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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想 一种生活

姜大师
!

吴忠

姜老师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教

学生素描和水彩。可能是同事都觉得他

画画得好，加上不苟言笑，天生就有“大

师”的范，因此大家都叫他“姜大师”。我

们叫，他答应，也不稍微谦虚一下。

常常会有同事请他画一张，“哎，姜大师，给我

画一张像吧，把我画得酷一点。”他嘴上并没答应，

但第二天，必定会把画好的像摆在那位的面前。你

别说，他的人物素描除了画得像，而且感觉还给人

物附了魂。有的人本来就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请

他画的，拿到画，虽然嘴上不停地赞美加谢谢，但

这边人才走，那边就随手把画丢在了一边。有时候

会被姜大师拾到，他“没心没肺”地又送到那位手

上，叮嘱人家别把画再弄丢了，这可是熬夜画的

呢。有时也会有他的学生请他画像，他也不拒绝，

认真地画。

甚至还有走上社会的学生请他画。有个已经

毕业多年的学生，现在已经是个体老板，当年做学

生的时候家里很穷，受到姜大师不少资助，他想回

报一下，知道姜大师不会接受他的回报，便请姜大

师为他办公室画幅画，装饰一下。姜大师画好了，

老板要封五千元酬金给他，姜大师坚决不收。老板

只好请他吃饭答谢，他爽快地去了。我理解，他这

是不愿意让这个学生觉得欠他一份情。

姜大师一直任美术班班主任，他带的班用校

领导的话说就是“班风正，学风浓”。学美术的学生

大多文化课成绩差，这样的学生一般来说会比较

有“个性”。按常理，要带这样的班，没有点“虎”劲

是hold不住的。姜老师声音天然柔和，“狠”不起

来。每接手一个新班，他都是不先讲话，当场画一

幅素描或一幅水彩给学生看，画画得栩

栩如生，学生一下子就被“镇”住了。这

就像很多影视枪战片里常见到的黑社

会老大，镇住手下弟兄的方法就是当场

“露一手”，“露一手”比说一万句都顶

用。这种方法有效，但其实对于没有“长性”的学生

来讲只能是一时管用，他的班能“长治久安”，说明

还有其它手段。问他，他不说，问急了，才说，什么

手段不手段的，在学生面前，不要把自己当作老师

就行了。

他的学生确实也没把他当老师，都称呼他“老

班”，或直接叫“老大”。虽然姜大师的脸老板着，却

常常见到学生围在他身边有说有笑，有一种“粘”

他的感觉。很奇怪，有的老师总是微笑着，学生却

离他远远的。老师是不是真的爱学生，学生内心其

实都能感受得到的。

姜大师没什么业余爱好，就喜欢看书。他办公

桌上常见的几本又大又厚的美术专著，里面有他

留下的密密麻麻的笔迹，在这人心浮躁的时代，他

却能静下心来啃这样的大部头书，没有足够的定

力真的不容易做到。也许他书看得太多了，让人感

觉到他对现实社会反应迟钝，喜怒都不形于色。比

如他不会迎合别人，对别人的褒贬表现得很淡然。

再比如他对单位的评优评先从来不争，把名利看

得很淡，等等。作为好友的我，劝他读书不要读傻

了，生活在现实中，应该“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否则就要处处吃亏，还会让人觉得愚。他问我，让

别人觉得处处很精明，对自己究竟又有什么好处？

我答不出来。他的这句问话，我觉得还真具有大师

级水平。

连心桥，幸福路
!

夏 涛

我出生和成长在高邮

东北乡横泾镇的乡下，一个

叫沿荡的自然村庄，离小镇

还有十五里远。小村庄像个

岛，四面环水，三面是草荡，

环村河宽宽窄窄，终年碧水荡漾。草荡一望无

边，一年四季交替展现季节的风景，是个风景

独好的水乡腹地，水道四通八达，河道成网，

纵横交错，往日村民出行大多用船，所以多少

年来，村里人对能修条通畅路和架座宽大桥，

连接外面的世界和现代文明，总是带着不尽

期盼和神往。

村里人把铺路架桥这种公益之举，看成

修行积德之善举，从心头敬奉着，这炷心香一

直点燃着，星火不熄。一茬茬村干部们都高调

唱喊过，要举全村之力架桥铺路。可一个偏远

的纯农业种植的村子，一直没有能力完成这

件壮举，成了村里人的一个梦。

记得我到扬州读财校的那年秋天，下了

连绵的秋雨，父亲挑着我的一担行李送我，送

到镇上乘刚开通不久的汽车赶到高邮，还要

转车到扬州。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走过村口

吱吱作响、摇摇晃晃的小木桥，踩着一路泥

泞，跋涉十五里烂泥路，沾在脚底的黑粘土，

像在脚上绑了块大砖头，摔也摔不脱，走得腿

酸脚痛。父亲很坚决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

学习，争取分在城里工作，不要再回到这个乡

下来吃苦受罪，连走个路、过个桥都这么难。

我毕业后，被分配在乡镇财政所工作，很

少回老家去。除路上小桥多，路面高低不平，

骑自行车颠簸难行，更怕路上遭遇下

雨，自行车就要骑人。

近些年，中央政策不断关注三农，

通达工程的实施，铺成的水泥路面的

通村大道，直通我们村子东边。随着国

家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新建成的等

级公路安大公路经过我们村西。能够

联通起两条平行大道，好让

汽车开到村头来，一下子成

了村里人近在眼前的迫切

希望。

三年前，村民们积极开

展“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并通过申报，争取

到了第一批财政奖补，迅速地铺成了一条长

达两公里的南北向的水泥路，把铺到村东的

通村公路，接通上村西的安大公路，让公路这

根长青藤终于延伸到我老家的村口。

交通便捷了，以往出行不便的乡姑村妇

们，也被招到镇上工厂里做工，每天早晨和傍

晚的乡村道路上，骑电瓶车和自行车的男男

女女成群成阵，南来北往，一路欢声笑语。他

们可以平时做工，农忙种地，极大地提高了农

村劳动力的价值。

今年开春，老家来人找我，要我们在外面

有正式工作的和做生意当老板的再出点资，

捐点款，说还要争取今年的“农桥建设”政策

扶持，再把村口的老桥修一修，好让汽车直接

开进村子里。我欣喜感到老家人过上如今的

好日子，追求幸福的欲望仍然很高。

秋收秋种刚结束，村口大桥也建成了，市

送文化下乡演出队送戏到我们老家沿荡村，

我也颇有兴致地赶回去看戏，感受一下乡亲

们的喜庆氛围，也看望看望还在老家靠承包

土地流转收入，并享受着新农村养老保险而

颐养天年的父母。

走进村头，就闻锣鼓喧天，新建成的村中

心广场上，搭了个简易戏台，台下围拥着一圈

圈村民，我看到一张张熟识的面孔，都洋溢着

笑意。看着戏台上的演员们说唱搞笑、载歌载

舞，想不到被说成“龟不生蛋之地”的老家，竟

然破天荒地迎来了市里的戏班子，想来多亏

是路通桥连了，偏远小村终于与外面的文明

有了直接沟通和联系。

忠犬殉主的故事
!

朱玲

一天半夜，正在熟睡的我被一

阵剧烈的撞门声和狗的狂吠声吵

醒。睡眼惺忪的我披衣下床，打开

门。一只棕黄色的大狗咬着我的裤

管向外拖，这是邻居刘奶奶家的狗

大黄。刘奶奶孀居多年，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

上海，接她去他们那儿住，刘奶奶不肯，坚持要一人独

居。

随着大黄的引领，我来到刘奶奶家里。躺在床上

的刘奶奶脸色紫黑，头歪在一边，奄奄一息。我吓坏

了，立即叫来老公，呼打120，救护车很快赶到，但是

医生称是脑溢血，回天无术。后来我打电话通知刘奶

奶的两个儿子，前来料理丧事。大家的心思都在丧事

上，没人注意到大黄。刘奶奶的儿子走之前，说是将大

黄扔到乡下，由它自生自灭去吧。

可是那天晚上下班，我看到刘奶奶紧锁的家门前

趴着大黄，我蹲下细瞧，大黄瘦多了。我不知道这么长

的路程，大黄是如何认得路又如何跑来的？它该饿了

吧？我从家里找来一些食物放在它面前。

第二天，我发现食物一点没动。我以为食物不可

口，就到宠物店买了专门的狗粮。但是大黄依然一口

没动。我走近大黄，抚摸它有些干枯的毛皮，我发现有

泪溢出了它的眼眶。它是在悼念它的故主啊，我的心

颤抖了，为一只狗的忠诚。

一连几天它就那样白天在外流浪，夜晚趴在门

口。过了七八天，我看见那碗里的狗粮没了，心中一

喜。大黄用软软的身体摩挲着我的腿，很是依恋，我把

它带回家，我这个从来不正眼看狗的人对大黄却有了

切肤的挂念。

此后，我上班它就出去流浪，下班它就摇着尾巴

跟着我回家。大黄很爱干净，大小便都是到卫生间。渐

渐地，我发现大黄身体发福了，我以为这是我饲养的

功劳，很是沾沾自喜。

有一天下班，我看见大黄一瘸一拐地跟着我，嘴

里还流着血，血滴了一路，它的腹部有一个钢圈紧紧

地卡着，勒得血迹斑斑。我猜测，可

能有人把它当作流浪狗，想套去换

钱。不知道大黄是怎样逃脱虎口

的，那个时候它的小脑袋竟然超过

了一个猎手的智商。我心疼地抱着

它，试图解开那钢圈。大黄似触电般地拼命挣脱，可能

是打惊了。老公说，到兽医站打点麻药，再慢慢解开。

我听了言之有理，就去了兽医站。兽医手一摸说，

这只狗快要临盆了。我大惊失色，医生打了麻药，用老

虎钳仔细扳断钢圈，钢圈深深地嵌进肉里，大黄的腹

部血肉模糊，我和医生双手沾满了大黄的鲜血，医生

在伤口上涂上药粉。

我回家买来骨头给大黄滋补身体。三天后，大黄

趴在床肚下，辗转反侧，痛苦呻吟，不一会儿，一只只

小狗就下来了，一连生了九只，我发现大黄刚有点愈

合的伤口也被产痛挣裂开，洇出缕缕血丝。可怜的大

黄啊。

我看大黄独自哺乳九只小狗，很是吃力，就和老

公商量，把九只小狗送人。大黄像听懂我的话似的，时

时刻刻警惕地看着我。终于趁大黄吃食时，我瞅准一

个空档，将九只小狗装在早就准备好的纸箱内送到二

桥一个熟识的理发店的老板，托他送人。

没有了小狗的大黄，神色戚然，泪水盈眶，我心中

实在不忍，抱着大黄去那家理发店探望它的孩子。

大黄与它的孩子搂作一团，喔喔地欢呼，我的眼

眶有点湿润。短暂的团聚后，大黄咬着我的裤管示意

离开，我千叮咛万嘱咐，要理发店老板务必找几个妥

当的人家领养。

大黄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没有看到大黄，一连

很多天。一天早上，我去买早点，发现刘奶奶家的门口

卧着大黄，我见神色不对，一摸鼻息，已经香消玉殒

了。

所谓的进食发福，原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我被这种发自灵性的最纯粹最原始的真情震撼

了。

又见帆影
!

后金山

是一张老照片

浮出记忆的水面

将青春复制在眼前

是一只黑蜻蜓

误把浩淼的湖水

当成晴朗的蓝天

是一柄沉睡的犁

被春天唤醒

追寻昨夜的梦

耕翻在这天水之间

都不是，它就是一叶帆

是这片湖水养育的美女子

一晃走失许多年

在这清晨，你回来了

这么多年，你去了哪里

是重回唐诗宋词闭门谢客

留一湖空白等我来填

还是深居仙城

绣二分明月在湖

任由期盼在水中沉浮

笑看月影瘦了容颜

多少年才积攒一次回眸

你终于选择在今天

在水上重燃青春的火焰

我就站在岸边看你

你时而风韵优雅

时而任性回旋

玩转春风几缕

放逐苍浪之巅

又见帆影，热泪涟涟

这一湖苍白从此风光无限

恳请你不要再走远

没有帆的湖就没有灵魂

没有湖的帆就没有生命

夜游穿心河（外一首）
!

王三宝

改造后的穿心河美人一般

枕着运河的涛声睡着了

珠湖帆影从梦中飘向历史深处

“老虎灶”煮沸生活激情

铁匠铺单调的“叮叮当当”

把历史锤炼得有声有色

算盘珠忽上忽下

老掌柜娴熟拨弄穿心河的前世今生

帆影消失在梦境里

历史华丽转身

穿心河市民情人

花草亭桥氤氲生活情调

虫鸣闪亮成小秦淮河的迷彩

一弯石桥

上弦月 下弦月

情人芳唇一张一翕

轻吻穿心河恬静的夜色

栖居城里的乡下麻雀

黄昏，赶趟儿

一身泥土馨香

栖居城市热闹街市

叽叽喳喳，喋喋不休的俚语

反反复复诉说

乡里乡亲，曲曲直直的故事

故事让劳碌一日的城市兴奋不已

麻雀，城市鼾声中沉沉睡去

霓虹，给它的梦嵌一层金边

另一个世界

城市搂住乡村的腰

乡村搭着城市的肩

彼此融进彼此的血液与心脏

那些静寂、喧嚣

轻松、压抑，甜蜜、酸楚

梦境里飘来飘去

直至穿越梦的边缘

才睁开眼，急急忙忙把黎明叫醒

读书声，声声入耳
!

施宏俊

“在茫茫的大海上，狂风

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

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傲地飞翔……”早晨八点，市

委党校传来朗朗的读书声。随

着内容情节的变化，时而低沉，时而抑扬，时而满含激

情，声声入耳。

这是一期培训班，每天早晨，学员们都会准时来

到教室，在领头学员的带领下，集体认真读着选读的

文章。有高尔基的《海燕》，有朱自清的《背影》，有茅盾

的《白杨礼赞》，有冯骥才的《国家荣誉感》。每天早晨

都会用心地朗读着不同的文章。

我已经工作了十多年，骤然听到这朗朗的读书

声，而且自己也捧起教材，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朗读

着文章，那种久违的熟悉感油然而生，仿佛又回到了

那青涩的岁月，回到了求学年代。每天晨读一遍又一

遍地朗读课文，汲取着书本知识的精华，求知的渴望

伴随着少年和青春的美好时光，印在永恒的岁月记忆

中。想着曾经一样捧着书本读书，想着今天又重温那

值得回味的教室、课桌、朗读

声，心情不由得澎湃激动。

读书，不仅是一种好的行

为，更是一种好的习惯。一篇

好的文章，不仅仅是看就能体

现出这篇文章的价值。用自己也许并不清脆的嗓音，

随着文章情节的跌宕起伏，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感受

文章的精粹，读出文章的内涵，领悟文章的灵魂。这一

篇文章，会在读书声中渐渐地、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

海中。

感谢今天能够又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坐

在市委党校宽敞的教室里重温这些曾经十分熟悉的

文章。海燕那种对黑暗不屈的挣扎，倔强的斗争，勇敢

地经历暴风雨追求光明的精神；白杨树守卫生我养我

的土地，紧靠团结，共同抵御外敌；《国家荣誉感》让我

们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崇高的精神情感……朗读着这

些文章，使我再一次感动在了文章的内容里，再一次

懂得了爱国、爱家，懂得了如何做事、做人，更坚定了

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