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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2017 年 1 月 31 日，农历正月初四。病中，学友文富君来看我，只得挣

扎着下床来，陪他坐了坐，之后还蹒跚着到校门口吃了便餐。 

文富跟在我身边学习，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而今他早过而立之年，

且已在市委机关里任职，不想反倒越渐谦恭且多礼，体贴入微尤让人感动，

经他慰问，病情顿似缓解了许多。 

我落拓半生且才识浅薄，原是个没有什么教师资质的人，却因天幸机

缘巧合，拥有过文富等众多“高足”，情谊恰如陈年老酒，窖藏迄今益觉甘醇。

想到曾与文富等有约，要写点回忆性的纪实文章并附上他们经我点评的代

表作品挂在“群”里边，甚至最好能成书出版，让大家看着也多一些念叹。“此

时不干更待何时”，于是趁病情缓解翻身下床，坐到案前呵开冻笔…… 

是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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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冬季 

林 梅 

在风雨潇潇的冬季，送她已有两年多。每当想起她，我心中便会涌起一股

难言的酸楚和甜蜜…… 

她是我初中和高一时的化学老师。那时她已二十五、六，可看起来实在比

我们大不了多少。她秀气、小巧，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

是我们女生羡慕崇拜的偶像，那时我常把她当做我成人后的模特儿。我渴求有

她的飘逸，有她的学识，有她的长发和白色连衣裙。 

不知什么时候，她成了我知心的朋友；而我竟然也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 

我想，大概是那个雨天。我摔在稀泥成浆的路上，她悄悄扶起我，掏出洁

白幽香的手绢，擦去我脸上的污泥，然后默默地扶着我往前走。我的手和心一

起颤抖了，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善良和美好。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那一

跤是摔对了，若不是那一跤，也许我永远不可能得到她这个良师益友。虽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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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同样的性格、同样的追求，可是没有碰撞的机会，再相通的心灵也不会产

生共鸣。我一直很自卑，一是因为有张不怎么好看的脸，二是因为有双不健全

的脚。尽管当时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令诸多男生也望洋兴叹，可我却缩

头缩脑犹如一只呆小鸭。为了帮助我摆脱自卑，她常常带着我出入公众场合，

故意让我在隆重的聚会上抛头露面。每当我为自己的双脚感到难为情时，她便

对我说：“别人拥有的，你同样也能拥有，甚至还会比别人拥有的更多更好。”

在她的鼓励下，我克服了心理的弱点，惊喜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与她亲密的

交往，最初只让我感到得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不断成熟，我才真正意识

到我们的友谊已经历一个又一个难关。每每想起，这句铮铮话语总会给我一种

崭新奇异的力量。 

感情是相互给予的，理解也是相互给予的。她能使我从困境中解脱，而她

也能使我从迷惑中醒悟。她的爱人 ──陈老师是我们高三时的化学老师。我说

过她人是漂亮的，而大凡漂亮的人都爱发脾气。一次学校举行篮球比赛，陈老

师当裁判。比赛刚进行到下半场，她突然到操场叫陈老师回家打水，陈老师没

动，她便吵开了。这件事我没亲眼看见，事后听到许多同学都在议论，我便对

她说：“同学们平时都很佩服你，可大家认为今天这件事你有点不对……”她红

了脸。尽管她在家里偶尔发脾气，可她在课堂上却始终面带笑容。一次她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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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得很严重，在教室外，向我提起时还险些掉了眼泪，我真有些担心她上不好

那堂课。可一踏进教室，她依然轻松自如，谈笑风生。有时候，我问她怎么能

有这样大的自制力，她反而有些不解地问我：“你们有什么过错？学生没有看老

师脸色的义务。”我沉默了，想起了那些受了点气便对学生发泄的老师和因奖金

少了便罢课的老师，如果他们也能这样该有多好！ 

十年寒窗，她是唯一走进我内心深处的老师，又是第一个让我和她分别时

流泪的良师益友，两年多了，那滴亮晶晶的泪珠儿还挂在我记忆的闸门上。  

她早已嵌入了我的生命之中。高二时，我和班上的一位男生遭到了流言蜚

语的袭击。无辜的我不堪忍受谣言的攻击，倔强的我又不愿向谣言示弱。为此，

我被班主任在班上不点名地大骂了一通，我委屈、愤慨甚至仇恨，我不明白一

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为什么说话如此不负责任。在我情绪极端低落的时候，

她找到了我，一反平常温柔的模样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样没有勇气？人们

的议论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把握好自己！”正是这句话，让我勇

敢地度过了一个学期。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回来。”分别时她突然一字一顿地说，脸上闪着圣

洁的笑容。我羞红了脸，可又庄严地点了点头。我想，那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

冬季。因为冬季多雨，而雨又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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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和“大师兄”聂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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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作假要严打 

本报评论员 

考试，是一种检测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而长期以来，

考试作假之风日益蔓延，由此而衍生出的假成绩、假文凭甚至假人才越来越多，

已引起了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为此，国家教委高教司日前召

开了“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抓好考试管理”的专题电话会议，要求各高校认真贯

彻执行，力争三两年之内使学风有根本好转。考试打假已经提上了重要的议事

日程，我们学校也不应例外。 

考试打假，要切实认清和抓好“一个目的”“两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打假的

目的是端正考风、改善学风。考试作假，混得虚名，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是败坏学风的关键性问题。而良好的学风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容易给学校创建

“名牌效应”。大家要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二是教师。一些学生平常不努

力，考试作假，想蒙混过关，是为可耻；而一些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平常

不严谨治教，考试“发水”，以保全声誉，更为可恶。教风不严，学风焉正？因

此必须二者兼治。打假要抓好出卷、答卷和阅卷三个环节。考试前教师不能“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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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更不能将原题漏给学生；考试中要严格制定和执行入场和监考制度；考

试后要严格阅卷纪律，不能私自给学生更改分数，更不能“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考试打假不能“假打”，要真打、严打。一是认识要严肃。要把学生作假看

作是人生观价值观上出现的问题，把教师作假当成是违背职业道德和违反《教

师法》的违法行为。二是处理要严明。不管老师学生、“皇亲国戚”、贫民子弟，

出了问题，同等处理。三是处罚要严厉。据悉，山西大学学生一次作假不发学

位证，二次作假开除学籍，还有的大学考试作假则把统招生转为自费生，等等，

不妨借鉴一试。 

学习要刻苦勤奋，复习要全面认真，考试要严肃审慎，才是上策。对此善

意提醒，若有人要“假装”没听到，那就更该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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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星湖”老大和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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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西藏高原的信 

编辑部的老师们： 

你们好！ 

今天是 8 月 14 日，给你们写几句，聊一聊。 

几番波折，我是 7 月 15 日离开涪陵老家开始进藏征程的，在成都待了几天，

直到 7 月 27 日才到达西藏昌都。一路辛苦而新奇，多了些生活体验。我最终被

分配到昌都地区师范学校。这里已经开学，不过我上新生班的课，还要闲到 9

月中旬新生来校。我教文选，任班主任。 

昌都气候我适应，没有高原反应，现在可以又蹦又跳地玩篮球。师范校绿

化好，环境和条件还可以，面临澜沧江。据目前感觉，我选择西藏并不是很错。 

在信息与人文方面，这里比内地城镇是要差一点，但话说回来，不差怎轮

到我们来呢，不差怎么可比内地多拿至少一倍的工资呢？依我看，我分在师范，

综合评估还是可以与分回内地的中学相匹。 

进报社不好，这里报社成天改通讯员来稿，难有采访机会，因为下县采访

往返得几天。刚来我便闯进报社闻了一下风声。 

重庆师专一行近 20 人，有 1 人留在昌都县中，2 人留在地区师范，其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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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各县。 

前几天去地区教委采访写了几篇报道。结果在地区教委各科室顺当行事，还

有些熟了。教委主任打算让我兼职搞《昌都教育》，我说你叫我搞我还敢不来么。 

这里月收入 800 元左右，月生活费 300 余元。看来，衣食还是足的。 

这几天没事，又在试着写稿子。关于自己今后怎么过日子，怎么提高和爬

行，没打算，以后再且思且行。前几天陪留校汉族女生上山采野花，也采蘑菇。 

我在重庆师专生活了三年，应该说过得还可以，也有幸认识了你们几位老

师，有幸得到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毕业了，离开了你们。

离开才会想，一张师专报可观望学校风雨，此时倒对师专报有了感情。如果各

方面允许，能否将师专报每期寄来品阅。 

我们几个学生娃，那些时日偏离了专业搞写作，有一点进步，其中是有顾

此失彼的遗憾的。正如夏老师所教导，文化底蕴不可轻薄也，写作者。我们以

后要做的事情还不少。 

再见了，几位老师，祝你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西藏昌都地区师范学校杨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