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风文人

在时光长河的粼粼波光中，总有一些身影，如

璀璨星辰，照亮我们生命的天空；总有一些故事，

如陈酿的美酒，在岁月的流转中愈发醇厚。汝州名

师李耀三先生，便是我生命中这样一位熠熠生辉、

令我铭记一生的挚友。

择居：眷恋教育的初心回响

我与李耀三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他是一

个最不爱求人的人，可是为了儿子剑涛的工作还

是去找了他的同学、时任副县长的李新立，接着来

到了人事局，我俩相识了，且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从此结为忘年交。

李耀三退休后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情谊越

来越深。李耀三之所以毅然选择在二中后院购置

房产，我知道那是他教育情结的延续。那清晨学生

朗朗的读书声，似灵动的乐章，奏响在城市的晨曦

中；那操场上学生跑步时矫健的身影，如跃动的音

符，勾勒出青春的活力。李耀三置身于此，满心欢

喜。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承载着他对教育事业深沉

的眷恋，往昔的教书岁月，在这片充满朝气的氛围

中，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是他奉献了大半生的事

业，是他灵魂深处最柔软的牵挂。即便离开了讲

台，他也渴望在这熟悉的气息中，继续感受教育的

温。他说我教了大半辈子书，习惯了校园的氛围，

在书香和书声中我才能睡得安稳。我听后真正领

悟了李耀三对教育的痴情和忠贞。

耕耘：知识传播的不懈坚守

退休后的李耀三，丝毫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

读书，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呼吸般

自然。他不仅读书看报，还保持着读书记笔记的习

惯，一笔一划，皆是对知识的敬畏与热爱。更为难

得的是，他长期坚持制作剪报，将天文、地理、励

志、孝贤、养生、传奇等各类知识精心分类，如一位

勤劳的园丁，悉心浇灌着知识的花园。那一本本厚

厚的报纸剪贴本，整齐地排列在书柜上，宛如知识

的宝库，记录着他对世界的探索与思考。儿女们都

知道他喜欢读书看报，争着为他买书、送报刊，这

让李耀三十分的欣慰。

李耀三深知正能量的力量，他将励志故事、养

生知识、孝贤故事等精心整理，复印上百份，只为

将这些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他热情地打

电话让我去取回代他发放。有时他坐到门岗时，见

到每一个人都满心欢喜地发放。在他眼中，每一份

复印的资料，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他期待着它们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善良与美好

的花朵。有一次，他二女儿剑平为他买一本中央电

视台夕阳红栏目汇编的《99个百岁老人的养生之

道》，他看后把书送给我，并把摘抄其中的养生资

料复印100多份送我发放，然后骑自行车到杨楼镇

把复印资料交给原教育办主任李克光代他发给故

友。

珍藏：教育情怀的永恒见证

李耀三对教育事业的痴情，犹如一颗璀璨的

明珠，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夺目。他珍藏着一个画

夹子，里面装满了学生的作文。其中有一篇他批改

的学生作文保存时间超过一个甲子。作文的纸张

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其中的每一篇作

文，都承载着学生们的梦想与努力，也凝聚着李耀

三的心血与期望。几十年来，他的备课本被整理得

工工整整，每一页都写满了他对教学的认真与专

注。那些学生优秀的周记、作文，他都细心地抄写、

保存，仿佛在守护着一个个珍贵的宝藏。当编撰

《神韵厚土寄料镇》一书时，我与《今日汝州》的李

自平副总编一同去采访李耀三。看到他那些保存

了几十年的学生作文、整齐的备课本以及他题写

报名、学生办的《山风》小报，我们都被深深地震撼

了。李总编感动得落泪了，感慨从未见过如此痴情

的教师。李耀三用他的行动，诠释了对教育事业的

忠诚与热爱，他的坚持，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无

数学生前行的道路。

情谊：温暖人心的真挚关怀

李耀三不仅是一位热爱教育的良师，更是一

位重情重义的挚友。一次，他骑自行车，不辞辛劳

地到嵩县去看望老同学。结果同学已经病故，他跑

到同学的坟头，敬清酒三杯，并在坟头抽了一根烟

后鞠躬祭奠离去。那份对友情的珍视，令人动

容。

最忆是老友，情义千里长。李耀三童年因时世

变故，曾避难在陵头孟庄一韩姓人家，居住过一段

时间。老年的他经常念叨着寻找避难居住的恩人。

儿子六一通过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宋先生，终于找

到了恩人。李耀三置买礼物到恩人家看望，并让儿

子把恩人一家拉到城里宴请，这才了却了一桩心

事。

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生活中的李耀三把情义

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每年端午节前，李耀三总会骑

老年车来到我家，送上他亲手炸的油馍，与我一同

吃饭、喝茶、聊天。他的笑容温暖而亲切，如春日的

暖阳，驱散了生活中的阴霾。他还常常向我推荐好

书，每一本书都是他对我成长的关怀与期待。在他

身上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最真挚的情

感。

“百龄影徂，千载心在”。李耀三离我们而

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他

的正能量，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

路；他的教育情怀，如同一座丰碑，激励着我不

断奋进；他的重情重义，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

我的心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李耀三如一

颗闪耀的星辰，指引着我们追寻真、善、美。他的

事迹载入《汝州市教育志》，永世传送。他的故

事，将永远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成为我们心中

最宝贵的财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托体嵩岳，芳

名永留！

和刘宗武先生相识,是农历乙巳年龙头

节的下午。那天，他冒着蒙蒙细雨，到市档案

馆捐赠作品。刘老先生此次捐赠了自己创作

的八部作品：汝州市夏店镇刘窑村刘氏家谱

总谱、回忆三部曲《浮生漫记》50万字、名著

改编《诗话水浒文说英雄》43万字、个人诗集

《雕虫集》10万字、黄河文化《河风虢事》21.1

万字、三门峡地方文化《典籍里的三门峡》

13.6万字、党史《开天辟地救中国———红色

精神谱系十讲》、党史《强国有我———党史故

事七讲》等共计21本。以上作品均由刘宗武

独立创作，均由中国国际诗书图印出版社出

版发行。望着这些装饰精美且出自一位79岁

老人之手写出来的书籍，顿时，我感到了震

撼和感动。

在交谈中得知，刘宗武老人是汝州市夏

店镇刘窑村人。1970年毕业于武汉钢铁学

院，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曾任陕县电器厂

厂长、三门峡耐火纤维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

总工程师，三门峡市外经贸局局长、党委书

记，三门峡工学院副院长，三门峡市政协委

员。现为三门峡市社科专家，市作协会员，市

委宣传部党史教育宣讲专家，市委组织部党

员教育讲师，市文明办新时代宣讲师，市政

协文史资料撰稿员，河南省百名“最美五

老”，三门峡市首批“十大最美崤函读书人”。

送走刘宗武一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

他的《浮生漫记》一书，拜读起来。

《浮生漫记》一书，是作者的回忆三部曲。

所谓三部曲，是由三部分组成：攀登、拼搏、余

晖。是一部比较随意的流水账式的自述。

第一部分的攀登，写的是作者的求学之

路，求学之路就是一个不断攀登的过程。用一

句话感慨，就是“十七年寒窗苦读奋力攀登”。

这是作者求学生涯的真实写照。文中写到了

汝州的“玉羊晚照”的传说、一山五名的故事、

刘窑开始办学、好老师、三爷讲故事、父亲摔

伤、姨夫教他、亲戚家借宿、陆浑水库修大坝

等等。有不少内容反映的是家乡汝州普通人

物的喜怒哀怨，是这些普通人物生活的酸甜

苦辣咸。

怀念十七年求学的美好时光，想念童年

时的天真烂漫，爱故乡、思亲人的拳拳之心，

在文字中，犹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游子心。

此时，我想起了冰心的一首小诗，成功的

花，人们只惊艳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

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

雨。

求学之路就像鸭子划水，表面都从容淡

定，其实水底下在拼命地划水，想要取得好的

成绩，要不停地划水。

对于土生土长的汝州人来说，读起来，就

像是和一个老农在床头炕尾随随便便拉家

常，感到惬意、温暖、亲切。

第二部分的拼搏，写的是作者三十六年

兢兢业业顽强拼搏的工作经历。

三门峡市政协原常委、副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朱洪波对作者的评价是，刘宗武工作

能力极强，从技术工作到企业管理，再到行

政机关领导，在任何一个岗位都干得风生水

起。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多栖”全能型

人才。在做技术员到几个厂的厂长期间，能

学以致用，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表

过多篇在全省、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文

章，并多次对生产技术进行革新。任外经贸

局局长期间，他敢想敢干，开拓进取，历尽艰

辛,让开曼铝业、东方希望、义翔铝业几个氧

化铝企业和义马矸石电厂等一大批大型骨

干企业落户三门峡市，为三门峡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极

具前瞻性。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在发展开放

型经济、特色经济、吸引利用外资、加强区域

经济合作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探索和研

究。刘宗武兢兢业业，非常吃苦耐劳。数十年

过去了，他为促成项目落地而四处奔波的身

影；引进的国外设备发生故障，等不到外国

专家，自己扑下身子去钻研解决的情形，依

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许许多多关于

他克服困难的故事，例如争取“中外女领导

人、女企业家研讨会”在三门峡召开，争取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城市管

理”援助项目等，读者可在他的作品中品味

那种鼓舞人心的品格。

三门峡市委原正市级干部昝武健对作者

的评价是“宗武是个有品位的人”。啥叫有品

位的人？忠于党的事业，有奉献精神的人就是

有品位的人。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的扩大和深入，西方的一些东西，我国原有的

已经绝迹了的陋习，好的、孬的，需要的、不需

要的，都飘了进来，浮了起来。比如日常生活

中的请客送礼；职务升迁上的跑官要官；实际

工作中的假大空、形象工程等，在一些地方、

单位逐渐多了起来。一时间，好像整个社会都

有点浮躁。可宗武同志牢守底线，坚守“官”

德、埋头实干、淡泊名利，从来没有因为自己

的事向组织伸过手。

刘宗武的工作经历很丰富。他下过车间，

当过工人，干过班组长、车间主任，任过大中

型企业一把手；转行机关后，又在政府几个重

要部门任正、副职。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

专一行，每个岗位都出彩，都有叫好声。这也

是宗武叫人羡慕的又一个人生亮点。

从两位领导的评价中，可以感悟到作者

是一个事业心、责任感、积极性、创造力很强

的人。

品读拼搏，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激情。

第三部分的余晖，写的是作者的退休生

活。

“老牛宜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2006年作者退休后，曾受聘在几个单者帮

忙，也做过一些公益事业，坚持读书，笔耕

不辍，收获满满，直到现在仍然在发挥余

热。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花甲岁老骥伏枥

播洒余晖”。

人老了必然退休。退休后，大把大把的时

间干点啥？突然轻松下来的脑子想点啥？《浮

生漫记》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启示。屁股坐下

来，头脑静下来，把大半生做过的事情梳理梳

理，把匆忙中咀嚼过的东西回味回味，既有意

义也有意思。这种体味人生的做法、人生体验

的再现，不但可以给青年人以启迪，而且丰富

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使自己的心智再次得到

升华。

在历史的长河里，有些人如流星划过天

际，短暂而耀眼；有些人则像静谧的湖泊，深

沉而持久。

泰戈尔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

练，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

手指，才能弹出世界的绝唱。”

读罢此卷，掩卷深思，我觉得刘宗武先生

是一个正直、勤奋、乐于奉献的人。他是平凡

的，同时也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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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老汝州”（临汝县）著名的供戏

人，豫剧有供“临汝县登封县南北通山窑太乙

班”（简称“通山窑”）的郎占选；曲剧有供临汝

县农民“同乐社”的陈煜。

陈煜（1890－1958），汝州市煤山街道（原

属骑岭乡）赵庄人。陈家原是赵庄富户，有地

300多亩，煤矿3处，宅院3座。陈煜的父亲陈三

德热爱戏曲艺术，能唱大脸。受其父影响，陈煜

自幼酷爱曲子戏，但是苦于自己嗓子不好，改

为学器乐伴奏，学会了拉大弦、弹三弦、敲鼓

板、打手镲。

当时，“同乐社”并不是一个门户森严而封

闭的演出团体，而是各个曲子班社的共同名

号，所以有“郑铁炉同乐社”“赵庄同乐社”“玉

皇沟同乐社”等众多以村名相区分的兄弟班

社。大家互通有无，互相帮扶，团结一致，共同

发展。

同乐社玩友们多是穷苦出身，出来踩高跷

唱曲子也多是为了养家糊口。而陈煜却是醉心

曲剧而热心供戏的仁人君子。他的家，俨然成

了众多曲子玩友们经常落脚的共同的“家”，对

玩友们免费开放，广结善缘，管吃管住，还管提

供购置戏装戏箱费用。像这样的梨园孟尝君，

实属难得一见、难能可贵。当时驰名曲剧界的

朱万明、关遇龙、许雷、陈雪老、陈玉宝、樊大

立、“黑子”王华章、盛德馨、刘保才、刘维周、董

成德等名角更是受到礼遇，待若上宾。

陈家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陈煜家

里三处大宅院，临街屋里摆满了几十张木板

床，供玩友们歇脚之用。陈家院子里扯着大绳，

供玩友们练习踩跷之用。陈家厨房里盘了一座

双头煤灶，天天不停伙，不是要做饭就是要烧

茶，人多时常常是刚吃罢早饭就跟着要做晌午饭。陈家的女眷

以及左邻右舍的妇女们，常常要为给玩友们做饭而昼夜忙碌，

忙得不亦乐乎。

1926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初七，是临汝县农民同乐社曲

子玩友解跷登台的日子，后被确定为河南曲剧诞生的纪念日。

而同乐社两班“七忙八不忙”的玩友一十六人，从临汝出发前

往登封颍阳，集结地和出发地，正是赵庄村陈煜家。

陈煜对曲剧的热爱由来已久、越来越深，简直到了走火入

魔的程度。听说哪里有好的演员，想请人家加盟咱们临汝县农

民“同乐社”，或者临时演出也行，他不惜重金聘请或邀请，如

此天长日久，以至家中产业有减无增，逐渐消耗殆尽，待到新

中国成立之时，他家的300多亩田产，居然只剩下3亩多了。

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或许正如老子所言：“天道无

亲，常与善人。”而其正因为家产几于累尽，同时亦是因为陈煜

德高望重，解放之初在划成分时，他才幸免于难，得以安度晚

年。

1958年，陈煜在家中因为突发脑溢血而不幸谢世，享年68

岁。

陈煜对河南曲剧早期发展和诞生的贡献，应当永被铭记。

大红寨山南狭谷崖上，有一个窑洞，叫马

天官窑。传说汝州名人马丹阳在这里出家修道。

马丹阳是个进士，后来看不惯官场黑暗，

弃官不做，来到汝州。见汝州风景秀丽，气候

温暖，就喜欢上了这里，在大红寨找了个石洞

隐居了起来。马丹阳虽然出了家，但他爱护老

百姓，常常为老百姓办好事。有一次，他在大

红寨上采药，碰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捂着肚子，

在地上翻来滚去，连声“哎哟”。马丹阳问：“你

咋啦？”那老汉说：“肚子痛得很呀！”马丹阳让

老汉平躺在草地上，用手在老汉的肚子上拍

了几下，老汉就好了。还有一次，马丹阳在路

上碰见一个少妇，突然昏倒在路上，马丹阳急

忙趴下身子，嘴对着嘴吸起痰来。当时路上围

了很多人，不少人都骂马丹阳不讲廉耻。过了

一会儿，马丹阳吸出了少妇嘴里的不少浓痰，

少妇又活了过来，这时围观的人才连称神奇。

有一年，汝州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马

丹阳从大红寨山上采挖很多草药，熬成汤让

老百姓喝，救了不少人。马丹阳治病救人的故

事很多，他死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修

道的窑洞叫作马天官窑，还在汝州城里为他

修了一座丹阳观，逢年过节祭奠他。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读刘宗武先生《浮生漫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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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挚友李耀三先生
●彭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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