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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途中， 不时闻到一缕缕清香，
沁人心脾。 扭头一看，原来是路边的桂
花开了。 那浓郁的花香，不禁勾起了我
浓浓的乡愁。

故乡位于广袤的江海平原上， 村庄
不大，仅有 20 多户人家，几乎家家庭院
里栽着桂花树。 桂花终年常绿， 枝繁叶
茂。它虽不如广玉兰那样蓬蓬勃勃，也不
如杨柳那样婀娜多姿，但树干笔直，犹如
亭亭玉立的少女， 给故乡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春天百花开，而桂花不与群芳
斗艳，总在金秋时节悄悄开放，花生叶腑
间，合瓣花冠四裂，虽小巧玲珑，可花极
芳香， 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花香能比得上
桂花的香浓。 桂花开得极盛的时候，说
“香飘十里”一点也不夸张。 每当金秋桂
花盛开之时，整个故乡都浸润在香海中，
故乡的人全都陶醉在香海中。

我喜爱桂花， 不仅因为它的花极
香，还因为桂花能做成各种各样美味的
食品。 记得金桂飘香之际，故乡的各家
各户便开始“摇桂花”了。 趁着晴好天
气， 乡亲们在桂花树下铺一块大塑料
布，大人小孩齐上阵，抱着桂花树使劲
摇。 桂花纷纷扬扬落下来，仿佛在下桂
花雨，落得人们满头满身。 有的树干粗壮，小孩子摇不动，
就拿来竹竿仰着头伸向树枝敲打，大人便赶紧制止：“使不
得，使不得，你把枝条打断了，明年就没有桂花吃了。”懂事
的孩子便放下竹竿，蹲下来去捧落下的桂花，放进布兜里，
顺便还抓几瓣桂花丢到嘴里尝尝。“呀，真香！”孩子们一边
嚼着桂花一边大呼小叫，真比过年还要兴奋。

收获桂花后，家中的主妇们就把桂花倒在筛子里，拣
去枝叶，再清洗干净，然后摊在竹席上暴晒几天。晒干了，
收在瓷罐里，随时都可做桂花面、桂花糕、桂花饼、桂花糖
等各式各样的食品。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桂花糕。母亲是
村里做桂花糕的高手， 品尝过我母亲做的桂花糕的人都
说她比村里其他主妇做的桂花糕要好吃得多。 母亲做好
桂花糕都要给乡邻们送上一些， 乡邻有好吃的也会给我
家送点。 做桂花糕时，母亲取一瓢糯米粉和小半瓢面粉，
撒上桂花和红糖，用少量热水拌匀。 取糕屉，垫上洗净的
湿布，放入一半糕粉刮平，将豆沙均匀地撒在上面，再把
剩下的一半糕粉铺在豆沙上面刮平，随即用旺火沸水蒸。
待汽透出面粉时，在糊状粉浆上嵌入红枣、赤豆等，再继
续蒸至糕熟离火。 将糕取出，用刀切成菱形糕状。 母亲做
的糕，既松软又香甜。刚一出锅，我便抢着要吃。母亲轻声
说：“小馋猫，烫啊，凉凉再吃好不。”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
块便咬。 呀，又酥又软，甜糯可口。 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
母亲微笑着对我说：“吃了桂花糕，步步都升高。 ”母亲以
为吃了桂花糕，不仅将来能高升，更会保平安。 香香桂花
糕，浓浓母爱情。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学院。在省城读书的几年里，曾有
几位同学请我品尝过有名的南京桂花鸭，可我怎么吃也吃
不出家乡桂花的香味。 每到丹桂飘香时节，母亲便托人捎
来她自制的桂花糕。 我习惯性地拈起一块放到嘴里，门牙
刚领略到桂花糕酥软滋润的质感，舌尖迅即敏感地接收到
甜津津的讯号， 蕴藏于糕粉深处的香味此刻愈发显得浓
郁，那种久违的清香直冲脑际，恣意振荡，食后余香仍在口
腔内回旋，经久不息，连手上残留的桂花糕香也能让你嗅
上好几天，且洗之不去。我将它分给同学吃，他们吃后都赞
不绝口：“好吃！好吃！”师范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小城工
作，在此成家立业。 每年金秋时节母亲仍一如既往地送来
她做的桂花糕。 大口大口吃着土色土香的桂花糕，我觉得
它比我吃过的任何外地做的桂花食品都香都甜。那是故乡
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

又到了秋天，站在这座城市的高楼上，越过这个城市的
上空，我似乎看到了故乡湛蓝的天空，看到了秋阳下静静肃
立的桂花树。 故乡桂花深处，有我永远魂牵梦绕的乡愁。

教育者的情怀
年前选购绿植时，见有人在买

一捧枯枝样的枝条，说是以后会开
花的。 尽管有些疑虑，因价格便宜，
我便也跟着买了一捧，心想即使不
开也亏不了多少。 一回家我便把它
插入花瓶，浇上一些水，家人很诧
异:这枯枝也能开花？ 我说，试试看
吧。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 春节
里，这枯枝丝毫不见动静，还是原
来的样子， 连芽儿都不发一点儿。
是上当受骗了， 还是天气冷的缘
故？ 既然不开花，看上去又不中看，
正逢春节， 家里难免时有亲友来
访，我便把它搁置在一个不为人注
意的角落里。

一晃开学好几周了，有一天在
朋友圈无意中看到有朋友在晒花，
忽然想起年前买的那捧枯枝，它可
还在那角落里？ 过去一看，眼前一
亮，竟然满捧紫色，直直的枝干，顶
着一朵朵紫色的花，有的像紫色的
小喇叭，正快乐地吹奏着青春的旋
律；有的如可爱的蓝精灵，正调皮
地吐着长长的花蕊……我百度了
一下，这花叫金达莱，是春天的使
者，坚贞、美好、吉祥、幸福的象征。

世上美好的东西，最初往往很
平凡、很普通，不被人注意和珍惜，
而真正能让它成为珍品的，除了它
自身往往要历经冰寒，历经成长的
苦痛，还需要有伯乐，有良师，有慧

眼，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有成其大器
的智慧。

记得一次上作文课， 我让学生
先听同学的习作，再在笔记本上写
一段评价的话，最后全班互相交流。
其中有一篇， 我先让学生听作文内
容， 再让他们自拟题目。 文章大体
内容讲的是：爸爸办厂倒闭，后又开
厂失火， 最后又东山再起。 孩子们
交流下来，有人拟出了《男子汉》这
个题目（原文题目是《爸爸是个男子
汉》）。 我追问，什么是“男子汉”？ 为
什么拟这个题目？ 孩子们七嘴八舌
地说：男子汉要坚强、有责任、有担
当、百折不挠……我问，我们班里哪
些同学能被称为“男子汉”？ 教室里
又一阵热闹。 这个班其中有一个同
学， 是一个矮矮的小胖墩， 坐第一
排。 我对他有所了解， 是外地转学
过来的，上课不会记笔记，好多次我
布置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家长也来
了多次， 说也无能为力。 我心中一
动，让他对刚才的作文作一下点评，
他犹豫了半天， 说不出来。 我问其
他学生， 他是男子汉吗？ 孩子们纷
纷摇头。 我问， 为什么他不是男子
汉？ 孩子们说的一些理由， 都是这
孩子身上所欠缺的。 接下来， 我对
同学们说，我坚信，他通过自己的努
力， 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担当、 有责
任、肯上进的真正的“男子汉”！

后面的作文课上， 我没忘记让
这孩子再次发言，虽然不是很精彩，
但声音洪亮，自信满满。 这是一个多
学期以来，在我的课上，他最完整、
最清晰的一次发言。 是的，这枝“金
达莱”开始发芽了！ 我对孩子们说，
老师看到了一位正在成长中的男子
汉。 接着， 我和孩子们一起为他鼓
掌。 课后，我检查他的课堂笔记本，
记得端端正正、满满当当……

教育不是工业，能够一日千里，
实现跨越式发展； 教育也不是灵
丹，能够下猛药，立马药到病除。 教
育是农业，需要精工细作，耐心侍
弄；教育是中医，需要望闻问切，用
文火，从根子上调理。

我不由想起了特级教师钱梦
龙先生小时候的经历。 他上小学五
年级前留了三次级， 顽皮贪玩，不
爱学习，经常旷课，老师同学都说
他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他一度对
学习失去信心。 就在这个重要关
口，他遇到了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武
钟英。 面对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武老师先是教钱梦龙学会查字典，
接着，给他布置了一个“光荣任务”：
让他自备一本字典，每教一篇新课
文，都要把生字词查出，抄在黑板
上供大家学习。 接下来，武老师又
让钱梦龙读名著《爱的教育》，并把
他写的一篇小作文推荐到地方报

纸发表出来。 武老师做的这几件事
环环相扣，由浅入深，充满了教育艺
术与智慧。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他
孩提时代能遇上一位有爱心、 懂教
育的老师， 是莫大的幸运！ 这将深
深改变与影响他的一生！ 引领钱梦
龙成长的武老师， 拥有对学生的深
切之爱， 并运用他的教育才情与智
慧，享受着教育的快乐。

教育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孩子，
亦如一株株形态、品性各异的植物，
有的就如开花前的金达莱， 枯枝一
般。 作为一名教师，应少一点医生、
法官的思维， 多一点根雕艺术家的
眼光和心态。 医生的专业本能是以
检视的目光找病症， 法官的专业本
能是以审视的目光找罪证， 根雕艺
术家的专业本能是以欣赏的目光发
现美。即使面对的是枯木残根，我们
也要努力去发现美， 挖掘其潜在的
美，顺应其自然，进行艺术加工，使
其成为美的艺术品。 作为教育者，
我们要有一种情怀、一种期盼，相信
总会看到花儿绽放，这需要耐心，更
需要智慧。我想，当我们有了这种盈
盈于怀的师心， 我们也自然成为了
一个真正的教育者。

（作者系无锡市新吴区教师发
展中心党委书记，正高级教师，江苏
省语文特级教师， 江苏人民教育家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金军华

因从事文字工作，我用的都是大部
头的词典。 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看在眼
里，不满道：“你查的字典那么大，我用
的《新华字典》那么小！ 我也要用大字
典！ ”纠缠之下，我答应先将我常用的
《现代汉语词典》借给他。

我本以为这是孩子一时兴起，没想
到儿子却查得挺认真。

“爸爸！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隔
天， 儿子像模像样地翻看词典， 指着
“也”字问。 他不理解为什么《现代汉语
词典》里将“也”分成了“也 1”“也 2”并
分别做解释。

“你查这个字做什么？ ” 我不以为
然。 然而不经意间，我瞥见“也”的一条
释义似乎有点不对劲。 我一把夺过《现
代汉语词典》，瞪大眼睛细看起来。

“怎么了，爸爸？ ”儿子见状有点
吃惊。

“哈哈！ ”我自顾自笑起来，“词典里
也有错误，我发现词典的错误啦！ ”

“什么？ 词典也会错吗？ ”儿子更加
吃惊了。

“嗯！ ”我得意地指给他看，“你看这

里：‘强调两事并列或对待’……”不过
我马上醒悟过来，明白儿子应该并不能
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于是我命令道：
“快，把你的《新华字典》拿来！ ”

儿子仿佛接到了特别任务， 抬腿
飞奔而去，很快就拿来了他的小字典，
紧张地问：“爸爸，我的《新华字典》也
错了吗？ ”

“我来查查你的小字典， 看看是不
是我的大词典真的错了。 ”

查下来，《新华字典》的释义表达没
问题。 我的心脏开始怦怦跳了：我真的
发现《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错别字了！

“我的小字典对吗？ ”儿子很关切。
“你的小字典对的。 ”我肯定道。
这下儿子松了一口气， 赶紧收好

《新华字典》。 随后，他有点遗憾地向我
确认：“爸爸，你的大词典真的错了？ ”

“我觉得它这里有一个字写错了。 ”
我有点按捺不住激动，又看了一遍那条
释义：强调两事并列或对待。“对待”，莫
不是“对等”？“待”是错别字？

儿子没法理解我的激动，只是替我
难过， 安慰道：“一个字应该没什么关

系。 ”想了想，他又说道：“爸爸，那你还
有没有比你这本大词典更大的词典？ ”

他这话提醒了我，我又命令道：“跟
我来！ ”

儿子跟着我，我们将《辞海》从书橱
里面搬了出来。 我赶紧翻看《辞海》中
“也”的释义。 果然，《辞海》中是“表示并
列或对等”。“对等”！我的心脏又是猛地
一跳，忍不住“啪”地拍了一下《辞海》。
儿子一吓，故作夸张地缩了起来。

“‘对待’错了！《现代汉语词典》里
写错了，‘对待’‘对待’‘对待’ ……”我
不停地念叨，飞快地想着我该如何公布
我这个“重大发现”。 我掏出手机拍照，
迫不及待想先发个“朋友圈”……

“爸爸，‘对待’什么呀？ ”儿子把我
的思绪拉了回来。

“‘对待’，在这里写错了啊。 应该是
‘对等’。 ”我不管儿子能否听懂。

“你是说词典里没有‘对待’吗？ ”儿
子的话又提醒了我。

对呀，不信的话，看看《现代汉语词
典》里它自己对“对待”的解释是什么。
于是我翻到《现代汉语词典》里“对待”

的词条，一看傻眼了，“对待”竟然有这
么一个生僻的解释：“处于相对的情
况。 ”词典里还有例句：“高山与平地对
待，不见高山，哪见平地？ ”

长见识了。 这么看来，《现代汉语
词典》里对于“也”的释义并没有错。
我一下子泄了气，笑容全无。 儿子见
我神情突变，问我：“爸爸，你找到‘对
待’了吗？ ”

“找到了。 ”我叹了口气，我的“重大
发现”就这么没了。

“那‘对待 ’对吗？ ”儿子自顾自
问我。

“对的。 ”
“那你的大词典对了吗？ ”
“对的，大词典对的。 你的小字典也

对的。 ”
真是学无止境啊！ 这件事虽小，却

让我发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一种学习
的紧迫感顿时涌上心头。 难怪庄子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看来学习
真是时刻都不能懈怠呀！

（作者系苏州高新区作协理事 ，现
供职于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走一趟南京， 所到之处， 最能深入心灵
的，还数雨花石。

去南京之前， 听南京的朋友提到过雨花
石，通过媒体上的文字知晓会意过雨花石，在
包罗万象的网络世界见识过雨花石。 当然，最
初，我是在单位同事家透明的玻璃鱼缸里，满
心欢喜地观赏过雨花石。

在南京，似乎有游客抵达的地方，就有雨
花石的踪影。 见到一颗颗色泽斑斓的雨花石，
我便会不由自主地伸开五指，抓一把细碎的雨
花石握在手心里。 那一刻，便有丝丝缕缕可以
浸人心扉的清凉而温润的东西，沁入体内。 这
奇异的石头，纹路斑斓地躺在手心里，勾勒出
许多栩栩如生、如诗如歌、如锦如画的想象来。
这些美丽的石头，经过大江大河千万年的冲涤
荡洗，跌打研磨，圆润了，光滑了，丰富了，完整
了。 握在手心里把玩，便会滋生沉甸甸的感觉，
我便会在刹那之间对自然造化之功肃然起敬。
人，何尝不是如此，整个生命过程，不就是一个
不停地砥砺历练、趋向沉稳成熟的过程么。

信手将南京带回的一把雨花石散放在书
桌上，它们的形状色泽，它们的脉络纹理，让
人倍感亲切。 它们虽小，但它们见证过世事变
迁，守候过风雨岁月，经历过沧海桑田，透显
出厚重的时空底蕴。 它们是大地的精灵，风吹
雨打，可以改变它们的外形，但动摇不了它们
的品质。

让雨花石从手心里缓缓滑下， 沉入水中。
一经水的润泽，它们好像从沉睡中苏醒，有了
魂魄，有了灵韵，有了生命力。 刹那间，水中便
是一个晶莹剔透、异彩斑斓的世界。 那些石头，
或洁白如玉，或气如蒸霞，或形状奇特，或纹理
别致。 感觉中， 水中的雨花石变得益发富有灵
性、生动柔美。 水，是雨花石的天堂，只有在水
中，它的柔美与婉约才更加淋漓尽致。忽然就悟
过来了， 同事之所以在玻璃鱼缸内置几颗雨花
石，怕是为着给那些悠闲的鱼们添几许灵气，抑
或有心为自己枯寂的生活添几许灵动吧。

想起自己的童年， 天性爱把玩光滑而有
光泽的石头， 所以常常到门前小河边的沙滩
上寻找它们。 小河里的石头，与海边、江边的
石头相比，没见过大世面。 但它们整天接受河
水温柔的冲刷，天长日久，也磨掉了棱角，打
造出谜一般的光滑来。 小时候捡的那些石头，
虽然较之于寻常的石粒要好看得多， 但同雨
花石一比较， 确乎是没有多少把玩和观赏的
价值。 我想，人的眼光和石头的经历应该是一
样的，经过流光的打磨之后，审美感觉总在不
容置疑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灵性的雨花石，是人间万物的观照，是人
生风雨的化身，我们如果有心的话，一定可以
通过它们的脉络纹理、形状色泽，找到一帧帧
寓意着自己前世今生的斑斓图景。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雨花石遐想
■程应峰

和儿子查词典
■徐小良

乡村秋色

汤青 摄

教育 行思
人生 行板

闲庭 随笔

生活 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