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达南京的第一天，我就与南京的雨来了一场邂

逅。

韦庄曾赋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南京的雨，细腻且

绵长，如同绣娘指尖游走的丝线，层层叠叠，为南京城披

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灰色的瓦片和青黑色的砖块，在

雨雾中若隐若现，勾勒出一幅朦胧的山水画卷。

望着淅淅沥沥的雨，我心潮澎湃。南京，我不知来过

了多少次，但每次抵达，心中总是涌起难以言喻的复杂

情感。

此次来到南京，火车上偶遇一位刚从洛阳旅游归来

的女士。她告诉我：“我是在南京土生土长的，如果你们

来南京旅游，有一个地方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但

每次参观都忍不住泪流满面。那些照片都是真实的，太

悲惨了。”她继续说：“我小时候，常在街上看到一些精神

失常的妇女，后来才知道她们都是日军的慰安妇，因为

受到的刺激太大而精神崩溃，太可怜了。日本人在中国

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的确，南京，这座素有“六朝古都”“十代都会”的历

史文化名城，它见证过王朝更替，经历过风雨冲刷，但在

中国近代史上，却遭受了难以愈合的伤痛和苦难。1937

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

的血腥暴行，无数平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无数家

庭支离破碎，遇难人教超过了30万。有历史学家估算，如

果把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队伍可

以从南京延伸到杭州，总长度可达300多公里，他们身上

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

节火车车厢。

这些数字难道仅仅是数字吗？不，它们承载着日军的

残暴行径、对生命的轻视，以及中华民族心中永远无法抹

去的痛楚！

那一天，雨水浸透了南京每一寸土地，染红了秦淮

河，见证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与辱掠奸淫；那一

天，雨水也浸透了一代代人的记忆，唤醒了沉睡中的中

国人民。原来国破家亡，竟悲痛如斯，雨中有泪，泪如雨

下……

一块在历史上曾经被夷为平地的土地，一块发生过

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剧的土地，一块遭受过血火洗礼和

浩劫的土地，如今站在这里，无法不伤感。

从玄武湖到夫子庙，从中山陵到雨花台，从紫金山

到秦淮河，从鸡鸣寺到南京城墙，历史的云烟在南京人

心头游荡，或缥缈，或沉郁，或激情。

撑伞漫步在玄武湖畔，雨雾让湖面变得朦胧，远处

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雨水落在湖面上，激起层层涟漪，

仿佛一幅幅历史画卷缓缓展开。想象当年，南京大屠杀

的悲剧发生时，这美丽的玄武湖是否也目睹了无数同胞

的血泪？那是怎样的一幕人间炼狱，让原本宁静的金陵

城瞬间陷入黑暗和绝望？如今，湖水仍然悠悠流淌，却承

载着那段无法忘却的记忆，每一滴雨落入湖中，仿佛都

是对逝者的祭奠。

细雨中，玄武湖边的解放门城墙愈发显得厚重和苍

凉，登上城墙，脚下凸凹不平的砖石在雨水地冲刷下闪

着光泽，每一道斑驳的裂痕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仿佛

在诉说着六百年的风雨沧桑和战争的创伤。当日军的铁

骑踏破城门，腥风血雨席卷而来，这沉重的城墙之下，不

知埋葬了多少冤魂。雨水顺着城墙的缝隙缓缓流过，仿

佛是流过的一滴滴眼泪，为那段惨痛的历史，为那些失

去的同胞。站在城墙之上，抚摸着冰凉的砖石，望着朦胧

的玄武湖，一种历史的沉重感扑面而来。

鸡鸣寺的钟声在雨雾中悠悠回荡，清脆而悠远。南

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这座南朝古寺，历经战

火，几经兴衰。站在解放门城墙南望，雨中的鸡鸣寺，黄

墙黑瓦，透出一种肃穆的哀伤。寺中的银杏树经过雨水

的洗礼，愈发明亮。游客们撑着雨伞，匆匆走过，在雨水

中模糊了身影。然而，这宁静祥和的景象，却难以掩饰历

史的伤痛。在那个大屠杀的日子里，鸡鸣寺也幸免于难，

大量僧人和平民在这里遭受迫害。望着佛前的香火，我

想，它可否抚慰那些惊恐的灵魂？雨水滴落在石阶上，仿

佛是历史的回声，他提醒人们，历史虽已过去，但伤痛永

远不能忘记。站在雨中的鸡鸣

寺，看着雨中的金陵城，满是对和平

的期望祈愿，愿悲剧永远不要重演。

总统府的大门在雨中静静矗立，这座中西

合璧的建筑群，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的转折。

想想当年，当侵略者的旗帜飘扬在总统府上空时，

南京的屠杀还在继续进行者，那种亡国之痛何其深切！站在

总统府门前，我仿佛看到了88年前那里有多少无奈和无能

为力。我仿佛听到了枪声、呼喊声、绝望的哭泣声交织在一

起，仿佛一首悲壮的交响乐，在南京的上空回荡。雨水滴落

在这古老的建筑群上，我仿佛感到历史的脉搏在跳动，它提

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无能便要受欺。

中山陵的梧桐大道在雨中更显得庄严肃穆。那高大

挺拔的梧桐树，整齐排列，枝丫相触，编制出天然的苍

穹，就像是一排排雄伟的武士在守卫着这座城市。当年，

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这些梧桐树被种下，它们见

证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也见证了南京的苦难和重生。漫

步在梧桐大道，我仿佛看到了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那十

八位高级将领，他们用鲜血捍卫我们的一寸寸国土，用

生命维护着我们当时已经不多的民族尊严。中国政府和

军队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却展现了坚韧不拔的英勇抗

战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证明中华民

族是任何敌人都无法征服的伟大民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没有一个郑重的道歉，靖

国神社里还供奉着战犯，日本的教科书里依然歪曲侵略

历史，这样的行径怎配原谅？

南京的雨，是历史的见证者，它带着忧伤，也带着希

望。它让我们铭记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教训，缅怀那

些逝去的生命，也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在历经磨难后焕

发出的勃勃生机。

雨还在继续下着，落在金陵城的每一个角落，它不

仅滋润着大地，更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它提醒我们在铭

记历史的同时，更加珍惜和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不懈奋斗。

曾海亮是我高二时的英语老师，也是

我学生时代的第三位英语老师。

我的初中是在家乡的村办学校就读

的。那时候，英语真的是一门特别稀罕的课

程，别说学英语，很多人就是连英语课本的

模样也没见到过，能教英语的老师更是成

了难得的人才。

我上初二那一年，我所在的学校终于

也开设了这门课，不过只是从初一年级开

始的，这就让我们这些初二年级的“老字

辈”感到不无遗憾。不少学哥学姐纷纷从学

弟学妹们手里“抢”来英语课本一睹为快。

可看着课本上面的那些酷似汉语拼音却不

知如何开口的文字，他们一个个傻眼了，干

脆按照想象中的样子，一边摇头晃脑一边

嘴里“叽里咕噜”地瞎说胡嗨一通，逗得别

人笑痛了肚子，自己也终于忍俊不禁，捂着

嘴停下了那滑稽的表演。

我学英语很晚，直到上了高中才开始

从初中英语课本学起。那时候的学制，小学

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也是两年，和现在的

学生比起来，高中毕业的时间整整早了三

年。

1981年9月，我升到了高二。英语课上

来了个男老师，中等身材壮壮实实，白白净

净的脸，似乎还长着不太茂盛的络腮胡子，

说起话来带着难懂的外地口音，乍一听还

觉得有点不太习惯。这个人就是曾海亮老

师。

曾老师很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课上课下和学生的沟通互动很少。下课后

和其他老师的言谈中，大家也很少能看到

他开怀大笑的样子。

曾老师讲起英语课来中规中矩，每一

节课都是先范读对话和课文，然后一句句

地翻译成汉语，再进行领读，最后还留给学

生十五分钟的时间去消化理解和巩固练

习。曾老师讲课的风格循规蹈矩不弄玄虚，

这种步步为营的做法虽然稍显古板，其实

正是那个年代老师们的标配。

曾老师很严肃，脾气却一点也不厉害，

对学生们课堂上的顽皮和捣乱，他只能怒

目而视默默无言。他那不太好懂的口音，也

减弱了课堂的吸引力。时间一长，学生们都

明里暗里“欺负”他，上课也不好好听讲，甚

至交头接耳，成绩不太好也是在意料之中。

可是学生们不知道，曾老师是欺负不

得的，也是万万不容小觑的，到过曾老师办

公室兼卧室的学生都知道这一点。

我所就读的乡下高中，校园坐西朝东，

从大门进去的一条路直通校园最后西墙边

的一栋二层的南北向学生宿舍楼。我们高

二的教室紧挨着北院墙，教室的西面是教

师们的办公室兼卧室，共三排，呈东西方

向。

教师办公室中间一排最东面的那一

间，就是曾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门朝南。

从门口右侧的小路向北走二三十步，就是

我们的教室。课外活动或者去食堂吃饭由

此经过时，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悄悄向老

师的室内看去，总想窥探到一些老师不为

人知的秘密。

在曾老师住室内的西墙上，挂有一个

镜框，看上去很不起眼。但仔细一看就会发

现镜框里的照片上是一个军官，一身戎装

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就是借一万个胆，学生

们也绝对想象不到，照片上那人就是眼前

这个貌似普普通通就像隔壁邻居一样的忠

厚长者———曾老师。

后来才知道，曾老师毕业于名扬中外

的黄埔军校，是第23期第3总队的学员，只

是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才阴差阳错地成了

老师。在当时那个英语老师奇缺的年代，为

了替校领导分忧解难他又一次挺身而出，

承担了这个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教学任

务。曾老师真是文武双全，如今俯下身子做

起了“洋先生”，令多少同事刮目相看。他今

天在课堂上的低眉顺目，明眼人都能看出

那是出自对弟子们的豁达宽容和无限慈

爱。

曾老师讲完课，总是喜欢站在讲台旁

的门口，默默地，茫然地，一脸的波澜不惊，

有时看看黑板上自己的板书，有时看看教

室里嬉闹的我们，好像若有所思，又好像在

无奈地摇头。当时的我，哪里会知道老师心

中的感触和思想。

现在，我也站上了三尺讲台为人师长，

仔细想来，当时面对着我们这群不谙世事

满腹草莽的学生，萦绕在老师心头挥之不

去的，一定是怜惜、失望、不甘、无奈、愤然

和不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绪。

当时英语考试的总分为一百分，能考

过五十多分的人，在班上就是凤毛麟角了。

想想当时的乡下孩子，父母双方都是农民

的居多，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怎样

督促孩子的学习，更不知道怎样规划孩子

未来的发展之路。学生们也没有很高的追

求，能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家种地就是理想

的归宿了，感觉比那些没上完初中甚至小

学就回家种田的孩子，高中生在学业上已

经占得了先机。

得益于当时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

教学节目，我的英语到高二时已经稳稳当

当拿到了七十分左右，是全班同学中绝对

的No.1。我心里常常为此有点沾沾自喜，当

然也就很看重每次考试的成绩。

除了在课堂上聆听曾老师的教诲外，

课余时间我和曾老师并没有什么交往。二

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生们，对老师还是

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敬畏，在路上相遇还

没打招呼就先红了脸，更多的学生是能躲

就躲借机开溜，或者索性把脸一扭匆匆而

过。在我的认知里，很多老师对于学生也是

看着似曾相识，但人和名字配不上套。我也

断定我的名字只是班上的一个符号而已，

老师未必能把它和我联系起来。

一次考试过后，我很想知道自己最终

的成绩。正好看见曾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

门口站着，便走过去怯生生地说：“老师，我

想看看我的成绩。”曾老师看了我一眼，便

脱口而出：“你，74分。”哎呀，老师居然知道

我的名字！他竟然还把我的成绩记得这么

清楚！一瞬间，我有点惊讶，也有点失望。本

来我还想趁看成绩的机会去看看那张照

片，欣赏一下老师那雄姿英发帅帅的样子

呢，现在没有机会了！但我内心里更多的是

感动。自己学习上的一点点进步，本是分内

之事理所应当，可曾老师却牢牢地记在了

心里。那一刻，我知道我占据了老师心里最

温暖最柔软的地方！

毕业四十年来，每每想到曾老师对我

的赏识，我都激动非常，那是他对学生无私

的付出和激励。想起师从曾海亮先生的学

习生活，短短一年飞逝，我却没有珍惜先生

的教导，也没有对先生的经历有更多的认

识，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年无知而幼稚

的我们，让宽厚大度的曾老师受到那么多

委屈和无奈甚至失望，究竟怎样做才能弥

补啊！其他同学的想法我不了解，但是我真

的感到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

我知道，曾老师一定原谅了我们这些

弟子，但我们却不能轻易释怀，唯有更加努

力地生活和工作，才是对恩师最好的回报。

作此小文，聊以表达对恩师曾海亮的

感激和思念。

恩 师 曾 海 亮
张伟

日2月7年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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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夜里携着几颗繁星

那得一许安然与淡定

或者 是一种虚构

任何一部线装的古籍中

都能找出一个个

斑斑驳驳的影子

和 金针度人的往事

在时光的褶皱里

与寂寥共舞

欠缺与完美 存在与虚无

碎成满地的玻璃碴

宛如无数颗细碎的钻石在闪烁

每一片折射出的孤独

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白天不懂夜的黑

真正的存在

不会在暗夜里迷惘

我们背负着沉重的影子

用一种温柔的魔法

精心装饰着轻盈的脚步

把平凡的日子酿成了诗

心灵被燃亮 思绪在飘荡

宛若时间的使者

默默传递着日夜的流转

心中有光 就能折射一切

那是生命中最坚定的支柱

无数双满怀渴望的眼睛

和那些流淌着激荡的灵魂

不经意间 回眸了一下岁月的影子

南 京 的 雨
于振凯

折射
李晓伟

党啊

您就要过生日啦

我激动不已

我不知道怎样

表达对您的感恩

您诞生在南湖红船上

那束微弱的光里

在您身边的几位年轻志士

声音低沉

但目光坚定得如利剑

似乎要刺破层层裹挟着你的黑暗

那举起的拳头

要砸碎

所有的不平和屈辱

为您杀出

光明的前程

党啊

知道你成长的不易

您伴着血雨腥风

您伴着刀光剑影

一点点地

长大

长大

党啊

您的魅力无穷

您赴汤蹈火

您舍生取义

不为自己的

一点点私欲

您为了拯救

被压迫的中国

您为了劳苦大众

让一代代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

仰起头

站起来

强起来

扬眉吐气地

在自己的家园里

欢欣雀跃

党啊

您英明睿智

一带一路

中国速度

一列列高铁

在云霄里飞驰

一艘艘潜艇

在深海里探觅

那铿锵的一撇一捺里

藏着中国人铁铸的画笔

那胜利的赞歌中

蕴含着对您的无限敬意

党啊

我痴心地追随着你

您是我的太阳

我要和您一样

永永远远地年轻

永永远远地

光芒万丈普洒大地

党的生日
◇秦生辉

鹧鸪天·红船颂
□刘世杰

一叶红船破晓行。南湖星火照天青。

锤镰奋起山河动，赤帜高擎日月明。

驱暗夜，启新程。百年砥砺满帆荣。

今朝更展宏图卷，万里风鹏四海腾。

七一抒怀
□刘转运

南湖星火醒长空，巨舰穿云破浪行。

铲尽三山除旧制，复兴百业济民生。

千帆列阵雄图展，九域归心大道明。

赤帜扬时开气象，新天阔处耀苍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