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民

我的姥爷有着一手杀猪
的好手艺。一到腊月，他就忙
活起来。

吃了早饭，姥爷肩扛杀
床，一手提着盛着刀具的竹
筐，抬头挺胸地走出门。好多
大人孩子跟在姥爷身后，去
看姥爷杀猪。那时候，单调没
有耍景的农村，看杀猪应该
算热闹的事情。腊月里姥爷
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人物。我
要是放假了，会帮着姥爷提
着那根铁钩子，去跟姥爷杀
猪。分享那根猪尾巴或者肥
肉屑。

谁家的肥猪要出圈了，
村人清清楚楚的。姥爷来到
村东农户门前，放下杀床，摆
好刀具。姥爷直直腰，摸摸漂
亮的山羊胡子，紧紧腰带。主
人出来，说一声，好了，猪在
东院里。我立即把杀猪钩子
递给姥爷。姥爷手握钩子，一
边走一边对主人说，别忘了

备个盆，放把盐，盛猪血。那
肥猪已经吃饱了食，在院子
里溜达。忽然看到姥爷手里
的钩子，慌忙逃开。只见姥爷
一个箭步，嗖一声，钩子迅猛
地伸向猪脖子，铁钩准确地
咬住了猪的下巴，双手一拉，
那肥猪嘶叫，四腿后挣着，不
想动弹，可是那钩子死死吃
进下巴，它又不得不乖乖地
跟着姥爷。

杀猪时，围观的人群，屏
住呼吸，瞪大眼睛看着人猪
的较量。我却瞪大眼睛看着
姥爷拿刀割猪尾巴，心里盼
望姥爷下刀深一点儿，让尾
巴根多带肉。按风俗习惯，猪
尾巴棍割下来，算杀猪的。那
尾巴棍足有半斤，可以炒几
顿菜吃。烧了吃，更别有一种
味道，又香又脆，满口流油。
姥爷一刀下去，刀打个旋儿，
割下尾巴，丢进筐里。等卖完
了猪肉，姥爷提着工具筐回
家，走在半路上，他把猪尾巴
递给我说，拿回家，让你妈炒

一炒。
我提着猪尾巴，往家跑

去。
姥爷杀猪，还有一手绝

活儿，扒皮干净利索。他拿着
扒皮刀，从一边下刀，只见刀
光闪烁，那猪皮唰啦下来了
一半，然后又转身到另一边，
又是唰唰几刀，整个猪皮脱
离了猪身，铺在杀床上。等到
杀集体的肥猪，扒完皮后，姥
爷会用一把刮刀把猪皮上的
肥肉清理下来。按照规矩，这
猪皮上肉屑也归杀猪的。姥
爷会把刮下来的肥肉屑，包
在一张皮纸里，拿回家炒菜。
有时候会随手递给我，这时
候，我对姥爷充满了敬意，姥
爷真好！我们不但可以吃到
猪尾巴，而且可以用流油的
肥肉炒菜，炒出来的菜满口
香，真是不错！

每次看姥爷扒猪皮，都
盼着姥爷的刀往猪身上多剜
一下子，多带一些肥肉。姥爷
很有分寸，杀猪时姥爷会手
下留情，不时在铁锉上蹭几
下刀刃。养头肥猪不易，从春
天开始，一瓢瓢水，一盆盆猪
食，到年底才喂肥，一家人等
着它卖钱过年呢！每逢看到
姥爷下刀把猪皮抻紧了，刀
刃紧贴猪皮，听到噌噌的声
音传来，我知道，那猪皮溜溜
光，不带一点儿肥肉了。这不
免令我失望。

一个腊月，姥爷能杀上
百头肥猪，却只拿回几根猪
尾巴，也大都给了我家。他会
捎回几个猪膀胱，给孩子们
玩，吹起来，如气球，线牵着
它满天放飞，很有意思。

腊腊月月杀杀年年猪猪

孙珺雯

诗人余秀华说：“一个人活
得光彩首先就是坦荡、诚恳。人
生短暂，来不及虚情假意，来不
及虚伪！”拥有自己的活法，有
所求而有所不求，有所为而有
所不为。在人生这场戏中，自己
是演员，又是导演，也是观众。
不必刻意掩饰自己，不用虚假
逢迎他人，只是做一个简单真
实的自己。想问在座的各位，能
够做到袒露真实的自己，向世
界敞开你的心吗？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
生也幸而免。”短短一生，宁做
个直率的人，坦荡一辈子，也不
做个虚伪的人，伪装一辈子。生
活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自我负
责。我身边有些人会觉得，孙珺
雯应该是一个每天都嘻嘻哈
哈，没有负能量与坏脾气的人，
但我没办法做到。我也拥有自
己的脆弱、缺点、开心以及其
他，打碎自己的伪装，做真实的
自己，是最快乐的。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以真
实的态度面对一切，让自己简
单、快乐地生活。就像《大话西
游》中那位洒脱逍遥的紫霞仙
子。她固执地寻找：“能拔出紫
青宝剑的便是我要寻找的真
爱，不管是人还是鬼。”至尊宝
拔出了宝剑，紫霞便将一颗心
全交于他，真切的告白：“这段

姻缘是上天安排的，让我们立
刻开始这段感情吧。”在最后，
被伤透了心的她依旧愿意替
至尊宝挡住那致命一叉。她不
顾一切，明知自己的爱情如飞
蛾扑火般以悲剧收场，仍敢爱
敢恨、洒脱地过快意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多少人因
为别人的言语投射就变成一
个假面人生活，这些压力来源
于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高
考完，父母让我去学会计，老
师们推荐去学管理，其实我真
正的兴趣在文学与传媒，我从
小就喜欢文学，可是身边人都
觉得学那些是所谓的“没前
途”，但是我坚持填报了自己
想学的专业，为自己的真实内
心而去追求未来。现在我感觉
很快乐，能够学习自己喜欢的
知识。活得真实，就是生命的
最大价值。遵从自己的内心，
做真实的选择，这样直截了当
的我，很酷！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
戚。”不要做那过度粉饰而毫无
特点的戏子，秉承“真实”二字，
无须强颜欢笑，无须虚情假意。
在每一天中说想说的话，做想
做的事，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
诚。生活别太虚假塑料，爱情不
要拐弯抹角，即使真实的自己
不那么完美，那又怎样？变成自
由的风，亦或是温柔的云，做真
实的自己最快乐！

做做真真实实的的自自己己，，最最快快乐乐！！

曹高芳

有人说，人类的全部尊严，
就在于思想！而一个人思想的
奠定、理念的形成与其最初的
小学教育密不可分。老师的启
蒙性作用与主导性的力量，对
于学生能否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至关重要！上世纪70年
代，我在小学母校——— 博兴县
曹王公社曹二小学学习成长的
时段，有幸受到了10多位老师
的教育培养，其中杨东清老师
对我的影响深远，永生难忘！

一
杨老师生于1937年，1956毕

业于济南师范学校，后又毕业
于山东师范学院地理学专业本
科。后来分别在博兴、广饶等县
直中学教书，1971年到曹二小
学工作。

他善于从问题着手教育学
生。针对有的同学贪玩、主动学
习意识不强的问题，他指出，关
键是把“要我学”变成“我要
学”！接种疫苗时，有的同学怕
疼，杨老师则鼓励说，打针如同
被蚊子咬了一样。我当时想，被
蚊子咬也是怪疼的啊！后来才
知道，人类能感受到的疼痛感
可分为12级，其中“蚊子叮咬”
仅仅是第1级即最初级的疼痛。

他善于从思想上引领学
生。杨老师经常说：孩子们在成
长中难免有各种不足，这好像
小树长出的树杈，把这些不该

有的东西割掉才会使同学们茁
壮成长！有的同学上课精力不
集中且不做作业，有的同学学
习挺好但不愿意参加劳动。杨
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要从
思想上认识到过错并努力改
正。他常说“教育不是万能的”，
但他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有
粗暴地批评过人，遇事总是讲
道理。

他善于从理念上启发学
生。有的同学“偏科”，他用“单
纯吃饼干长大的孩子不会健
康”“单腿走路不可能走得快”
的比喻剖析其弊端。他强调，勤
奋是一个人成才的关键性因
素。他列举了“陈景润为了攻克

‘哥德巴赫猜想’，仅演算的草
纸就有好几麻袋”的例子，让同
学们感叹不已。他在全校组织
了数学竞赛，以此启发学生思
维，转变学生理念，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

他善于从方法上指导学
生。他引导同学们早晨起床
后可侧重于记忆背诵，因为
经过一夜的休息后大脑比较
清醒，但背诵一定是在理解
基础上的背诵；有的字写不
出来或拿不准时，可采用“变
通”的方式，如可用“早上”代
替“早晨”。有一次，他去巡视
考试，在教室转了一圈后，静
静地在黑板上写下了“先易
后难、认真仔细”8个字，以提
醒同学们把握好应对各类考
题的策略。

二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爱

岗敬业的奉献精神，是一所学
校师德师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也是一名教师崇高风范的重要
体现。

在学习“分数”时，有的同
学将该重要概念回答为“把单
位‘1’分成若干份，表示这样的
一份或几份的数”，杨老师当即
指出应判为“零分”，因为忽略
了最重要的“平均(分成)”。那
时，杨老师住在大队安排的房
子里，上班从来不迟到，也没有
早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他
的倡议下，老师们形成了每周
日晚上集体备课与业务研讨的
良好习惯。他周末回家(离学校
8-9公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会按时返校，其中有不少次
赶上了雨雪天，他就踏着泥泞
的土路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车返
回。为了解长纤维棉花的种植
情况，他自费从新疆买来了种
子，但因这边与边疆的日照、土
质不同而影响了棉花生长，但
让学生明白了“因地制宜、合理
种植”的科学道理。

近年来，曾出现了“数学是
学美术的老师教的、英语是学
体育的老师教的”网络流行语，
用来嘲笑某人的某学科没有学
好是源于老师没有教好。杨老
师所学的专业是地理学，但他
却是“围着锅台转一圈”，既能
把数学教得“棒棒哒”，也让学
生感到听他的音乐课是一种精

神享受，还让学生喜欢他的其
他课程，更让学生钦佩他的多
才多艺。

音乐课上，杨老师不仅咬
字吐字清晰圆润，且表情、姿势
与发声的方法等都把握得非常
到位。常识课中，他随时可画出
标准的中国地图，还自制了地
球仪，设计了用于解释“虹吸现
象”“牵引力”等内容的实验教
具，现场展示给同学们看。他的
钢笔字、粉笔字与毛笔字，是独
具特色的典型“杨体”，“柔性又
不乏苍劲”。

三
爱心是教育的灵魂。而作

为人民教师，奉献“爱心”的途
径和形式，不仅仅是“言教”，更
重要的还是“示范”与“身传”。

在母校的8年间，杨老师几
乎包办了每个男生的理发。他
常常利用课间或放学后时间，
主动把学生叫到办公室，为他
们义务理发。人们有时会看到，
身材高大的他，在校园里弯下
腰，把同学们玩耍丢弃的砖瓦
碎块捡起来扔到墙角处；人们
有时也会发现，他在教室里俯
下身，捡起学生掉落在地上的
铅笔轻轻地放到课桌上。

杨老师也是学生生活的导
师。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还
很少吃到蔬菜。他就引导同学
们平时注意多吃点大蒜，一来
能够杀菌预防感冒，二是可以
当作就饭的菜。

杨老师在群众中也享有非
常高的威望。他见到村里的每
个人，都是面带微笑、热情对
待。他通过不定期的家访，通报
学生学习和思想状况，了解学
生家境及在家里的表现。他设
身处地地帮助群众，比如谁家
里盖屋打墙时，他会利用晚上
的时间带领老师们去帮助挖地
基、打夯等；春节前，他往往自
带工具，为烈军属、五保户及本
村的群众理发、写春联等。

在我从小学、中学、大学一
直到硕士、博士的漫漫求学求
知生涯中，杨老师是我幸遇的
第一位懂教育、会管理的专家。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母校，“杨老
师”几乎成了“教育”“学习”的
代名词，成为学生奋斗进取的
源泉与力量。

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
和。晚年的杨老师，生活起居、
饮食等非常有规律，平静而快
乐、心宁而富足，还常常以大爱
之心从事义工、捐助等公益活
动。他偶尔也出去会会老同事
老朋友，自然更有众多的弟子
不断地去探望他。

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可
以为别人家的孩子倾情付出，
除了教师！而报答老师，最直
接、最现实、最有效的方式便是
传承！作为高校的教师和管理
人员，我要以杨老师为榜样，教
书育人，薪火相传，认真做好服
务，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做出
更大的贡献。

忆忆杨杨东东清清老老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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