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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感怀
张新玉

我家的院子非常美。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壮丽秀美的假山，它很高，也

很宽，上面摆有许多陶瓷做的小亭子和小塔，十分漂

亮，上面还做有几盆花草，生机勃勃，假山上还有小

瀑布，瀑布流动的时候，听它那“哗哗”的流水声，仿

佛真的看到了飞流直下的瀑布。

院子的西边有一个狮

子头吐水的喷泉，这个喷泉

它看着美丽，其实真正的作

用是过滤和加温空气。这喷

泉正好流在一个小巧玲珑

的池子里面，池子不大，但

非常美丽，池子里面有许多小鱼，十分可爱，它们还

不时游到水面上来吐泡泡，小嘴一张一合的，好像

在说：“小主人，你要和我一起玩吗？”如果你在水里

撒一把鱼食，小鱼们就会蜂拥而上，好像在说：“嗨！

那是我的！别抢！”池子上面还有一个木板组成的平

台，上面还有石凳和石桌，如果你在平台上跺一跺

脚，小鱼们就会警觉地躲在水的深处。怎么样？是不

是非常可爱啊？

池子旁边还有一棵茂盛的香樟树，院子里还有

橘子树、铁树，还有五颜六色的灯，晚上，把灯打开，

闪闪烁烁仿佛到了仙境一般。

我非常喜欢我家的小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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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大学毕业，21岁的我所

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师，在讲

台上一站就是 9年，直到 2015年我

遴选入审计局，离开之后才发现当

老师的那些日子有太多值得我记下

的经历，那一年又一年，一个学校又

一个学校，那一批又一批学生，我所

讲的一本又一本书都充满光芒，照

亮我的内心，让自身的价值在三尺

讲台上得到绽放。

从汝州五高到鲁山十七中到王

寨一中到骑岭一中到汝州一高，从

高中政治到初中政治到语文，从初

一到初三到高一高二，我热爱着三

尺讲台，我把所学所见讲给我的学

生听，我给他们讲大学讲文学，讲思

想讲认识，我曾深以为我的价值我

一切的不快，到站在讲台那一刻就

得到释放，我轻松愉快地享受每一

堂课，每个与学生相处的瞬间，甚至

是每一次惜别，我也曾经历当我离

开一个班，所有学生给校长写请愿

书的事件，我用激情在讲台上燃放

青春，我爱每一个学生，与他们推心

置腹，真诚平等相待。

我享受学校这个环境，我爱读

书学习，这个环境为我创造条件，我

购买阅读大量书籍，一切我想看的

书我都去读，甚至是《梦的解析》，我

特别感谢那个环境让我养成好的习

惯，积淀了丰富的知识。我享受单纯

快乐的人际关系，我与每个同事相

处甚欢，我们一起讨论学生，讨论教

学，讨论生活，谈课本，从来不用提

防任何人，简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让我们都多了一分单纯，我们相互

帮助，彼此上一节课，照看个孩子做

个饭都是正常不过的事，现在想来

走过的路上最开心的回忆是在大学

刚毕业，一群年轻老师每天打打闹

闹开开玩笑的日子，我们一起打乒

乓球，打牌，打闹，也是在那时，我收

获我的家庭。

我们相爱结婚，一起奋斗，孩子

在一高校园中出生、玩耍。我特别感

恩校园，让孩子的孩提时代有个那

么广阔的玩耍空间。三岁之前的时

光，校园中总有我们母子的身影，孩

子在广阔的操场上奔跑，天性得到

释放，偶有学生逗弄他一两下，对他

充满善意。我们在读书声和铃声中

睡去和醒来，孩子看到一群年轻有

活力的脸想必也会更快乐，我庆幸

自己可以陪他左右，在校园这么美

的环境下，简单快乐地生活。

人生有多少个九年，从 21到 30

岁的我只有一次，我常以感恩之心

来生活，现在的我是九年积淀走来

的，没有那九年的经历就不会有现

在的我，有朋友曾说我太单纯与我

这样的年纪不匹配，更与现在的工

作不适应，我常想我可以吃亏上当

受骗，但唯独不应沾染社会的复杂

和尔虞我诈，我可以活在自己的世

界中，可以活在书中，但唯独不能丧

失该有的良知和善良，这是我的底

线。我知道人该活在当下，所以无论

我从事哪份工作，我都用感情去工

作，我知道珍惜当下，某一天当我离

开我可以不留遗憾，坦然走未来的

路!

我的很多朋友和同学还在教学

一线，第 33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

怀着深深的敬意祝福他们：愿所有

的美好长伴左右，愿半生归来，我们

仍以诚相待，愿生活得简单快乐！

一年一度节日到，起早贪黑把书教。

忘了家人病缠身，满腔热血育根苗。

披星戴月日如年，节节课堂精打造。

翻过书山钻题海，汲取精华去探宝。

盼得孩童成栋梁，苦累心酸未必了。

我只求得平安过，蹉跎岁月天天熬。

九次优秀怕一失，暴风骤雨满头抛。

我自尝尽百般苦，不枉尘世走一遭！

但愿实现中国梦，鞠躬尽瘁不能少。

甘受清贫我亦然，平凡岁月乐陶陶！

喜庆中国教师节，辛勤园丁放光彩。

三尺讲台播真理，呕心沥血育英才。

爱岗敬业不辞苦，悉心浇灌万花开。

圣地校园施才华，培养后代创伟业。

怀念当教师的日子
闵许娟

致教师
崔兴运

我家的小院子
郑州建业小哈佛学校五（5）班 王昶皓

我的恩师解新安
张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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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符号”的汝瓷作品

“中华和瓶”，在虚实空间的处理上也颇有特

色，作品巧妙地把造型实物形态转化为视觉

形态语言，创造出了丰富而具体的视觉空间

形态，使作品诉诸鉴赏者的视觉，不仅限于实

体形态玉壶春瓶的印象，同时不自觉中也会

感到由实体形态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两玉

壶春间的“心”形空间，虚实空间的巧妙利用

成就了“中华和瓶”的经典空间设计。

“中华和瓶”的经典设计还体现在量感

上，从设计学角度看，一个陶瓷造型的量感强

弱，并不和实际重量一致，作品从外观上看，

体积并不大，但从对外部的抗衡力，自身的成

长感，空间的扩张性都体现出较强的量感。因

此，虽然作品体积不大，却展现了少有的大

气。 四十六

中华文化的符号（下）

月光下的汝州 张军平 /摄

3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周谷城写的诗《五一

节进见毛主席》后，请周谷城到住处就说唱艺术、文学等方面

问题交换看法。

4日凌晨，毛泽东就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起草通知和

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

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

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

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

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

中央

1961年 5月 4日

小平同志：

此件请你与在京各同志商酌。如以为可，即用电报

发出。

毛泽东

五月四日上午三时

5日，毛泽东对张平化关于湖南工作来信作了批示：

小平同志：

此信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五月工作会

议时，是否印发到会各同志，那时再定。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

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

毛泽东

五月五日，在上海

这一天，毛泽东同卫士张仙朋谈话。毛泽东说：当前我们

国家还有些问题。现在国际文件要我看，国内文件要我看，工

业文件要看，农业文件也要看。你知道啊，我满脑子每天都在

想事嘛。主席沉思一会儿。又说，如果你们能帮我再活十年，

那时，工业、农业就会转过来。接着主席又深情地说，你们是

我的同志，是我的朋友，在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我离

不开你们。但是从国家利益着想，还是应当送你们去深造，首

先就是下放劳动锻炼。

6日，毛泽东就调查研究工作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信：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 5月 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

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

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

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 4月 25日通知你们的。5月 4日又

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 5月 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

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

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

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

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

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

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 5月 6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

要。

当天，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约旦国家社会党总书记。

5月 7日凌晨 3点，周恩来就几天来在邯郸农村的调查

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周恩来说，我到邯郸已有五天了，

五天中找了一些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谈话，开了座谈

会，有四个问题需要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

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

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

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

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

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

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个办法

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

有的颗粒无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

题是恢复人力和畜力问题。

毛泽东在电话记录上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

市、区党委参考。”

当天，毛泽东在上海锦江俱乐部客厅接见了湖南故友，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及其夫人。

毛泽东还就下连队调查极为有用给林彪的批语：

徐业夫同志：

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

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

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

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

毛泽东

1961年 5月 7日，在上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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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5月 1日，毛泽东在上海亲自召开市文教界人士座

谈会。

今年五一假期，汝州一高八七级同学联谊

会在老家举办，我因在外地探亲，未能赶回故

乡和大家相聚，但在微信群里，看到老师和同

学们幸福的合影、精彩的互动，心里有岁月流

逝的感慨，更多春华秋实的喜悦。

尤其看到满头华发的恩师解新安，全然不

似八十多岁高龄的样子，仍旧像当年那样，站

在讲台上，精神矍铄、激情洋溢地给一群将知

天命的同学们再上一堂人生大课时，我的思绪

再一次飘回青春往昔的校园里。

解老师是我三十年前就读汝州一高高二

文科五班的班主任。那时候我十五岁，解老师

大约五十岁年纪。

在我印象里，身材瘦削、模样儒雅的他，

健康状况似乎不是太好，总是一副病恹恹、

劳累过度的样子。但一站到讲台上，他声如

洪钟，无论是认真讲解知识点，还是声情并

茂朗读课文，那副昂扬振奋的神情，都与课

下判若两人。一篇韩愈的《师说》，字字句句，

都恰是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注解：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

最难忘他上完课后，佝偻着背，抱着教材

教具，喘着气离开教室的背影。总是让人心里

捏一把汗。生怕走走停停的他，在哪一刻就疲

乏得坚持不住累倒下。

解老师既是班主任，还教好几个班的语

文。即便任教任务繁重、忙碌不停，但晚自习的

时间，他总是会出现在教室里。

他不像别的任课老师那样，转一趟、巡视

一圈，就离开教室回办公室备课或改作业，再

或者是去忙其他的事情，而是一直坐在讲台

上，陪着我们一起自习。

不爱说话的解老师坐在讲台上，沉默中自

有一股威严，整个教室也显得愈发安静，偶尔

有贪玩的男生迟到，他抬起头，盯着严厉地看

上几秒钟，依旧神情肃穆地低头看书、批改作

业。不怒自威，形容他的风度，最贴切。

在高二班里待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解

老师的儿子，原来也在我们班读书。难怪有一

次，坐在窗边的我，上数学课时跑神，无意间看

见解老师在走廊上，逮住迟到的他，低声狠狠

地批得他不敢抬头，当时我还奇怪，平时解老

师对班里再顽劣的学生，都不会那般厉害、苛

责。

多年之后，同学们回忆起受惠于解老师的

点点滴滴恩德时，我才顿悟，解老师是把自己

的儿子当成了普通学生看待，却把那些从农村

考入县城的穷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关

怀：生活上尽力帮助，学业上辛勤培育，兢兢业

业、呕心沥血。

当年的我，在班里不是一个成绩突出的好

学生，因为我偏科，语文成绩优异，数理化却是

短板。

解老师从来没有表扬过我的语文，虽然我

的作文，常常被他用红笔圈点得“祖国山河一

片红”，不过，他也没有批评过我，虽然我的数

学成绩，常常在班里垫底，拉低平均分值。

我那时贪玩不勤奋，喜欢读课外书，喜欢

自习课逃课，去学校南边的汝河里看风景、捡

汝石。

父亲对我的学习很上心，时不时会到学校

找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心虚的我，有一段

时间，对父亲到学校去很紧张，怕老师告我贪

玩的状。

有一天晚自习课间休息，我正站在楼道上

和女同学闲聊，正好看见父亲从一楼解老师的

办公室里走出来，解老师出来送他，我赶紧缩

回了脑袋，却极力伸长着耳朵，想听清他们说

些什么，奈何隔着三层楼的距离，啥也听不到。

因为前段的期中考试成绩不好，我心里

想：坏了，今晚回家父亲一定要吵我。

晚自习回家后，父亲不在家，我赶紧把自

己关到卧室里休息了。

忐忑不安等了好几天，父亲不仅没有说我

一句，反而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这让我很纳

闷。因搞不清状况，我只好夹着尾巴、耐着性子

做了一段时间的好孩子。又一次数学测验的时

候，居然考了个全班前几名。

父亲开心地说：“你们解老师真负责，比家

长还了解自己的孩子，懂得因材施教。上次你

期中考试考得不好，我有一天晚上下班，顺路

拐到你们学校，见了解老师，解老师不让我吵

你，说你这种聪明却不用功的孩子，应该多鼓

励表扬，不能打击、伤了自尊心。”

也就是那次，从父亲那里知道，解老师年

轻时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是当年县城里

数一数二的大才子。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如今的解老师，桃李满天下，生活幸福，身

体康健。退休多年，他笔耕不辍，写诗文、写大

字，还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耄耋之年的他，壮心不已，还准备出一本

自选诗集，同时想把同学们的作品，也择优收

录进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师生情谊，是人一生中最令人铭心感念

的深情大爱。在解老师的感召和厚爱面前，

我只有惭愧、自省。拙笔一支，师恩难诉，敬

祝亲爱的解老师佳作频仍，乐享人生，更比

南山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