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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磊

文化名人结缘莱阳

二乡师的旧址位于莱阳
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
莱阳剧院附近。1930年，山东省
教育厅决定成立“山东省立第
二乡村师范学校”；1 9 3 4年 2

月，更改校名为“山东省立莱
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据当时
的校长吴伯萧回忆：“‘七七
事变’爆发后，我在莱阳乡师
陪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
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
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跑到
鲁南临沂，没人管。”后来，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学校在枪炮
声中分崩离析，大部分师生无
奈返乡。

二乡师的第一任校长董
凤宸先生出生于1899年，祖籍
阳信县(现属滨州市)，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
后，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学
教员，后赴济南，在省教育厅
任督学，1930年被派往莱阳县，
筹建二乡师。

董凤宸校长在任期间，学
校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他亲
自聘请苏联留学归来的王哲
到校担任教务主任，并兼任农
村经济与教育心理学两门课
程的教员；音乐老师瞿亚先和
美术老师尚魁斋也都是才华
横溢的年轻人，后来在各自领
域开创了一片天地。

1936年，董凤宸调回济南，
继续在省教育厅工作。抗战爆
发后，他南下安徽，在阜阳县
待了七八年，直至因病去世。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董凤
宸进入军界仍不忘教育，办了
一个“鲁干班”，招收了大批流
亡学生，专门向部队输送军政
干部。恶劣环境中，董凤宸的
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亲力亲
为，亲自任教。

董凤宸的三子董曰侗曾
回忆说，1945年，父亲因劳累过
度，肺部与肠胃患上了严重疾
病，当年在安徽阜阳县医院病
逝，年仅46岁。父亲去世后，并
没留下什么财产，董家老小只
好返回济南，挤住在徐家花园
的一处老宅子里。受生活所
迫，少年时的董曰侗摆地摊卖
过父亲的藏书以贴补家用，他
记得藏书中有鲁迅、邹韬奋等
人的著作，都是些思想进步的
作品。

董凤宸的继任者是现代
文学大家吴伯萧，他延续了其
重视教学的优良传统，聘请北
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何其芳
前来担任教员，并邀请老舍
先生前来讲学授课。据说，当
时在山东大学 (青岛 )任教的
老 舍 到 莱 阳 来 颇 费 了 番 工
夫，先坐汽车再坐骡车，路上
折腾了小三天才辗转到达了
目的地。而何其芳则在学校
停课后，选择了远赴延安，后
来，他的诗歌成就闪耀现代
文坛。何其芳离开后，差点有
另一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
诗人前来顶替他的空缺，这便
是臧克家先生。

上世纪80年代，臧克家曾
撰文回忆：“我从临清回到了
故乡。盼望已久的抗日战争已
经成为事实，自己应当怎样投
入这救亡的洪流呢？心里正在

盘算着，吴伯箫同志带领他负
责的莱阳乡村师范全体师生
到了我县，老友相逢，各道别
后情况，他的学校，将迁往临
沂，作暂时之计，坚约我同
往。一、二年前，何其芳同志
离开了莱阳乡师，伯箫曾邀
我 前 去 顶 其 芳 国 文 教师的
缺，‘临中’不放，没能成功。
这次机会正巧，我就随着他
们一道到了临沂。一个县城，
突然浩浩荡荡来了几百人的
队伍，因陋就简，得到安身就
不容易。我只给同学们上过
一两次大课，抽空到城外沂
水河边去蹈了一下。默诵三
千年前曾点言志的那几句动
人的话 :‘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
志愿多超脱，这情景多迷人而
又富于诗意呵！”

老厅长深情忆母校

由于二乡师存在时间相
对较短，1937年即止于战火，距
今已有70多年，因此，想要探
访到当年二乡师的学生实在
是有很大难度的。幸运的是，
4年前，笔者曾机缘巧合，面
对面采访过李济民老人，当
年二乡师五级二班的学生，听
他追忆了自己少年求学的传
奇经历。

李济民生于1920年，老家
在蓬莱田家庄。1934年，年仅14

岁的他来到莱阳，报考二乡
师，没想到面试的时候被老师
看中，顺利入学。尽管时隔多
年，但他仍然记得那一天的情
景，当时老师问他，朱、毛，你

可知道？他想了想回答说，知
道，他们带老百姓打天下的。
老师听了很高兴。

在二乡师读书期间，学校
每个月发给每位学生5块钱，
吃饭和零花都在这里面了。那
时候的生活很艰苦，吃不饱
饭，可以说一穷二白，但学校
还是想方设法改善同学们的
学习环境，实验课上甚至有显
微镜可用。李老回忆说：“那时
候学校还请来了大作家舒舍
予(老舍)，同学们集中到礼堂，
一起聆听他讲课。现在想想，
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当时，二乡师的课程设置
很丰富也非常合理，文、体教
育并重，而且还开设有手工与
实验课。体育课上，男学生练
队列、叠罗汉，锻炼体魄；女学
生们则组成了篮球队、网球
队，英姿飒爽，十分时髦。不仅
体育课上老师安排各类游戏
与活动，课间同学们也常常自
发组织比赛，师生情谊十分融
洽，大家就像是一家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
迫停课，每位同学发给一个
书包，到图书馆，喜欢的书拿
一些，然后就各奔天涯。李济
民先是去了临沂，在第三乡
师短暂落脚，每天都唱《流浪
三部曲》，随后回到老家蓬
莱。1938年春天，李济民当了
兵，第一战在蓬莱城保卫战
中守南门，后来离开家乡，走
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他来
到济南工作生活，曾担任山东
省机械厅厅长。少年时在莱阳
二乡师求学的经历，化为一个
个永不褪色的瞬间，永远铭记
在他的心里。

王学礼

我读初中时正值“文革”，学生们
“停课闹革命”，每天除了写大字报、
游行，就是搞大批判、大串联。至今，
还有人埋怨那个动乱的年代浪费光
阴，我却很幸运遇到了班主任兼语文
课的梁洪明老师。

梁老师，大连人，高挑的身材，长
得眉清目秀，操一口流畅的普通话，
戴高度的近视眼镜，见了学生总是笑
眯眯的，即使讲课脸上也是带着微
笑。他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数学老师，
1958年“整风反右”，被扣上了“右派”
的帽子，下放到我们这个偏僻穷山村
教书。他教过数学，代过物理、化学，
后来他改教语文，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一位教学多面手。同学们都说：

“梁老师，无论讲什么课都有趣，我们
喜欢。”他渊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
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梁老师是“右派”，属批斗之列，
虽然经过了无数次“再教育”，他却没
有半点“悔改”之意。人家说“知识越
多越反动，提倡一张白卷上大学”。他
却经常讲苏秦“悬梁刺股”和匡衡“凿
壁借光”，鼓励学生发奋读书。有一
次，学校召开梁老师的批斗大会，我
和班上几位学习好的同学说：“梁老
师是好人。”另一部分人说：“他敢和
党中央对着干，是现行反革命！”批斗
大会上，两个“红卫兵”把脖子上戴着
大牌子的梁老师押上了台，台下有人
领着喊：“打倒梁XX！”梁老师弯着腰
低着头大呼：“打不倒！”“砸乱梁XX

的狗头！”他高喊：“晚不了！”我站在
台下，那颗受到惊吓的心“嘭嘭”直跳
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就是这样一位痴
心不改的梁老师，给我这匹小野马套
上了笼头，供给我一方净土，安心读
书，实在是机会难得。

我在班级里任班长，学习勤奋，
成绩又好，梁老师对我备加呵护。初
中学习两年，有一年多的时间，无论
是星期天还是学生“停课闹革命”，我
都躲在梁老师的宿舍里复习功课。时
间长了，有的老师和学生认为我们是
亲戚关系，学校“革委员”还专门为这
事追查过梁老师，我至今不知他是怎
么应付过去的。梁老师为了我的学
习，还专门制定了一张课程表贴在宿
舍的墙上，要求我照着去做，他辅导
我数理化的时候，像往常在课堂上讲
课一样，分析得有条不紊，趣味无穷；
历史课，他大多编成“顺口溜”的形
式，我牢记不忘；语文课，无论是高尔
基的《海燕》，还是魏巍的《谁是最可
爱的人》等，他把内容、知识与表情、
动作融合在一起，讲得声情并茂。听
他的课或听他的辅导，我常常有一种
不愿离去的感觉。我一个人在宿舍学
习的时候，梁老师还常回宿舍监督
我，倘若看我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学
习，总是笑眯眯地说：“累了，休息休
息。”倘若看见我在那玩耍，那可了不
得。有一次，有位同学捕知了给我，我
带进宿舍，找了一根线，一头缠住它
的头部，藏在墙壁的一个小洞里，用
手牵住另一头一拉，知了就“哇哇”叫
起来。正玩得起劲，梁老师进来了，从
墙壁洞里掏出知了，往地上一摔，顺
手把我拽过去，轻轻打了顿屁股。那
时我不谙世事，哪里懂得梁老师的良
苦用心呢？1968年教师下放，我们从
此失去了联系，1977年国家恢复高
考，我考上了大学，托大连的同学找
过梁老师却没有信息。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如今，我退
休了，每逢想起为我付出心血的梁老
师，总想见他一面，报答他几十年前
的那份恩情，仍没有如愿。

梁老师，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
想念你，想念你……
地址：海阳市民主小区3号楼305室

梁老师，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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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老老师师们们
牟洪涛

过去，在农村没有幼儿
园，没有学前班，父母也不提
前教识字。上学开始的第一
位 老师就是自 己 的 启 蒙 老
师，我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是
刚刚师范毕业的李白元，一
说 话 就 脸 红 的 她 教 我 们数
数、识字，态度和蔼、细致入
微，教了多少字给我们，不记
得了，但她那真的有点像妈
妈的音容笑貌、和蔼可亲，却
是挥之不去的。

上二年级，又是一位刚刚
师范毕业的林深老师，林老师
可是高大威猛，开始有点怕
他，后来，发现他还挺温和的。
有两件事印象最深：一是，上
二年级开始第一次写作文，就
受到他的表扬，在班上宣读了
我的不到50个字的作文，让我
很激动，大受鼓舞。二是，第一
次在本子上写字(以前全是在
石板上写)，那时没有田字格，
也没有横格本，在自订的本子
上，比着尺子画上横格，再往
上边写字。虽说有格，写出来

的字还是不得要领。一次老师
站在我的座位旁，告诉我，你
写的时候，只要把握住字体的
大小，字的底部贴着下格，不
要离开，不要管上部，就能写
直了。一试，果然如此。从此，
我的写字本上都给打优，老师
还在本子的右下角给我画了
一个可爱的小青蛙，我高兴得
不得了，只可惜，我没有把那
个本子保存下来。

上完小时，遇上一个写
字 特 棒 又 严 厉 的 老师鲁 兴
发，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对
写字的严格要求。这个个子
不高、络腮胡子的老师，黑板
上写字一笔一画，从来不马
虎、不潦草，美观苍劲的粉笔
字 ,让人看了赏心悦目。他对
学生要求严格，作业写字潦
草了，必须返工重做。记得那
时候，考试时间再紧张，我也
是一笔一画地做题，就算是
题做不完，也决不让字迹潦
草，为此经常受到表扬。应该
说，因此把写字的基本功也
打得十分扎实。

初中的语文老师王仞千，

是个很有涵养的人，是我们的
班主任，给我们上了三年语文
课，说话不紧不慢，温和、善
良。那时学校没有读报栏，没
有电视，也没有广播，视野闭
塞。王老师个人订有一份上海

《青年报》，我们都眼馋，幸运
的是，我和刘德军、侯书生三
个同学被允许到他的办公室
看那份《青年报》。

初中的数学老师叫王忠
甫，眼睛高度近视，眼镜片像两
个瓶子底，他从不发脾气，挺讨
人喜欢。记得有一次考试数学，
发下卷子一看，得了100分，再
仔细一看，其中少做了一道题。
因为那时间都是老师把题抄在
黑板上，学生在白纸上做，做上
去的全对了，当中漏掉了一题，
老师没有看出来，所以给打了
满分。后来，我向老师坦白了，
王老师问我丢掉的题会不会
做，我说会做，老师说，那就不
改了，还记100分吧，老师如此
信任，让我很欣慰。

高中教几何的曲声达老
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画线不
用尺，画圆不用规，一手熟练

的画图基本功，他手画的几何
图形，标准、漂亮，令人折服。
受其影响，也曾经苦练不用尺
规画几何图形的基本功，在上
数学课时也能够不用尺规把
几何图形画好，也曾让我的学
生佩服了一把。

教了我三年高中语文的申
宝坤老师，对我有着很深厚的
影响。听申老师的语文课，是种
极好的享受。他踏踏实实地教
给我们知识，同时指导我们把
握灵感，写好作文。老师擅长讲
古典文学，他能流畅地背诵好
多的古文言文和诗词等，他讲
课富有感染力，有时课讲得高
兴和激动时笑声朗朗，我们也
被感染得喜不自禁；有时课讲
到伤感处，他常语塞哽咽，我们
也跟着一起伤感。我们钦佩他
的才学，被深深地潜移默化着。
他喜欢亲自朗读学生写的好作
文，幸运的是我也有几篇作文
被读到，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
明显地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坐在下边听着，心里像灌了蜜
糖水似的，什么时间回想起来
还有甜味……

教师节特别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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