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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豆腐   □巢湖市第二中学    方先兵/摄

源古教育赋
□徐子芳
源开天地，古传寒窗，教承国粹，育化儿郎。人初生于小幼，思初发于散恍。重美育以启智，拒束脩以怀向①。诲尔谆
谆，惠尔春芳。譊譊之学，各展其长②。朝暾出而喷礴，清风徐而绵扬。校分东西南北，室揽日月星光。接巢水，吞吐
浩气；滨新城，钟灵八方；傍蜀麓，高飘教帜；对平林，假我文章。滞者导而通达，蒙者开而明旸。凝静气以致远，哺
爱心以吐香。少而有师，卉木承于雨露；学而有径，璞玉琢于良匠。绘莲花以蕴润，画锦绣以呈祥。声满万户，誉响四
方。黉门艺苑，庐州华章。
肇始改革，政府主张。力挺自主，奋发图强。一路绿灯，得益开放。招名师以敬业，聚俊才以爱岗。硕导引领，精辅一
方。腾龙舞凤，山和水唱。蓄校资于滴水，铸大器于拓荒。立千载之功业，圆百年之畅想。瞩目大厦，方知栋梁至重；
展望前程，更悟经典垂光。酬勤报以丹墨，行道举以党纲。践初心于颠沛，担使命于糟糠。轻名利而淡泊，重家国而铿
锵。远富贵于物欲，授礼仪于崇尚。生之长之，扬清激浊；成之收之，善诱善昌。趋盛世而击鼓，追大梦而赴汤。修心
性以载德，济贫弱以解囊。盈盈红烛，灼灼青璋；桃李天下，恭俭温良。
源古童绘，未来梦想。总角之年，服膺有方③。轻食古而淋漓，薄模仿而奔放。任情恣性，出奇妙于造化；天高海阔，
寄本真于殊量。斗转星移，天苍地黄。惊创意之澎湃，感异幻之温凉。张吴门于弥漫，猎创新于徽黄④。著思维而朗
润，度意象而清旷。借天宇以为帛，聚焦镜以对罡⑤。木入三分兮，竞雄健于琳琅；土化五色兮，演缤纷于恣狂。心灵
与泥土对话，彩陶与炼火流光。赤橙黄绿青蓝紫，天地日月舞霓裳。瓶子意、伞空间、木工坊，五指绕柔迷离醉；纸艺
美、石膏雕、泡沫浆，一心陶冶绚丽妆。粘土化以神奇，树皮幻以抽象。对高坡于遐设，雕废木于恒荒。绘纸浆以佳
景，话青铜以承仰。行为艺术兮，炊烟之袅袅；石头画艺兮，瑰宝之煌煌。瞻繁星于璀璨，光耀银河而徜徉。
吾赞源古教育，艺术奇葩共享。夫衣渐宽于不倦，行愈坚于无藏。虽无万贯之身，却吟万贯之章。以己之善，励人之
志；以己之乐，予人之飨。立时教于童子，振大雅于国梁。泽被未来，恩造天长。

【注释】
①束脩：古指给老师礼金；现意为红包。怀向：人心所向。
②譊譊：争辩、探讨。
③服膺：让道理牢记心里。
④吴门：指吴门画派。其代表者为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徽黄：指黄山画派。代表人物有明末清初弘仁、石
涛等人，近代有黄宾虹、张大千、李可染、刘海粟等人。
⑤罡：极高处风，或强烈的风。

家的琐忆
□合肥市琥珀名城小学    张鹏程
抬眼看到了原野里一堆没有化尽的雪，这是不久前一场大雪的遗迹，九江火车站也有一堆，可没有这一堆更能触动我的
心灵。
记得小时候冬天往往会下很大的雪，早上起来上学的时候外面总是厚厚的一层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总是咯咯作响。雪
也是无缝不钻，鞋子每次都是重灾区，因为鞋子都是布做的，没有皮子包裹，化雪的时候，被水浸湿是在所难免的。尽
管我总是小心翼翼，可每次它还是会湿，因而那些年我的脚是每年必冻的。我不知道该用辛酸，还是用幸福来形容这段
人生的经历，如果真的非要说的话，只能是辛酸的幸福吧。
说到小时候上学，我就想起了放学后回家吃饭的情景，那时候学校的作息制度跟现在不一样，早上一早起来去上学，七
点上课，九点多放学，回家吃早饭。一般能吃到炒胡萝卜，多放点儿油，就算是美味佳肴了，这些现在都已经不怎么吃
了。可很多时候是吃酱豆蘸馍的，就这样吃了很多个春秋。
说到吃，我又想起了第一次吃香蕉的时候。那是一个下午，爸妈都不在家，我和妹妹在屋东头玩儿，忽然看到爷爷笑盈
盈地来了，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了两根金黄金黄的东西，这让我和妹妹的眼睛为之一亮，是一种惊喜，也是一种惊
讶。这不是我在书本上看到过的香蕉吗？我心里正思索着。爷爷已经给我们每人手里塞了一根香蕉，可惜我当时吃得太
快，没记住是个什么味道，爷爷却因此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爷爷是2006年离开我们的，享年八十七岁，在农村这算是很高寿的了。但我却总觉得他没有享到什么福，走的时候，我
也没在跟前，等到回家时，已是阴阳两隔，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成为我这一生的遗憾。
说到爷爷，就让我想起那早逝的奶奶，其实奶奶去世时，年纪也很大了，说早只是因为她离开时我年龄还很小。奶奶是
坐在一个小椅子上离开我们的，爸爸去看她时，她仰面半躺在椅子上，手里还捏着穿线的针，旁边放着没有砌好的锅坯
子。奶奶是个勤劳的人，也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年轻的时候就骑着马上街卖粮食、菜什么的，家里的农活也样样能
干。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讲以前的事情，“人老话多，树老根多”。我很能理解奶奶的心情。
奶奶有一个女儿，生下来就很乖巧，天天跟在奶奶身后帮她摘菜，可惜不到四岁就夭折了，每每说起这些，奶奶的心情
都很沉重，好像女儿昨天刚刚逝去。她说她和爷爷埋了女儿，刚要走，又听到女儿喊妈妈的声音，就又扒了出来，可一
看还是闭着眼睛的，就只好又小心翼翼地埋了。奶奶失去女儿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毕竟那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呀。
后来就有了大伯，可还是容易长癞，头上烂得一块一块的，爷爷老是担心养不活，就给他取名“丫头”，说是就当个丫
头养着吧，结果还真的活了下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父亲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有幸躲过了那一劫。
奶奶去世的时候七十七岁，也算是高寿了，可我总觉得她走得太早了，要是能活到今天，我也能带她出来转转，坐坐火
车、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肯定会开心的不得了。

那  年
（外一首）
□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那年
我是江南梅城的梅子
酸涩而润泽
沐着如水的夜月
吮吸着露珠的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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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
我心中有十六个梦
每个梦都有十六种色彩
每种色彩总会引发更多的梦
我用稚嫩而迷茫的思绪
在心灵的调色板上
堆叠着种种斑斓的温柔

那时
我总喜欢藏进灌木丛
枕着树影
听风穿过松针的声音
看红蜻蜓扇着
透明的羽翼
驮着阳光飞行

那年
每天都有梦 每天都是梦

午后的山林
当第一片树叶枯萎凋零
山中有野菊灿烂的身影
是谁在悲歌这最后的生机
如潮漫过这晚秋的山林

徜徉于午后的山林
只为寻一道最美的风景
随风而舞的不只是心情
我能告诉你的只是风景

午后的山林
有亮丽的风景
亮丽的风景
在我的心里

愿师草木葆初心
——读杨先武新著《草木初心》
□芜湖市第43中学    刘    敬
“一见钟情”这个词，远非止于红尘男女间两心之相悦。譬如，一滴清露之于一朵野花，一丝微风之于一竿翠竹，一抹
斜阳之于一痕远山。再譬如，一湾湖水之于一个垂钓者，一坛佳酿之于一个善饮者，一本文集之于一个阅读者——由安
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杨先武老师的散文集《草木初心》，于我而言，即是一见钟情，读而倾心。
想是初春。碧波漾，青荇摇。浅浅新绿晕染了双眸……这便是封页了，令人遐思翩跹。古诗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
客。你我皆凡人，源于土，且终将归于土。唯有草木，亘古绵延，枯荣虽有期，绿意却无涯。作者眼中，草木是邻，是
伴，是挚友，亦是知音。虽说微信时代，乐趣无穷。但，这一份乐，常常拘囿于虚拟的朋友圈，手机一关，徒余怅惘；
这一种趣，每每逃不过晒图片抢红包，热闹背后，空虚散乱……人生的田园，或就此而荒芜。作者深谙此义，故而情寄
草木，爱洒乡野，低吟浅唱，率性成文，进而择优选精，结集成册——文字，如同草木，总是潜滋暗长着梦想的幼芽，
它们矢志不渝地相信，春天，下一个春天，再下一个春天……将如约而至，接踵前来，梦想的花儿，必会迎风笑绽。
那是一个叫杨村的地方，作者的老家，有山，有水，有乡亲父老，有田圃花草。一方水土，四季菜蔬，养的是性情，育
的是心灵。谁说草木无情？那是你的心灵蒙了尘。作者并非植物学家，其文字亦非旨在科普说明——花木本有灵，初心
不曾移——只是一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扰攘人间
世，名利客充盈——太多太多的人，原本的赤子之心渐渐迷失在岁月的风沙里，再也寻不到往日的归途。作者却从杨村
一路走来，师范学习整三载，教书育人十二年，专职教研十八个春秋，工作上敬业乐业、有声有色不说，偶得闲暇，即
读书种菜；稍有时间，便饲花弄草——爱，不曾改变；情，不曾易移。哪怕是一丛荆棘、几条水草，哪怕是一茎葡萄、
几根白茅，在作者笔下，亦是那般灵趣盎然，温情暖心，就更别说梦幻多情的紫薇、孤绝忧伤的丁香、冷艳多姿的芙蓉
等花木了……
在作者眼中心底，一花一草，自有情怀，一茎一叶，自当珍惜。是的，草木不言，却丰瞻了岁月，丰润了人生。草木确
有情怀，《桔树也通情》一文便是最好的例证。可以说，全书百余篇美文，唯此篇大不同。其以时间为序，串亲情为
线，看似写桔，实则写人，将母亲从感冒入院到溘然长逝的那段日子详写实描，并插叙少时母亲以桔叶神奇止痛，以及
大寒天气，母亲用破棉絮层层包裹为树御寒救命的往事，将爱与痛，生与死，挣扎与抗争，天命与人情丝缕交织，凝于
笔端。树与人，皆有灵——母亲病了，树也身伛叶凋；母亲走了，树也枝落露泪。全文计七千余字，读来却不觉冗长，
反倒心心念念被作者字里行间流溢漫涌的一片真情牵着，引着，不敢旁骛，不忍释卷，不禁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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