷奶奶家每年写
的都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
老松”。 在我的祝福中， 他们都活到 80
多岁才相继离世。

这样的得意时光一直延续到上世
纪 90 年代初。 那时家家户户的春联都
是民间书法艺人现写后走家串户兜售。
我清楚地记得， 在我工作的头一年，隆
冬季节，屋外雪花飘舞，在学校一间南
北向的寒气逼人的大会议室内，我应一
位姓杨的同事邀请，为他贩卖春联的哥
哥写了成百上千副春联。

写好的春联还要张贴，贴春联也是
门学问。 腊月三十，父亲早早起床熬制
糨糊， 急急要赶在这天的早饭前贴好，
似乎这样才能更好地喻示辞旧迎新。 父
亲叫我帮他贴春联，用面粉熬好的糨糊
张贴在大门上，过不了几个月，风雨就
销蚀了它的嫣红。

岁月变迁，时代在变，传统也在变，

但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始终
没有变。 作为中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
景，如今除夕夜人们贴上象征喜庆与吉
祥的春联的习俗还是承续了下来。 只是
购买现成印制品的多，有的储蓄机构每
逢过年还会赠送客户春联，亲手写春联
的情景已经罕见了。

这几年，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视，我重燃对书法的兴趣。 我主要
练习临摹《石门颂》，用石门笔意书写的
作品不时在县市省乃至全国大赛中获
奖、参展。 省内外多位书法名家都问过
我，有没有跟谁学过。 我肯定地说：“没
有！ ”前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
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博导、
书法系主任王继安教授在南通做学术
讲座的休息间隙， 对我的临摹作品进
行了点评。 他充分肯定了我的书写，认
为技法活泼，气韵生动，给了我不小的
鼓励。

每逢春节，我都要书写春联，或参
加县送福送春联到基层进万家活动，或
参加春联书法大赛自娱自乐，或赠送同
事友人。 虽并非名家墨宝，但能够给别
人捎去年味的馨香，甚是欣慰。 今年过
年，我写了这样几副春联：“五湖四海皆
春色，万水千山尽得辉。 ”“文明处世家
风好，正直为人品德高。 ”“红梅点点，盘
瓠傲霜随岁去；丽日融融，天蓬报喜伴
春来。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利，
吉祥如意！

闲庭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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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行板

新春话春联

又又到到梅梅花花盛盛开开时时 陈陈顺顺源源 摄摄

征稿启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江苏教育

报》已经走过了 30 个春秋。 30 年来，她始
终努力站在江苏教育最前沿， 为江苏教育
改革发展演奏奋进的乐章， 描绘壮丽的画
卷。她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的支
持和厚爱。

为庆祝《江苏教育报》创办 30 周年，本
报从即日起开展“我与《江苏教育报》的故
事”征稿活动，请您写一写这些年来您眼中
的《江苏教育报》的发展和变化，说一说您
在读报用报过程中的感想和收获， 聊一聊
您在《江苏教育报》上发表文章的喜悦和兴
奋，谈一谈您对《江苏教育报》的建议和期
盼……文体不限，字数不限，题目自拟。

编辑部将从来稿中选取优秀文章刊
发，与读者朋友们共飨，还将邀请部分作者
参加本报创刊 30 周年专题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