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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讲台，与记忆中的高台，存有难以言说的敬仰。
犹记得小时候，我是很调皮的。携“孩子王”的意气风发，登高蹿低，偶

尔上房揭瓦。但在外婆家，那个书写着“天地君亲师”的所在是禁止攀爬
的，翻一次就会被揍一次。

记事以来，渐渐知晓，高台之上的“天地君亲师”，是必须放在心里尊崇
的范畴。然而，高中以前立定“学霸”人设，享受着老师们的宠溺，回应着善
意教诲，虽然心中一直尊重，却始终难懂“师”之份量。于是乎，在高中阶段
邂逅并明白“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是当然的际遇了。

那位刻骨铭心的老师，是高一到高二上学期的班主任彭罡老师。那会
儿刚考进安顺一中，又分到上段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拽”。进校听说
彭老师大名，私下里，他是学长学姐们口中“专治各种不服”的顽皮学生“杀
手”。然，老师身材微胖，戴着副金丝眼镜，见谁都笑呵呵的，教学时很专
注，课外还会主动说些笑话，哪有半分杀气？

某次，课后请教彭老师物理题，他口说我手写，轻描淡写地完成解题，
却反问一句：“这么基础的题目都不会，还好意思在我们班混啊？”瞬间红脸
的学生不知所措，老师不紧不慢接着教训，晚自习要讲究效率，预习功课该
如何如何，又说，就上段班学生而言，基础知识在课前就该做到“无死角”，
失了颜面的学生唯唯诺诺，却不懂得消化那丝愤懑。

毫无征兆，彭老师向大家亮出“辣手”。对于名次波动较大的学生，他
会逐条给出建议，却免不了揶揄几句，甚至有些女同学被训哭。对待上课
睡着的同学，扔粉笔罚站都算轻的，他有个侄儿也分到咱们班，当堂睡着
后，彭老师不动声色地命令同桌起开，自己上去就是一顿操作，他那侄儿瞬
间清醒万分。如此这般，主打一个敲山震虎，看傻了全班！

我的性子疏懒随意，免不了被“锁定”。那时，学校对住校、走读以至校
外租房，都按自主意愿但必须登记摸底。我以学校11点熄灯、学习时间不
充足为由，取得父母认可，登记时却填了个“一中左侧，附近周围”，老师当
堂指出有学生和他玩“捉迷藏”，倒挺有韵律感，放心，他不会多问，大家走
着瞧。这事成为多年后同窗好友聚会必提之话梗。

仅隔两周，我就有幸与老师“交恶”。进校不久的学生，整天忙着呼朋
唤友，仅仅看上去顺眼，就邀约一起耍闹，还暗中学会了抽烟喝酒。那晚在
居所，我端着一杯酒，清清嗓子准备说点什么，房门砰啪一下被砸开，随即
我看到了不带笑意的彭老师，身上挨了一下，被老师拎着耳朵直接带走，当
场看傻的弟兄姊妹，多年后都还经常提及老师的刚猛。

一路上，赔着笑脸同老师解释，彭老师不吃那套，说得急了，他放开我
耳朵，面色铁青地站在学校大门口，反问我：抽烟喝酒胡闹，这些行为叫不
叫堕落，算不算作践父母的期待？可，蛮劲发作的学生，对老师话音渐渐拔
高，彭老师走过来，照着屁股来一下，那部位约莫臀下一寸，是安顺人经常
戏言的“朝天辣”，一脚下去酸辣交感，直接蹦了起来！

那晚，嘴服心不服的学生，在老师办公室待了一个多小时，听他揶揄也
见他交心，唯独自己没走心。谁曾想，又一月，体态发福的彭老师，再次使
出“夺命连环脚”，部位仍在学生的“朝天辣”。起因是那学生课间操后，嬉
皮笑脸拦住隔壁班女生问东问西，老师及时出脚，来势飘忽不定，以一种不
甚体面的方式，教育了倒霉学生什么叫体面和风度！

拜领老师两脚，是我读上段班时的耻辱，却渐渐成为改读文科后的眷
恋。高二下学期，全校划分文、理科，主要依据年级和班级名次，也充分尊
重学生意愿。当时咱们班近60名学生，我在班里30至40名左右，年级两
百名以内，可继续留守。然而，自觉受不了“老彭”管束，与几名类似情况的
同学选择离开，改读文科。隔年越久，眷念越深！

以结果而论，很直观的体现是：待到毕业之时，安顺一中各班级高考不
甚理想，至少当时比不过安顺二中，但我原所在彭老师带的那个班，考取
985及211以上院校的38人，就说班级倒数第二名，亦考取贵州师范大学数
学系。而选择离开去往文科平行班的几人，每次都是班级个位数名次，但
年级名次一降再降。事后思之，或许竞争强度降低了。

离开班级后，再见彭老师居然很亲切。那时，我经历了一段艰难时刻，
填报志愿高不成低不就，无奈之下选择复读。期间，有幸与老师有过一次
长谈，彭老师全程微笑，也讲到了调皮学生肉眼可见的转变。记得他那天
说，能够重新振作，啥时候都不晚。过去他曾踢我两脚，就是希望学生能够
警醒，最终也转变过来了，这两脚后劲足，只是见效时间远了些许。

再后来，两脚成了佳话。记得参加工作的次年，班里同学搞了次聚会，
特别邀请到彭老师坐首席。席间谈及同窗趣事，弟兄姊妹们公推我最独
特，师授两脚，教会做人！要知道，班里女生们仅仅被训哭，好多同学至多
拜领过彭老师一掌，连他侄儿都没得到这待遇，唯独是我，得老师这般恩
重。依稀记得起身敬酒，借着酒意向老师坦言：“老师，不愧是您，还得是
我！倘若再赐一脚，学生拜领，荣幸终身！”

为师如父
□文武

您是谁的父母
您是谁的儿女
您是学生们最敬重的人
您是社会的脊梁，时代的引路者

三尺讲台是您的梳妆台
一寸粉笔染白您的头发
黑夜里总有一盏明亮的灯
是您以身躯幻化的烛火
您是黑夜中耀眼的月亮
分散的星星因您汇集在一起

您用光芒驱散学生们的疑惑
将真理输送到人间
您把每一个学生当成儿女
用知识浇灌、哺育了他们
朝阳映照着他们的笑脸
他们的青春因您更加美丽
您用平凡的手描绘知识的画卷
您用嘶哑的嗓音启迪莘莘学子
无数个日夜您默默伏案

窗前的月光爬到了肩头
您还在梦里编织学生的翅膀
为他们的展翅您不知辛劳
他们平步青云是您的骄傲
您只为大鹏飞得更高

师者啊！您用青春换青春
您的道路鲜花盛开
桃李满天下

您用笔直的腰书写人生
在写满名单的笔记里
记下一个个青涩的笑脸
您的人生丰富多彩
因为真理从不被遗忘

当您弯腰拾笔续写未来
当您挥洒智慧的汗水
那五彩缤纷的花园里
定然芬芳满世界

师者无私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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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山里的学
校读书。

“山的那边是什么？山的那边有浩瀚的海洋,是一
个全新的世界……”这是我们这批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
的山里娃，小时候看得最多的一段电视公益广告。那时
候，每个山里的孩子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希望有
一天能走出大山。

如果说大海是山里娃心中的“新世界”,那么“山”就
是通往新世界道路上的种种阻碍。而要破除这种种阻
碍，唯有靠知识，而要获得“知识”，唯有上学“一条路”。

回忆十年寒窗求学路，小学时代过得算是轻松，村
小就设在隔壁村的村口，走十五分钟山路就到，每天上
学中餐晚餐都跑回家吃，小学六年是在无忧无虑的童年
时光中度过，没觉得苦，也没留下特别的记忆。

读书的苦，到初中才算真正开始。全镇唯一的中学在
离家二十多里外的乡镇上，每天早上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特
别难走。可是再难走的路，也挡不住山里孩子求知的欲望。

考虑到山里的孩子离校远，学校里规定的是早上九
点钟开始上早课，下午四点钟放学。而就算赶着这样的
时间段，每天早晨我和同村的三位伙伴依然要六点就摸
着黑起床上路，才不会迟到，晚上回到家同样也要踏着
星星才能到达，那山脚一路经过的村庄零零碎碎发出的
灯光，就是如此地照亮着我们几位山里娃上山下山的求
学之路。照亮着一个个小小的单薄却坚韧的身躯，也照
亮着我们对知识渴望的眼神。

或许因为每天走的山路太长，走的太艰难，村里一起上
学的四位同伴，有一位在初一下学期辍学了，另一位坚持到
初二上学期，也选择了放弃，只剩下我和邻居家伍二狗每天
踏着同样的山路，继续过着“苦行僧”般的求学日子。

不久后，辍学的两位同伴提前实现了“走出大山”的
梦，他们与村里其他失学的年轻人一样，选择了到广东
打工。在他们寄回学校的信中，我和伍二狗看到了一个

“新世界”，在他们打工的地方，每天都不用走山路，可以
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城市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林立，在他
们周末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戏厅玩，吃各种各样的

美食……
与他俩在大城市的生活相比，我和伍二狗在大山里

的苦逼读书日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要说看城
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从小到大，我们俩连县城都
未去过，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学校所在的这座小镇，这
所谓的小镇也只是一条不到50米的街道而已，除了几家
小超市、杂货铺，就只剩下学校门口那几个零食小摊。

“走出大山就真的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吗？什么时候
能真正去一次大城市就好了！”儿时的梦想，因同伴在信中
描述新世界里的“精彩生活”，第一次变得如此迫切。

“我们逃课吧，去不了大城市，先去县城玩一下怎么
样？”伍二狗突然冒出来的想法，着实把我这个从未逃过
课的“乖学生”吓一跳，但同时也更激起一位山里娃对城
市的美丽遐想。

这一天，天空飘着雨，我和伍二狗依旧六点就摸着
黑起床上路，走完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镇上，我们没
去学校，而是直接去了镇上唯一的车站，用平时在学校
节省的午餐钱，购买了人生第一张通往山外的车票。

人生第一次逃课，也是第一次乘坐班车，我和伍二狗
坐在车上惊奇地望着窗外的风景不断地向后跑，心里既兴
奋又害怕，兴奋过后，俩人就开始晕车，坐在后排打开车窗
吐了一路，在惊慌与痛苦中最后怎么到的县城，在县城看
到什么，又玩了什么，吃到了什么美食，至今是一点印象也
没有了，想必在90年代的县城，比镇上也大不了多少。

时隔二十多年，玩了什么吃了什么记不到，这第一
次逃课受到的惩罚，却宛如发生在昨日，难以忘记。

那天傍晚，天灰蒙蒙的，从县城回到镇上，下着秋
雨，我和伍二狗的心情也如这场雨。

踏着秋雨，从车站赶往学校，还没到校门口，在很远
的地方就见到班主任肖功胜老师、我的父亲母亲，旁边
还站着伍二狗的父亲母亲，只见肖老师和四位穿着朴素
的农民站在校门口，四处张望、脸色苍白、神情慌张，当
他们见到我俩的那一刻，我的母亲和伍二狗的母亲竟同
时放声大哭了起来。

原来，逃课的当天早上，肖老师到教室上课清点人

数时，发现了我俩不在，通过教务处的座
机打电话到村委，家长们才知道孩子早
上出门上学，却未到校，害怕雨天山路湿
滑出意外掉入悬崖，这种意外在大山里
时有发生，便一路循着上学走的山路找
到了学校，人却未找到。紧急之下，肖老
师也发动了全班的同学满镇上找，直到
我俩从县城回来，出现在校门口。

见到我们后，肖老师让家长们在校门口等，要求我
俩到他的办公室一趟，我们低着头跟着老师走进办公
室，心里格外忐忑。

肖老师平时对学生就很严厉，我们知道少不了一顿
挨打。这次肖老师用的“刑具”是一根竹片，竹片的头部
他用刀子切开了一小长条，竹片打在手上，疼是自然的，
可这不是一般的疼，打过之后，竹片切开的地方，还会紧
紧把手掌的肉夹起，会更疼。

肖老师对我们一番痛打之后，沉下脸来，严肃地说：
“你们每天走这么远的山路来镇上读书，真的很辛苦，我
真的不忍心打你们，这顿打，是为你们的父母打的，你们
的父母在大山里辛苦一辈子，只为让你们有一天能走出
这大山！你知道你们的父母今天有多担心吗？他们淋
着雨在你们上学的山路上足足找了一整天！”

说着说着，肖老师突然在我俩面前大声哭了起来，
眼前的这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自担任班主任以来，在学
生面前展现的都是严厉的教师形象，我们从来没见过他
哭过，这一刻，他却在两个犯错的学生面前哭了，让我们
不知所措。

当年，那两个懵懂的少年，或许并没有读懂老师流
下的眼泪，他们只知道自己逃了一次课，挨了老师的一
次打，伤过老师一次心。

临近教师节，我想起了我的老师，教过我的老师很
多，但我最难忘的是肖老师对我的这一次惩罚和他流下
的眼泪，他用真心抚育我们成长的场景历历在目……

那位懵懂的少年，如今已变成了青年，已经走出了
大山，早已读懂了老师饱含深情的眼泪。

再过几日就是教师节，我总会想起高一时的语文老
师邵富先。第一次听到这名字，跟同学们一样，都在猜
想是不是个粗犷的汉子，后来发现我们都被名字欺骗
了，邵老师原来是个时常把微笑挂在脸上的美女老师。

转眼间，已从普定县一中毕业十年，恍惚间仍觉得
邵老师昨天还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记得那时候邵老
师二十多岁，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圆润的脸庞，眉
毛微微弯曲，如同月牙儿一样，眼睛犹如明亮的星星，闪
耀着智慧的光芒。她经常一袭长裙，干净利落，散发出
一种优雅的气息，给人一种宽容和温暖的感觉。

回想起无数个遥远的充满阳光的早晨，我们透过教
室的窗户，看着邵老师抱着课本走了过来，顿时止住了
喧闹，忙将课本摊在课桌上开始温习课文。等她站上三
尺讲台，语文课本中的故事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声
音抑扬顿挫，吸引着我们全神贯注地倾听。她似乎认识
每一位文豪诗人，通晓每一个诗句背后藏着的丝丝细腻
的情愫。她带我们领略李太白的明月，苏东坡的赤壁，
牡丹亭的幻梦，长生殿的誓约……带领我们在知识的海
洋里自由翱翔。

印象最深刻的是，邵老师给我们上柳永的《雨霖

铃》，这堂课上，她没有按照常规路数，而是带着我们用
古人的吟诗诵词的方法，唱了两节课的诗歌。时至今
日，我依然还能哼出一两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
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异日图将好
景，归去凤池夸。”

有次，邵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主题是写家人。我
认真写了一篇，只想着交作业。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
隔壁班的同学跑到我们班上来说，邵老师在他们班念了
我写的作文，大家都想看看我是谁，让我一时不知所
措。后来我才知道，邵老师很喜欢我的那篇作文，不止
在我们班上，也在她任教的其他几个班上作了分享。长
期内向不自信的我，只觉一股飘飘然，支支吾吾但心里
暖暖的。

仔细复盘那篇范文，
心中的理智，明明白白地
告诉我，老师微调了文章
结构，更把一些累赘繁琐
剔除了，使通篇行云流水
一气贯穿。我如饥似渴地
学习这篇自己的范文，差

不多精确到每个标点符号，想象着老师诵读时的抑扬顿
挫，一并代入语境声调。多年以后，我有幸成为一名党
报记者，成为同学们眼中靠笔杆子吃饭的人群。大家哪
里知道，这种复盘推敲文章的方法，一直保留下来，看来
定要受益终身了！

十年光阴，在岁月的长河里，似乎只是微风吹过的
一丝涟漪，轻轻闪动一下便没了踪影。虽然，后面断断
续续在教师节给邵老师发去过祝福，但终究是快节奏的
生活，让我近两年忘记了这等大事。

今年的教师节，我定会准时给阔别多年的我最敬爱
的邵老师送上祝福，愿她的生活如诗如画、充满阳光，事
业蒸蒸日上，桃李满天下。

以以““心心 ””育 人 的 肖 老 师育 人 的 肖 老 师
□黔山布衣

批改范文的老师
□王元兴

每个人的初中时光都是难忘的吧！我的初中也很
难忘，那些记忆犹新的回忆里，有坐在教室里看向窗外
白森森的阳光，有刺耳的上课铃声，有没完没了的晚自
习，有一颗担心未来而焦虑不安的心，还有担任我语文
老师的爸爸，让我枯燥而焦虑的初中时代夹杂着许多

“惊心动魄”的时光。
上课时，爸爸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我常常双眼凝聚

在讲台，人却在发呆，配合着右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灵
活匀速的将一支笔放在指尖飞速旋转。我转笔的行为
显然影响到了爸爸上课的激情，经常伴随着“嘭”一声，
手中的笔掉落在桌面，吓得神游的我立即回过神来，对
上一双瞪得圆鼓鼓的眼睛，一声“老爸”即将脱口而出之
前，一句：不许转笔，认真听课！让我立即反应过来，答
应到：“好的，老师”。

爸爸对待工作总是一丝不苟，但是偶尔也会有疏漏
的时候。有一次他的课上课铃声响了他却没出现，我就
觉得不对劲了，一般他都要提前到课堂的，我想他肯定
是记错课了。于是我赶紧冲出去想回家叫他。但是班
上两个调皮的男生堵住门，不让我出去，求我不要去喊

我爸，让他们玩一节课。我满口答应了，然后蹭他们不
注意，一溜烟冲出去往家里赶，心想你们想要玩，我老爸
还要养我呢。

回到家，我看老爸还伏在桌子上改作业。我喊到：
“老爸耶，这节课是你的，赶紧去上课呀！他还一副笃定
的样子回答到：“这节课不是我的呀。”“哎呀，你的课表
我比你还熟，赶紧的跟我走。”老爸急忙看了眼课表，然
后抱着卷子和公文包、攥着我冲去教室。

老爸的课上我总是看着一副很认真的模样。他让全
班到户外背书，我第一个跑出去，想第一个背给他听，千万
不要给他丢脸。他让同学上台读书时，我很积极，想着表
现好了回家有肉吃。放学回到家，我总是先做完作业，笑
嘻嘻地拿作业给他看，直到修改满意后我才打开电视机看
电视。可是我的成绩却配不上我认真的态度。

我在老爸面前的表现感觉是学霸的样子，实际水平
却只是班级中等成绩，面对我的成绩，爸爸也只能苦口
婆心地教育说，他小的时候家里太穷，拿不出一分钱给
他读书，他是靠自己砸石头、跟着乡亲去修公路才挣到
自己读书的钱。让我要珍惜现在能有机会读书，要好好

学习。每次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觉得我应该拿个小锤子
去敲石头我的成绩才会变好。

和老爸斗智斗勇的时刻不光是在课堂上，还有生
活中无处不在。在家玩游戏入迷的我听到“哒哒”的脚
步声后立即关掉电脑从椅子上弹起来跳到书桌旁；收到
男生情书还没来得及害羞，被突然出现在视线里的老爸
吓得失魂落魄；每次带我出去玩得开开心心的时候让我
回家不忘写一下感想……

时光匆匆，我已经长大成人，而爸爸坚守三尺讲台
几十年，现在也马上要退休了，他在教育岗位上默默耕
耘了三十多年，培养了无数的学生。当我还是孩子的时
候、是学生的时候，我总是有很多问题，很多焦虑，爸爸
作为父亲、老师总是耐心教导我，为我找到答案。

现在爸爸即将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离开他的三尺讲
台，他说他有点困惑和不安，不知道怎么过好退休生
活。作为他的女儿、学生，我找不到具体的答案回答
他。马上又是一个教师节，我只是希望我亲爱的爸爸、
敬爱的老师，愿您在往后的生活中找到答案，愿您退休
生活安逸舒适！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祝您身体健康！

我的爸爸我的老师
□婷婷

编 者 按

在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
副刊辑纳记者心中关于“人类灵魂工
程师”的几个平凡的小故事，讲述辛勤
的园丁在三尺讲台上的付出与奉献，
以此向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
的敬意！让我们共同担负起教书育人
的职责使命，为安顺教育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