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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

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

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
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
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
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qlwbjrjy@163 .com QQ群：229717843

重重逢逢初初中中老老师师
回回想想美美好好时时光光
冉庆亮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参加
一位初中同学儿子的婚礼，甫
一入座，倏见一位古稀老人踽
踽朝我走来，我惊喜地赶忙起
立，迎了上去。他是我的初中老
师肖成聚先生。

肖老师依然那么清瘦，穿
一身清洁舒展的深蓝色西服，
洁白的衬衣领口打着枣红色领
带，戴一副花框月白眼镜。虽然
两鬓斑白、满脸皱纹，却显得格
外精神。从老师略带气喘的话
语中，我晓得他也是来贺喜
的。他微笑着说，我如今退休
赋闲，今后你们同学谁家有红
白事或遇到困难，一定告知，老
师会及时赶到的。

与老师的意外重逢，我的
思绪一下回到了读初中的那段
美好时光。

44年前，我刚上初中。开学
那天，一个斯斯文文、高高瘦
瘦、身穿艳红运动装的年轻人
走进教室，他习惯地推了下鼻
梁上的眼镜，爽朗地自我介绍：

“同学们好！我是肖成聚，担任
你们的语文、体育课老师。我愿
像我的名字一样，永葆青春，朝
气蓬勃，追赶着日月，凝心聚
力，同大家一起划向成功的彼
岸……”话音刚落，课堂上立刻
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放学回家，我破天荒躲进
偏房，专心致志地做起作业来。
父亲进屋喊我吃饭，我兴致勃
勃地同他谈起肖老师。父亲说，
知道的。这个肖老师是咱们冉
家村的，济阳一中的高材生，毕
业后去供销社工作了。这可是
个吃香的差事啊，一上班每月
就拿三十七块五。如今咱们村
中学首届初中开课，缺一名教
师，他就放弃了那边的工作，来
教你们了。这样，每月只有十五
元补贴，还要交生产队六元买
工分。并且，当老师这活儿，要
黑白操心受累，一半会儿还看
不出成绩，肖老师要做出多大
的牺牲啊！我注意到，此刻，父

亲眼里闪着白亮亮的泪光，我
的眼睛也潮潮的了。

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我就
变成一尊雕塑了，全神贯注地
听讲，唯恐漏掉一个字。肖成聚
老师庄严地站立在土坯筑的讲
台上，开口说话的时候，就露出
了和蔼的笑容。那一双亮晶晶
的眼睛，透过镜片射出了多么
热烈的光芒！他正在点评闫玉
明同学的《我的父亲》这篇作
文，称赞他肖像描写得活灵
活现，细节细腻真切感人，接
着就欣喜地朗诵起其中的一
段文字来。

我惊讶地张望着他，怎么
能够将学生的一篇作文，记忆
得这样牢固呢？昨个午夜，他一
定是坐在灯下，反复地阅读和
琢磨，辛苦地准备着讲课的内
容吧。为了提高大家的写作水
平，他竟会付出如此辛苦的劳
作！我又瞧了一眼左右的同学，
发现他们跟我一样露出惊讶的
目光。

肖老师又开始评点我的作
文，指出我描绘父亲的贫困悲
情时，写得有感情、有韵味，很能
够引起心灵的震荡。在肖老师论
说和分析的时候，我瞅见了他滚
圆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
光。他对待别人的命运，发出了
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愫，多么具有
同情心的老师啊！

“当当当……”下课铃响
了，肖老师刚好讲完教案最后
一个字。随着他一声“下课”，大
多同学奔出教室，而他却没走

的意思。蓦地，他微微笑着说，
喂，你们几位同学，别老赖在教
室啊，走吧，咱们打球去，换换
脑子。我们“通通通”跳出，“噗
噗噗”拍球，“噗——— 噗”又传
球，“咚咚咚”“哐”三步跨栏，
当然大多没投进球。可是上
课铃响了，我们坐进教室，头
脑清清爽爽。肖老师，真可谓用
心良苦啊！

不记得那位同学的名字
了，她在作文《肖成聚老师》中
写道：“那个下午，我到校园旁
水井打水，不小心将心爱的钢
笔掉进了井里，我心疼得当下
就哭了。要知道，那可是母亲晒
了一个月日头割青草换来的
呢！谁料，肖老师得知后比我还
着急，他立刻带上几名年龄大
的同学，轮番从井里往上提水，
硬是把泉水奔涌的水井“打
干”，护送下一个同学将钢笔捞
了上来。我看到肖老师累得胳
膊抬不起来了，那几位同学的
嫩嫩的小手也勒出血来。这一
壮举岂能以‘感谢’二字而感
恩？这动人的一幕我一辈子也
忘不了啊！”

是啊，肖老师把学生视同
己出，何止这一个？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仍是物质贫乏的岁月，
学校办公费紧张得不得了，学
生买书购学习用具仍要抠“鸡
屁股”，三五块钱的学费不知

“难倒”多少父母。肖老师向校
长提出建议，并率领我们班同
学带头参与，割青草、拾麦穗，
开荒种试验田，所获收入用于

支付学校办公费，扶持贫困学
生读书，其中我就是受益最大
的一个。

说到学校的试验田，我想
起了肖老师对我们说的一段
话。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

“吭咚”“吭咚”走在田野上，这
是因看不到路发出的脚步声，
是由肖老师带我们两个同学去
看庄稼。这与社会风气无关，
只是那会儿都穷，玉米、大豆
常被人偷。我说老师，你结婚
不久该是度蜜月的，你别去
了，有我们两个就行啊。肖老
师说，我应该带队的，这是我
的责任，希望你们也要认真负
责，勇于担当。那一夜，我们边
在试验田巡逻，边听肖老师演
说，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我永远记得那个泥巴巴汗
淋淋的肖老师。那个时候农村
学校不放暑假，每年却一准放
秋假，大概是照顾学生帮助家
里忙“三秋”吧。为了防止学生
秋假游沟渡河被淹死，肖老师
在这期间骑辆破车满坡沟河巡
逻。有一次，竟然步行来到“大
寺干”，把我们几个“下沟”同学
逮了个正着。他狠狠地批评了
我们，第一次见他发那么大
脾气，嘴都气歪了。其实，学
生离校了，就是有危险他也
没责任的，这就是他说的责任
和担当吧。

后来，我毕业去当兵了，他
多次写信鼓励我别怕艰苦，积
极向上，当一位优秀士兵。参
加工作后，他常打电话激励
我奋发向前，并给我点题扶
持我写稿。我一直想去看望
他，都被婉言拒绝。有一次他
生日，我们几个同学就想去
为他做寿，他说，他教学很紧
张，你们也有自己的事业，千
万懈怠不得啊！

老师，您将一生真诚情爱
都无私倾注到我们学生身上，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唯有把萦
绕心中多年的慕孺之情，化作
一句笃诚的祝福：老师，祝您晚
岁平安，多福长寿！

徒河落日。 刘成跃 摄

秋雨乡情

小咖

一阵冷风吹过，潇潇的雨
就迈着淅淅沥沥的步子轻盈地
来到了大地上。仿佛一群欢快
的精灵，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
的秋天旅行，迫不及待地跳上
枝头给羞红了脸的“柿子姑娘”
洗洗脸，顺绿叶滑到“石榴妹
妹”笑得合不拢的嘴里、钻到红
宝石般晶莹的齿缝间，增添一
份甘甜。随心所欲地飘在乡间
村落，和一路稀泥，粘路人一脚
秋意。

文人眼里的秋是“秋风秋
雨愁煞人”的怅惘，在乡下，可
全然不是这番景象。若是适逢
周末，村子里可就热闹了。几岁
的、十几岁的孩子，向来调皮的
男孩子、素日文静的女孩子，都
似撒了缰绳的小马驹，活蹦乱
跳地细嗅初秋温润的气息。一
个男孩子径直地跑进积水最多
的洼地里，再在水深的地方狠
狠跺一脚，故意溅同伴一身泥，
惹来笑声一片。同伴也不恼，只
是学着他的样子，退到老远的
地方，风一样地跑来，在那孩子
笑得前仰后合的空当，实打实
地夯在水洼里，登时两个孩子
都成了泥娃娃。笑声像那波涛
一样，一浪高过一浪，谁都不会
真的恼红了脸，在水汽氤氲的
秋风里，孩子们的性情比大人
还要温和、肚量比大人都要宽
广。

几个文静的女孩子躲在泥
路旁的水泥石板上，玩一种叫
做“打哇唔”的游戏，每个人攒
同等分量的泥巴，也不去精明
地计较谁多谁少，眼看着差不
多就成。姑娘们像擀面皮一样
把泥巴平摊在手心里，接着最
振奋人心的时刻来了，只见一
个笑靥腼腆的姑娘收敛了平日
的矜持，深吸一口气，将摊了泥
巴皮的手高高举过头顶，拼了
全身力气，眼一瞪脚一跺，那泥
巴皮就被狠狠地甩在水泥石板
上了。可怜的泥巴皮软塌塌地
贴在石板上，中间的泥巴飞溅
出去，只留下了一圈黄泥，留下
的空洞就叫“哇唔”了。这姑娘
兴奋地趴过去，其他的姑娘也
都趴过去看这个“哇唔”有多
大，下家要拿自己的泥巴给人
家补全。就这样循环往复地玩
下去，直到谁的泥巴甩不出“哇
唔”来，就要惨遭淘汰。有人推
搡着不小心跪在了泥巴路上，
有人把泥巴甩到了下家姑娘的
花衣服上，也有人把泥巴蹭在
了上家姑娘的新鞋上，也都不
恼火的，只是翻一翻眼皮撅一
撅嘴，发誓下一轮要打一个超
大的“哇唔”。咯咯的笑声似黄
鹂鸟的歌唱清脆了整个村庄。

在孩子玩闹正欢的时候，
大人总免不了要佯嗔一句“小心
你的屁股，衣服那么脏”。不管孩
子应不应声，便又回身笑着跟街
坊四邻闲聊起来。夸一夸孩子的
活泼聪颖，赞一赞儿媳妇的懂事
孝顺，一派和气景象。

小雨伴着斜风轻快地飘荡
在孩子、大人的笑声里，乡间的
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静谧。在
钢筋水泥庇护下的人免不了要投
以歆羡的目光，习惯了在小区里
踽踽独行的青年或许也向往这和
气的氛围，生活在城里的人便捷
匆忙的心仿佛多了一层屏障。城
里的秋雨被抱怨带来了鞋底的肮
脏，秋雨还是那秋雨，何不放低
苛刻的眼光放慢疲于奔走的脚
步，专注地欣赏？

澄波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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