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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达金马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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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临汝镇坡池的一个小山村，虽世代务农，

家境贫寒，但父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我们做人要

有志气，在身体力行中教导我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创造

未来。

1987年，我带着父母的殷切希望，考入河南省司法

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汝州市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供职于

法院及人大法工委、检察院等单位。我一直将“法比天

大”视为人生信仰，尽力把工作做到极致，确保“事经我

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

我爱人出生于中医世家“存仁堂”，其祖父幼读私

塾，藏书甚丰，父亲更是爱书如命，把“教子无他法，唯

耕唯读”作为家风家训。

爱人从事教育工作，对学生充满爱心，对老人恪尽

孝道。母亲去世后，父亲与我们一起生活 18年，全家人

从未红过一次脸，生过一次气。我坚持亲自为父亲理发

洗澡，每每此时内心便洋溢着无尽的幸福。我工作忙，

经常加班，有时候顾不上照料家庭，爱人全力支持我的

工作，悉心教育孩子，妥善处理亲戚间的大小事务，毫

无怨言。家风熏陶，一双儿女自幼勤奋好学，孝老爱亲。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回溯过往时光，是良好

的家风造就了我们普通而幸福的家庭，更是伟大的新

时代为我们带来了福祉。我常常教育子女，做人要有家

国情怀，要始终把爱国放在首位。为了国运更昌盛、家

庭更美好，我把我们的家风家训进行提炼，以期后人沿

着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好。

家风家训：德为人本，爱国敬业孝宗亲；人者仁心，

睦邻扶困惠他人。耕读传家，克勤克俭尽本分；诗书继

世，立志成才报国恩。

爱国敬业孝宗亲

阔别故乡六十春，寻找学友情更深，

汽车未启心已到，回忆童年深加深。

田野变村迷路径，当年模样荡无存，

窑洞沟壑找不到，排排房舍又成群。

远听轰轰机声震，近处琅琅书声闻，

偶遇老翁门前站，躬身一礼来问询。

老人上下细打量，问我哪里来问津，

姓名一现老者警，怎么你是老兄临，

二人拥抱老眼昏，几十年来无信音，

到家畅谈离别事，悲欢离合互交心。

改革开放春意浓，百姓彻底大翻身，

家家有吃又有穿，儿孙都找心上人。

鸡鸭成群牛羊满，粮食有余钱储存，

太平盛世赞不绝，党是领导大恩人。

今日正好巧相遇，几位老友举杯饮，

咱们共同来庆贺，情真意切谈古今。

记得孩童时候起，就开始读书了。已经不记得我读的第

一本书的书名，只记得它是一本连环画，依稀记得是一本四

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叫《草原格斗》的武侠连环画。

连环画，我们那时叫娃娃儿本，或者小人儿书。今天我们

已经很少再看连环画了，但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它却是我的

启蒙老师。因此，我还是习惯称它为娃娃儿本。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电视机是稀缺品，电影

一年也播放不了几次，在几乎没有可以娱乐的小乡村里，只

有空旷的田野、碧绿的瓜园伴我度过童年的岁月。唯一让我

开心的是，乡里有位姓安的老师经常骑着一辆二八式自行

车，带着一个扁平的书箱，将新出版的娃娃儿本摆在校园里

卖，学生们围了几圈，精挑细选自己喜爱的娃娃儿本，价格几

分到几毛不等，买来后，爱不释手，小朋友们互相交换着看，

有时被情节吸引，带到教室里压在课本下面翻看，经常被老

师没收；有时看得废寝忘食，打着手电看个通宵达旦，直到看

完为止，就这样被小人书深深吸引了。在外开大车跑运输的

父亲，不时地为我买来一本本崭新的娃娃儿本。记得七八岁

时，有一次生病住院，我怕疼不让扎针，父亲每次扎针前都到

乡里书店给我买一本娃娃儿本，这时我才乖乖地配合医生治

病。

当时看的娃娃儿本很多，印象中有《西游记》《孔雀胆》

《小不高兴的故事》等等，每每从父亲手里接过一本娃娃儿本

时，我都是如获至宝，喜滋滋地看了起来。每一次我都忘记了

吃饭，总是在母亲三番五次的呼喊声中，眼不离书地站起来，

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低着的脑袋撞到了

院子里的枣树上，常常是在母亲的责骂声中，嘻嘻哈哈地奔

进厨房。在母亲的抱怨声中，我依旧享受着父亲从县城里为

我带来的这份难得的精神食粮，幸福地成长着。

渐渐地，我读的娃娃儿本越来越多，后来的《霍元甲》《少

林寺》《杨七郎打擂》等许许多多的精彩爱国的传奇故事，大

大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更是开阔了我的视野。慢慢地，我成

为小伙伴里读娃娃儿本最多的人。每读完一本娃娃儿本，我

就张扬着叫来几个小伙伴围坐一堆。让他们几个小脑袋凑在

一起，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地盯着那黑白相间、线条简洁明快

的图画，和图下那简单的故事说明。为了能看到小人书，他们

纷纷给我送礼物，一把花生米，一个烤红薯，或者一个嫩玉米

……当然，多是自己田地里的东西。看着他们你争我抢的场

面，这足以让我自豪得无以言表了。那时也真逗，关系不好的

我绝对不让看，为看这小人书还闹过不少纠纷……现在想起

来，童年的欢乐与眼泪几乎都在小人书里。

我是理想主义的性格。记得上初中时，断断续续买了系

列连环画《玉娇龙》十几册，有些是从同学手中借来，但是仍

有一部分始终没有找齐，为了解书中人物的故事情节及结

局，我一人骑着自行车跑到乡政府书店买到一本，甚至到县

城新华书店找寻，虽然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缺本，但却找到

了另一家朝华美术出版社印制的同一原著改编的娃娃儿本，

于是买了几本，也算找到了一点慰藉。有时凑不齐整套连环

画，就从连环画封底目录里想象情节，如《玉娇龙》连环画第

六册《古道漫漫》一直没有找到，就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联想到女主角单骑驰骋，黄沙古道，驼铃悠悠……这个愿望，

直到近几年才完全实现。网络技术发达了，我通过百度贴吧

找到玉娇龙吧，里面也有大量玉迷，有个吧友刚好存有整套

书电子版，我就让文印室打印了一套仔细阅读，算是了却了

夙愿。

看娃娃儿本时间长了，养成了好习惯，不折书、不涂画、

不外借，看完后整整齐齐地放到自制的木箱里，加上锁防止

丢失。说是不借，高中去县城上学，娃娃儿本是存量越来越

少，整套连环画也是残缺不全。我清楚地记得，离开家乡到外

地上学时，就把盛装娃娃儿本的书柜交给了母亲，让她代我

好好地保管着。多年过去了，当大学毕业回老家时，问及给我

快乐与知识的娃娃儿本时，母亲告诉我：你上学走了以后，那

些小伙伴你借一本我借一本，说是借，借去就不还了。

有时闭目遐思，想起小时候看的娃娃儿本中一些难忘的

情节、精彩的片段。有些仅记得个别人物或是模糊的情节，喜

欢穷追故事的我，就上网搜索，努力追寻当年的美好感觉。记

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娃娃儿本，朦朦胧胧记得故事人物有运河

侠女柳叶眉、逃犯跳河和瓜园救人等情节，通过互联网这个

强大的搜索引擎，以及依稀记得的书名，终于找到了原著《瓜

棚柳巷》，一口气读完，纷乱的思绪重新清晰起来。这时候，我

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和小伙伴们竞相争读的温馨场面，

心中荡漾起了怀旧的幸福，思绪便也走进了那久远的童年，

以及童年里发黄了的娃娃儿本……

童年时光如哪吒脚底的风火轮一般疾驶而过，娃娃儿本

消失了它耀眼的光芒，逐步淡出我的生活，成为埋藏箱底的

记忆。不过每当在报上看关于连环画的文字，总不禁充满温

暖与亲切之感。因为正是连环画，陪我走过了那段乡村瓜园

里寂寞的童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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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樊窑行（外一首）

师生相会非梦中，五十年前表真情，

跋山涉水难言苦，为的培育众后生。

一碧万顷稻花香，本地特产美名扬，

人欢马叫年景好，岁岁丰收粮满仓。

长虹卧波变通途，扁舟一叶无觅处，

而今旧址找不到，遍地楼房代草屋。

故友多已驾鹤去，当年儿童变白首，

光阴短暂催人老，兴致未消返归途。

改革开放四十年，党的恩情说不完，

我们永远跟党走，幸福生活乐无边。

忆路寨

张
天
定

二十年前我在杨楼四中，也就是今天的杨楼三中教学。

那时，安全还没喊那么响，课堂赶得也没那么要命，补课辅导

班更是天方夜谭，那是城市里的事，离我们太遥远。

那时，电扇还没普及，教室里也只有两个 100瓦的灯泡，

断电是经常现象，孩子们都准备的有煤油灯，后来才有了蜡

烛。每当停电又来电，孩子们把灯吹灭时，那一阵的煤油味儿

真叫人受不了。天热时，教室里人也多，像蒸笼一样，这时，老

师们就经常带学生到校外找个小树林或空旷处读书。偶尔也

带学生们去北大河小树林里采风，其实就是玩。

记得那年我和亚栋搭班，他教语文我教数学。天热，孩子

们也嫌闷，他要写作文，说到北大河采风去，邀我同行，毕竟

五六十个孩子呢！

于是，大部队出发，学校离河大概三里多路，孩子们说着

唱着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河边的堤坝全是石头砌的，十分高

大，两边绿树成荫，自在的野风带着河水的湿气扑面而来，很

是舒服。自从发现这个地方不错后，我们就经常带学生来这

里学习了。

河堤上玩一阵，太阳不是那么刺眼了，我们就领着孩子

们下河了。河水浅的地方，孩子们就跳水嬉戏，彼此往身上洒

水，捡河里的贝壳。水深的地方，我们不让孩子们下水，大家

就在河边捡石头，比谁捡的好看。后来在亚栋老师的带动下

孩子们还比赛打水漂，可惜我一个也打不起来。

玩了一阵，估计放学时间也该到了，亚栋老师让我带女

生先走，男生他负责。走到半路上，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带男生

下河洗澡了。有老师在，我也放心。可是后来看天上电闪雷

鸣，我也有点害怕，让女生自己回家我返回去找他们，在路

上，碰到那些男生，他们说天变了，怕河涨水，老师就让他们

回来了！但有的还在那儿玩，当然老师也在。因为没点人数，

心里总有些担心，只是没有电话，孩子们分布的又是三里五

村到处都是，忐忑了一夜，第二天早早到校一看学生全到，才

放下心来，以后再不敢在阴雨天带他们下河洗澡了。

除了上课，孩子们最常干的活就是义务植树造林。每年

春天，我们都要停课进行一次或几次的植树劳动。孩子们自

己从家带的锨和桶，两个或三个学生结合，每人负责几棵树，

挖坑、栽树和浇水，常常是干半天结束后，检查下谁的手有

泡，然后大家嘻嘻哈哈嘲笑一阵，公子小姐娇生惯养！

再后来，村里植树也让孩子们去，毕竟是免费的劳动力。

为了表示谢意，往往在劳动快结束时，每班给发一袋糖，平均

下来每人也就是一个到两个，孩子们吃着糖，兴高采烈的，他

们也就图个新鲜。天天在教室里上课，没有音乐课也没有美

术课，体育课就是自己玩。偶尔出来一次，和过年一样开

心。

还记得我们是学校的分校，就我们两班六个教师，没有

人管，日子倒也自在，成绩也比他们总校的好。后来分校取

消，就再也没机会带孩子们下河了，当然，换成上山采野菊花

了。

冬天，教室里开始使用煤球火了，但记忆中不是现成的

煤球，学校只负责每班分一堆煤，然后自己找煤土拌匀，自己

把煤打成煤球。煤球机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有大的有小的，

15个孔的，还有 18个、21个孔的。根本就不统一，煤火也是

自己垒的，真服气那些孩子们的积极性，大冷的天，找几块砖

头，然后和泥，里面还不忘掺些麦秸秆，据说是结实，类似于

筋骨吧！

打煤球那两天学校到处都是黑的，孩子们脸上身上也都

是煤，每班大概分 300还是 500斤煤，全部打完需要好几天。

老师孩子换着打，有时还需要帮助一二年级的老师打，他们

学生太小，不会打。孩子们回到家都变成了黑人，奇怪，竟没

一个家长到学校抱怨的，好像干活就是正常现象。

因为自己垒的火没法密封，火是一天一灭，早上再笼。燃

料多的是，学生从家里带的玉米棒，干蹦蹦的。不愁没人笼

火，孩子们最爱干这个了。只是有时他们水平不行，把教室里

弄的狼烟滚滚，火也没笼着，所以就推举几个水平高的专管

笼火。被选中的洋洋得意，没选上的垂头丧气。

课间干什么呢？没有篮球没有乒乓球，体育用具好像一

个也没有。男孩子们就是追逐打闹，女孩子们文雅，跳绳、抓

石子、踢毽子，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或者就是分组砍大刀。分

两队，手拉手成一道墙，让对方挑人来冲，冲破了带走一人，

冲不破了就留在这个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冲，对方手扣

得太紧，我又太用力，结果不但没冲破，反而把我弹回来摔倒

在地上，头上磕了好大一个包，疼死了，还不敢对人说，过了

几天才好。

现在条件好了，一切都是现成的，然而时代的进步，对孩

子们的约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怀念那时的单调淳朴！ （作者现任教于市六中）

二十年前的教学生活 阴王会敏

太阳刚一出头，地上已像着了火。知了不住地

在枝头发着令人烦躁的叫声，为虎作伥地在替烈

日呐喊助威。

这种酷热的天气，曾被南宋大诗人陆游写在

诗中：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

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

是的，盛夏时节，骄阳似火，鸣蝉聒噪，动辄汗

流浃背。独坐居室，虽然阵阵凉气从空调中冲出，

毛孔乍地紧缩，但热气似乎还滞留在心头，无法排

到户外。大街小巷里，各种各样的窗紧闭着，似乎

要将酷热这一只有锐利爪牙的猛兽拒之于门外，

但一不留神却让自己沦陷在精致装潢过的笼子

里。开着的空调，强大的静音功能虽能消噪，但心

中的噪音无法消除。一个莫名无奈的“烦”字在心

中挥之不去，仿佛让屋内的温度还原到了屋外。虽

然将空调的温度调到最低，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那种凉风徐徐的感觉。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既然古代的大诗人写过

酷热难耐的诗，那他们也肯定会写一些咏诗纳凉

的诗词来。就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在诗词深处

觅清凉吧。

宋人吴自牧著的《梦粱录》中有一段这样的记

载：“此日（六月六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

暑，姿眠柳影，饱挹荷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

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

盖此时烁石流金，无可为玩，姑借此以行乐耳。”近

千年以前的天气，热得跟现代一样，都是“烁石流

金”，但古人的纳凉避暑也挥洒着诗意。除了酌酒

狂歌与现代人喝冰镇啤酒相近外，现代人很少能

看到婆娑的柳影，阳台上是种不了荷花的，荷香是

嗅不到的，更何况是饱挹呢？

唐朝诗人白居易消暑的方法则是端坐一院

中。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眼前无长物，窗下有

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说的意思是心静

自然凉。白居易是体会到纳凉的真谛了，但面对当

下浮躁的社会，我等现代人终日为生计忙碌的不

可开交，哪还能静下心来。

北宋诗人苏舜钦的纳凉则另辟蹊径，他是打

开北轩，让凉风穿过疏竹拂到屋内，自己则心神舒

畅地躺卧在床上看青天上白云飘过，仿佛热气也

随白云悠然远去了：“北轩凉吹开疏竹，卧看青天

行白云。”他困来即眠，醒来听几声鸟鸣：“树阴满

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他把炎夏过得有声

有色，着实让人羡煞。但就其闲情雅致来说，我等

不能说没有，只是环境不允许罢了，因为那得多大

的院子呀？我们只能想想而已。

夏季的夜晚风很少，似乎都蜷伏在树影草丛

中，要等待和星星、萤火虫一道出现。南宋诗人杨

万里去游赏荷池，看到“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

藏碧伞中”。不过他也很不斯文地把衣襟敞开，袒

胸露怀地把一丝西风拦到自己的怀里去了：“细草

摇头忽报依，披襟拦得一西风。《暮热游荷池上》”

如果不能去游赏，杨万里就开门小立月明中：“竹

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只是风。”很有意思的是

这首诗的标题是《夏夜追凉》，仿佛凉是有生命的

东西，值得诗人用心去追。

同样去“追”凉的还有宋代诗人秦观，他在《纳

凉》诗中这样写道：“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

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他搬一

张胡床放在池边的画桥上，凉风从柳树外传来，似

乎也变绿了。仰头，有明月与他对视，鼻孔里有荷

香在流连。荷花遮蔽的地方有船，船上有吹笛的

人，每一声似乎都拿捏在他的心上，心头的闲适感

觉就随笛声散落在微澜的水面上。

古人的纳凉，随便写写便美得不可方物。这是

怎样一种意境，又是怎样一种写意，不要说去看，

即便是闭上眼睛去想，也会让人徜徉其中不能自

拔。

此外，明代高濂曾在《遵生八笺》中对古人纳

凉消暑法也作过精彩的描述：“霍都别墅，一室之

中开七井，皆以镂刻之，盘复之，夏月坐其上，七井

生凉，不知暑气。”文中不仅介绍了古人祛暑消热

的方法，而且也阐述了其中的科学道理，并暗示人

们在炎夏里常把“冰雪在心”的念头放在心上，就

心定自然生凉了。

所以，盛夏是季节的交替，我们不可能不去经

历。与其在酷暑难耐中自寻烦恼，倒不如学学古

人，让一首首古诗，一曲曲弹词，送上一阵阵凉风，

送上一阵阵惬意和一阵阵清香，伴我们走进一片

古意清凉的世界。

偏向诗词觅清凉 阴李晓伟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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