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的曙光中学，支撑了高邮城区的初
高中教育五十余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其
最辉煌的时期，学生竞赛获奖，高考成绩斐
然，那时，城区曾有“金曙光，银红旗，高邮中
学不为奇”之说。

我的母亲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二十年。
1964年夏，母亲从泰兴城西中学调到高邮。
泰兴城西中学是所民办学校，调回高邮也进
了民办学校曙光中学。学校原址的前身是
县人民医院西隔壁的一座古寺庙——乾明
寺。我随母亲回邮，在家门口的新巷口小学
读书。从我家到曙光中学，步行约15分钟，
母亲每天上下班来回步行三趟，早上去，中
午回，下午去，放晚学回，晚饭后去学校办公、
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再回家。

一个晚上，我陪母亲去学校。进了学
校，看到寺庙的大殿高大空旷，高高的殿堂，
成了面对操场的司令台。台上有一张乒乓
球桌，有老师在上面打球。教室、办公室在
殿身周边。

一年后，我进高邮中学读初中。高邮中
学在县府街尽东头，再东便是当时城东公社
的田地了，曙光中学在街尽西头，向西几十
米是运河大堤兼淮扬公路。途中经过两座
古楼塔，一座是青云楼，类似扬州的文昌阁，
很有古意，楼旁是孔庙，青云楼寓意“平步青
云”“飞黄腾达”。孔庙后来改为新生造纸厂，
成了一座生产纸的监狱，监狱周边有数座二
层楼高、四面有枪眼的碉堡。青云楼底层有
门，我们上下学，都直接穿门进出。向西过
中市口不远，是水部楼。大街从东往西，步
行也就十来分钟。每天中午，我到曙光中学
与母亲一起去学校食堂吃中饭。那时起，我
陆续认识、知道了好多老师。

校长是位老革命，姓郑，县政协委员。

那时我祖父是开明绅士，也是政协委员，认
识了郑校长，请他帮忙，使我母亲调回高邮
进了曙光中学。

总务主任姓胡，学生们常喊他胡爹爹，
他很瘦，有严重的哮喘病，常齁喽着嗓子，听
他说话总觉得吃力。我去食堂吃饭，老见到
他，他总是先招呼我，小汪来吃饭啦。那时，
食堂里常贮存着一些锅巴，装在一个大罐
里，有时母亲回家迟，放学后我先去食堂跟
胡主任买二两锅巴，一路抓着吃着走回家，
觉得锅巴很香。忽然有一天，胡主任哮喘发
作，几位老师急忙拿出氧气包让他吸，坐在
包上施力，也未有效，医院虽近在咫尺，却未
及让他恢复顺畅呼吸。

唐老师教物理，通无线电，他为我母亲
装了一台用耳机收听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
一直用这台收音机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的英语讲座。文革后期，唐老师离开了学
校，去县五金公司做了无线电修理技师。

戚老师学的地质专业，常年在大西北工
作，因身体不适、生活不习惯而回高邮，失去
公职进了曙光中学。戚老师父亲有一个画
铺，在北城门口外的街东侧，专画人像，把小
照片放大。我常在这个小店门口一站看半
天。戚老师人很客气，最后也离开学校，去
了一家玻璃厂。

学校里还有好多年轻老师，像曹跃琴老
师，他是老高中生，因家庭出身问题上不了大
学，在曙光中学做了民办教师，文革中受尽折
磨身陷囹圄。文革刚一结束，他重上讲台，爆
发出了满腔的热情，他所教的高中学生，参加
县内外数学竞赛获奖，他也名声大振。

窦履坤老师，曾给我改阅过几篇作文。
那时要从插队知青中推荐学员，参加考试。
母亲要我写几篇作文练笔，拿给窦老师看。

窦老师看得很认真，改得很仔细。虽然最后
我没有被推荐，还是很感谢他。窦老师后来
调到了省教研室，做了中学语文教研员。

卜德源老师教语文。他高中毕业学习
董加耕去当新农民，后来到曙光中学做了老
师。母亲跟我提起他，说卜老师是个好人。
文革中，停课闹革命，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
队伍，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天天学习，卜老师
常坐在我母亲旁边，安慰我母亲，说老印你
没问题，不要怕。我母亲感到了同事的温
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虽没有重视文化
课教学，但教学开始慢慢步入正轨，上初中、
高中不用考试，就近入学，曙光中学民办改
为公办，一批民办教师转为公办，学校扩增
了高中部，从小学调进了好多大专文凭的中
青年教师，一批经过劳动锻炼的新大学生充
实了教师队伍，曙光中学逐步由乾明寺原址
向城外人民路搬迁。人民路上的校址原是
县商干校，只有一排几间教室，拆迁加新建，
当时的在校生都参加了建校劳动。曙光中
学的到来，给古旧的人民路（东大街）增添了
新的活力，与高邮中学、红旗中学（县职业中
学改名，后又更名为第一中学）一起，担起了
高邮城区初、高中教育的三分天下。当时的
学生和家长没有择校意识，哪个学校都好。
改革开放激发了老师们极大的教学热情，老
师们的辛勤付出，成就了曙光中学的鼎盛时
期。

我母亲在曙光中学的二十年，见证了学
校的十年动乱和十年安定兴盛。1977年，我
的父亲也从伯勤中学调来这所学校工作至
退休。

后来曙光中学由于校舍不足，抽调了高
中的部分班和相应老师到高邮中学。随着
教育布局的变化，曙光中学高中部撤销。在
又一段几年的辉煌时光后，终于在2011年
秋，原校址被城北中学迁入，取名为城北中
学，曙光中学的师生分流，曙光中学彻底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曾经的曙光中学
□ 汪泰

周三晚，咱们班级群里火药桶被点燃了，火药味十足。
下班回家，我忙做一会家务——拖地，就把手机放在

一旁充电。不曾想，吃过晚饭，打开手机，班级微信群里
竟然刷屏了——两位家长杠上了，为了孩子在班的小矛
盾，正在激烈地交锋。

当务之急，就是调停。我在群里@两位家长，告诉他
们班级群是发布班级重要信息的平台，今天，我一天都在
班，也没有孩子与我反映什么问题。正好利用这个契机
与所有家长打个招呼，班级群需要的是和谐，孩子之间有
矛盾，请及时与在班老师联系，相信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
关心、爱护每一个孩子。并连发了四个抱拳的表情。

班级群在我发了两个信息后，恢复了平静。我与两
位家长私聊，了解一下情况。两位家长告诉了我，他们在
家了解到的情况，都是源于在食堂就餐，一个女孩子在吃
饭结束后，去倒餐盘里剩余食物残渣，连续两次把餐盘里
的卤汁洒到了另一个男孩子的衣服后面。当时在食堂，
我就及时处理了，并且调整了这两个孩子的就餐位置。
没想到，到了班级，两人位置一前一后，还在因为这件事，
矛盾继续。

今天，也许因为座位有些挤，两个人就暗地里发生了
争执。放学后，矛盾升级到家长在群里火药味十足，这是
我多年工作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好在，家长们还算理性，
在我的沟通下，都不再说什么。

小孩子在一起，真的说不清楚他们每天的小打小闹，
上一秒，势不两立；下一秒，又雨过天晴。课间管理要求，
我与孩子们在班级强调了多次，但是，到目前为止，班级
课间十分钟，还没有达到我心理预期的状态，究其原因，
孩子们缺乏自律性，班级小助手缺乏威信，班级管理缺乏
有效性。我一直强调，每天利用好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
与书为友，走进名著，与经典对话，何乐而不为？可是愿
景与现实之间，一直没有真正的同频共振。这个班级带
了一学期，自己感觉还没走上正轨，家校教育还没真正形
成合力。

班级群里的火药味终于散尽，但是家长们交锋的印
迹犹在。我希望，每个孩子在遇到这些类似的小事情时，
都要懂得宽容。宽容，往往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班级群里的火药味
□ 市第一小学徐加浩

黑与白虽不是最美的颜色，但在融入那片黑白的
世界里，反而孕育出许多色彩缤纷的绮丽来。围棋子
落在棋盘上，表面上看起来是静止的，但由于子与子的
衔接，使得血脉相连，一旦活络起来，却是万马奔腾，一
泻千里。动则有形，静则无形，一步步走下去才会扎实
稳妥。人生亦是如此，动静相宜才能走得踏实。

一路杀伐果断，过关斩将，让我成为同龄小棋手里
的佼佼者。

随着弈技的增加，迎来了我的瓶颈期。围棋四段成
了一个坎，始终止步不前。一次，两次，三次，数次的比赛
让我十分苦恼，每次总差那么一子半目。遗憾、愤怒、不
甘心让我泪流满面。父母心疼地看着我，一步步地给我
分析着，一句句地鼓励着。有时候一件事急于求成，心态
就容易崩溃。初学围棋，最喜欢的是吃掉对方的子，最不
乐意的是自己的子被别人吃掉。可是许多时候，子不被
吃掉，反而会成为累赘。往往要救几颗子，却要花更多子
投入，使得子的运用效能大减，反而损失不少。这里的小
得，却是它处的大失。有时明明可救的子，故意丢给对方
吃，反而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在得与失的境域里，较
量的便是博弈者的气度和境界了。围棋之路是一个长久
而持续的战役，我太想赢了，急躁中没有悟透围棋的真正
精髓。是时候慢下脚步，调整好心态，戒骄戒躁，清空以
前的成绩，以平常心来弈棋，心中毫无压力，自能无牵无
挂，充分发挥自己潜能。我要以空瓶状态轻装上阵。

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在围棋比赛的前一晚失
眠。来到院中，摆好棋盘，皎洁的月光洒满庭院。正如
第一次遇见，我的面前还是最初的黑白两色。我静静
地拾起一粒白子，对着圆月，半眯着眼睛，月光透过白
子散发出一丝丝绿。此刻的我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
直摩挲手中那串岁月浸透的念珠，而那串念珠就是来
自我心湖的一种沉淀的信念。棋子是有限的，共有三
百六十颗，可是古今中外，从无一盘棋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有限的棋子，创造出无限的变化。人的生命有
限，却能借着前人后人的经验智慧，无限地传递下去。
行棋运子实，重视有限；行棋运子虚，重视无限；以有限
为根，以无限为枝叶，自然能生出一片天地来。

那一晚，我悟了。
那次比赛，我沉着冷静，像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

稳坐军帐，在运筹帷幄之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次年，我以五连胜的好成绩荣升五段。至此，六年

围棋学习生涯告一段落。
指导老师 朱瑾

围棋之悟
□ 市汪曾祺学校八（9）班管俊祺

“卖——豆腐花——嘞——”楼下又传
来了老人悠长的叫卖声。

自我记事起，卖豆腐花的这位老人便
日复一日地骑着三轮车，绕着主城区这一
片一路叫卖。那时的我四岁，特别喜欢吃
豆腐花。每每听到这熟悉的吆喝声，奶奶
便会牵着我的手下楼去买上一小碗。热乎
乎的嫩豆腐，加入盐和味精，配上一些虾米
和榨菜，撒一勺花生碎，放几粒葱花，再淋
上几滴麻油，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豆腐花便
做好了。用汤勺轻轻地搅一下，舀一勺，白
嫩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吃得我口齿生香，
味有余美。我一边吃一边笑，觉得是这世
界上最幸福的小孩。

后来因为爸爸工作的原因，我们全家搬

到了常州。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环境，不
一样的人，一种陌生的恐惧感袭上我的心头，
于是小时候豆腐花的叫卖声和香味便时常
在梦中出现。在常州生活了十年，又因为我
升学的原因，我们重新回到了高邮。

十年的时间，高邮变了许多，但幸好，
豆腐花的吆喝声还在。我思念了十年的味
道，终于又尝到了。只是这次，是我牵着奶
奶的手下楼买了。兴冲冲地走下楼，卖豆
腐花的人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认出了奶奶，再看看我，笑成了一朵花，
岁月变迁的痕迹可以在脸上一条一条地数
出来。他对我说：“大乖乖，你们一家回来
啦？都这么大了！今天我请你们吃豆腐
花！”老爷爷的声音既熟悉又陌生，不再像
十前年那样清脆，更多了几分沧桑。豆腐
花依然是从前的那个味，却又似乎多了些
什么味道。热腾腾，暖洋洋，吃得人眼眶发
热。哦，原来那是乡愁的味道！

简单拉了几句家常，老爷爷又继续走
街串巷了。我站在原地，望着老人的身影
渐行渐远，声音渐行渐小。那距离很远，远
到十年都没回过家乡；那距离又很近，近到
一碗豆腐花便可读懂岁月。

指导老师苏琳

一碗乡愁
□ 市汪曾祺学校八（11）班杨馨蕾

奶奶将一朵野花别在我的发梢，笑眯眯地对
我说，你是我最美的不完美小孩。

四岁，我摔坏了家中唯一的保温杯；五岁，我学
不会《字母表》；六岁，我考砸了数学计算卷。奶奶从
不责骂，而是把哭哭啼啼的我搂进怀里，摘一朵盛放
的野花别在我的发稍，很认真地说，你已经很棒了。

七岁，小学一年级入学仪式表演舞蹈时，肢体
极度不协调的我饱受折磨。被老师多次点名批评
后，我成了不合群的丑小鸭。表演过程中，我独自
一人突兀地站在舞台边，无助地抓着衣角。奶奶远
远地望着我，在演出结束后带着我买了一根棒棒
糖，冲我竖起大拇指，“你做得很棒！”我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我的孙女没有逃避困难，竭尽全力的
过程已让人为之动容！”奶奶接着说。正是从那一
刻起，我相信了自己。以后每次面对困难时，有了
坚定的信念和小小的确幸。

我很幸运，奶奶的鼓励为我撑起了沿途休憩
的港湾，教会我抵挡未知的风浪，而奶奶别在我发
稍上的花，则寄予了她对我如野花般顽强盛开、不
畏艰难的期望。

“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我不完美的勇
气，你说更勇敢；我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这
不完美的我，你总当做宝贝……”听着这一首《不
完美小孩》，我正在向未知的未来探索，正在努力
接纳并改变自我，我要成为最美的不完美小孩。

微风拂面，送来野花清爽的芬芳和奶奶的爱意。
指导老师袁志中

一缕芬芳
□ 市南海中学八（11）班陈彦竹

人生为了梦想而生存，人生有了
梦想才多姿多彩。童年因为梦想成
为一条鱼，我学会了游泳。梦想是鱼
儿游动的水，是嫩芽成长的养料，是
声音传播的介质。

梦想有时又是那么的虚幻，所有
不切实际的梦想都是妄想；所有不付
出艰辛劳动、守株待兔的梦想都是空
想。因而要实现梦想，就必须根据现
实各方面的条件确定自己的奋斗目
标，然后为之努力，为之拼搏。人生
没有目标，犹如船儿没有了舵，鸟儿
没有了翅膀一样。

学习仿佛在海里行舟，首先要给

自己确定一个目的地，然后自己掌好
舵，凭借自身娴熟的技艺和坚定的信
念向目的地前进。途中无论是遇到
暴风骤雨，还是急流险滩，都要从容
冷静面对，努力克服困难。

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更需要梦想
的陪伴，需要梦想带来的动力。梦想也
需要我们从小开始放飞，需要我们用心
去呵护。 指导老师胡建新

放飞梦想
□ 市外国语学校 王云

我喜欢的植物是什么样子？你
们一定猜不出来。

今天，我隆重地把它介绍给你
们，它就是“一帆风顺”。

从远处看，“一帆风顺”像一顶绿
色的帽子。到近处看，雪白的花特别
有趣，花瓣像一条白色的小船，里面
花蕊的颜色是黄色加了一点白色，花
蕊的形状也很有趣，像一个迷你的狼
牙棒。叶子也大小不一，最大的有我
的手掌那么大，最小的只有一块橡皮
大。叶子的中间宽，两边细，尾部有
点弯，而且尖尖的角还有点扎人呢。

“一帆风顺”的杆又细又长，像一根细
长的吸管，给花和叶子输送养分。它
的根细细的，密密麻麻的，从远处看，

像老爷爷的胡子，从近处看，像细细
的面条。

“一帆风顺”不仅长得惹人喜爱，
作用也很大。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
和湿度，有效净化空气中的挥发性有
机物，如酒精、甲苯、臭氧等，所以能
让空气保持清新。

这就是我喜欢的植物——“一帆
风顺”，你们喜欢它吗？

指导老师 赵科

我喜欢的植物
□ 市实验小学城南校区三（3）班

余锦程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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