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故高邮师范封提村校长，江苏泰兴
人。他一米六左右，敦厚结实的身材，满头短
短的银发，厚厚的嘴唇，戴着一副深度近视
眼镜，平时喜欢穿一双黑色圆口布鞋。他
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师长，一位慈祥的老者。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大部分学
生的情况了如指掌。1957年秋天的一个
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捧着碗筷回宿舍
去，在那郁郁葱葱的高大的银杏树下，遇
到了封校长。他微笑着向我招了招手，
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他用带着浓重
卷舌音的泰兴腔说：“娃儿，你叫夏志强，是
中师一（1）班的，兴化县周庄镇人。”我点点
头，他接着又说：“你三哥叫夏志明，五哥叫
夏志庆，对吗？你看，你弟兄三个我都教
过。”他厚厚的嘴唇微微颤动着，显得很激
动。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他教过我五哥这
是肯定的，因为五哥是高邮初级师范1954
届首批毕业生，怎么又教过我三哥呢？后来
回家询问三哥，原来三哥解放前在泰州中学
读初中时，封校长曾做过他班主任，教过他
语文。1951年春天，三哥送五哥来报考高
邮初级师范春季班时，刚好是封校长接待
的他们。这也许就是缘分吧。

封校长经常到教室、食堂、宿舍和琴
房去看望学生，和学生亲切交谈，了解情
况，接收反映，并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思
想教育。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同宿舍
的三个男同学在琴房里练琴，一片呜啦呜
啦的嘈杂琴声。弹着弹着，我似乎感觉到
有个人站在背后，一回头，原来是封校长。
我赶忙站了起来，喊了声“封校长好”，这一
喊，其他三个同学也都站了起来。他微笑
着问：“星期天下午，怎么不上街或到公园
去玩玩？”有个同学说，风琴的指法很难练，
左右手老是配合不好，学校里又人多琴少，
平时只能按分配的时间轮流来练，时间不

够用，星期天城里的同学回家了，有的同学
又出去玩了，我们就抓紧机会来突击练
琴。封校长听了，连声说：“好，好，好！”接
着又语重心长地说：“风琴指法愈是难练，
愈要下功夫练，总会练好的。学校开设的
各门功课，你们都要努力学好，将来才能
做个称职的教师。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
你毕业后被分配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单班
小学，到那时是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
几个年级都要你一个人教，你怎么办呢？
只有现在下苦功夫，打好各方面的基础才
行啊！”说得我们连连点头。现在我回想
起在第一小学工作41年，几乎教过各个
年级，教过各门功课，从普通教师走上领
导岗位，基本上能胜任、称职，应该感谢当
年封校长在琴房里的那一番谆谆教导呀。

我上邮师二年级时，封校长调任高邮县
文教局副局长，分管全县中小学教育工作。

1960年7月，我从高邮师范毕业后，
分配在高邮师范附属小学（现第一小学）
工作，也有幸成为封局长的下属。当时县
文教局设在百岁巷内，封局长经常步行到
师范附小来检查指导工作，看望师生。

一天上午，第二节课下，我刚上完语
文课走进办公室，看见封局长正低着头
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翻阅学生作文本。
我走过去，轻轻地喊了一声“封局长好”，
他抬起头，习惯性地用手推了推眼镜，低
声说：“我抽看了6本作文本，改得还认
真，评语也写得有针对性，就是有些字写
得潦草了。”他顿了顿，又说：“教师无论
在黑板上还是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写字，

都是给学生看的，一定要规范工整，一丝
不苟。要让学生看得清楚，看得懂，才能
收到预期的效果，才能起到示范作用。”

封局长离开时，出于对他的敬重和
礼貌，我跟在邹瑛校长后面，把他送到学
校南大门口，目送他离去。谁知，他走了
十多步，突然回过头来，向我招招手，我急
忙小跑过去。他拉着我的手臂，神情很郑
重地问：“娃儿，你老实告诉我，到了月底，
你身上还有钱和粮票吗？”我一愣，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钱还有一些，粮票没有了。”
他摇了摇我的手臂，和蔼地说：“现在，是
国家困难时期，你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才
29元钱，24斤粮票，一定要计划着用。到
了月底，身上哪怕是剩下来一分钱、一两
粮票都是好的。千万不要寅吃卯粮啊！”
说完，他转过身急匆匆地走了。目送他离
去的背影，我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双
眼。刚才的一番话，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领导对年轻下属的关心爱护，又是一位慈
祥可亲的长辈对晚辈的叮咛嘱咐，叫人难
以忘怀，铭记终生。邹瑛校长有些不放
心，站在校门口等我，我把刚才谈话的内
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听了笑着说：

“这个老局长啊，还把你当孩子看呢。”
封提村校长，是高邮初级师范、高邮

师范的主要创办人和领导人，培养的数
千名学生遍布江苏的大江南北、运河东
西、城市乡村。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忠
于职守。他爱生如子，和学生日常谈话
时，一律称呼为“娃儿”，一句话就缩短了
师生间的距离，让学生感到亲切而又温
馨。学生们都很敬重他、爱戴他。

花开花谢，春去秋来。封提村校长
辞世已经快60年了。每当想起或和老同
学谈论起他老人家时，他的音容笑貌仍
历历在目，他的亲切教诲犹声声在耳。

忆封提村校长
□ 夏志强

今年教三年级语文曾几的《三衢道
中》一诗时，有学生问了一个问题：为什
么“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而不是七八声？

我有点意外，这涉及平仄韵律，与三
年级学生讲为时过早，怎么办？

“你们把七八声、三两声、五六声，代
入到诗中读一读，看看哪个顺口？”我说
道，“然后想一想当时作者心情怎样？由
什么转化为什么？”

学生们大声朗读诗句，进行转化，寻
找感觉，进行比对。

“好，我们来交流一下，你有什么发
现？”我说道。

“老师，我发现还是四五声好，读起
来顺口。”一生说道。

“四五声，不多不少，适宜当时作者
的心情……”一生道。

“什么心情？”我随即问道。
“当时作者沿着水道行走，未闻鸟鸣

声，这时有鸟鸣声，作者一阵惊喜……”
一生说道。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道：“有人还质
疑：春江水暖鸭先知，为什么是鸭而不是

鹅或者鱼？你们能找到答案吗？”
这首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也是三

年级刚学的。
学生们再次读诗……

“老师，我发现了，画上画的就是鸭
子……”一生高兴地说道。

“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这是题
画诗。”我说道，“其实抬一下杠，有时会有
新的发现，老师给你们讲个听课故事。”

十几年前我去东南大学学习，听窦
桂梅老师教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突然
有学生问老师，“一枝红杏出墙来，就一
枝吗？是不是少了点？”

课堂顿时安静下来，我们也在下面
琢磨……

我在想：满园春色正好对应一枝红
杏，整体对个别……

窦老师也在想，但是她很聪明，没有
直接回答，而是问学生：“你们能回答这
个问题吗？”

教室里仍是一片安静……
“可以请教周围听课的老师。”窦老

师说道。
正当孩子们下位的时候，有位同学

举手。窦老师连忙递上话筒。
“我想，应该是：应该是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生用一种
不敢确定的语气说道。

我们一千多位听课老师同时鼓起了
掌，掌声经久不息。

“你是怎么知道的？”窦老师也来了
兴致。

“我爷爷让我背《道德经》，刚才突然
想起这句……”小男孩笑着说。

——“故事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想
法？”我笑着说。

“老师，我们以后也要多背书……”
“老师，古人写诗是有讲究的……”
“老师，以后我们读古诗也要学会思

考……”
我知道这节语文课没有达成预期的

目标，但我播下了一颗颗种子……
期待今后的教学，让这些种子生根、

发芽……

教古诗遇上“杠精”
□ 市实验小学南校区赵科

有一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我们在花园里找春天。

瞧！大树的枝条被风吹得摇
摇摆摆，那是春天快乐的舞蹈
吧？

听！杜鹃鸟“布谷布谷”地叫
着，那是春天动听的歌声吧？

哇！小草从地里偷偷地探出
脑袋，那是春天可爱的眉毛吧？

咦？天空什么时候飘起了蒙

蒙细雨，那是春天玩累后渗出的汗
珠吧？

哦！原来，春天就在我们身边
啊！

指导老师苏培培

找春天
□ 市第一小学二（8）班倪承溢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撕开云雾，你就是光。
与您相遇在那个燥热的夏天，教室窗外枝丫疯长，却总也

挡不住烈日，蝉鸣四起，人声鼎沸。教室内家长学生进进出
出，我选了个位置坐下，空调正对着我吹气，后颈湿湿的，汗也
凉了下来。待一切处理完，您缓缓走到讲台前。看着我们这
群懵懂的、刚从小学来的孩子，您双手环抱，故作威严地说：“这
一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介绍一下，我姓邹，你们可以叫我邹
老师。”我端正坐着，并不知道这一年在我人生中起了多大波
澜。见我们乖巧纯真，您的眉心稍稍舒展，“所有人在我心中
都是一张白纸，希望你们可以自己画上一道道彩虹。”您的眼
神扫过四周，“而不是一团糟。”这补充的一句，倒有点像是初中
班主任的风格了。不过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您柔软内心的
伪装。

您在课堂上总是严肃的，眼镜随着教室里明亮的灯时不
时闪过一阵白光。您像一位安静的学者，耐心传授知识。一
晃眼，笔记已经写满了一整个黑板，您又踮起脚把其余要点写
在黑板的边边角角，问我们记完了哪一条，可以擦掉了没？

有时考完试，班级成绩不理想，还总有顽皮学生捣乱，偏偏
他就是错得最离谱的那一个。于是您生气了，他却丝毫不在意，
您只好拿来戒尺轻轻在他手心拍一下，他安分多了。到了下课，
我听到他和一帮好兄弟吹牛，“根本不疼，跟挠痒痒似的。”

七年级下学期，我家发生了一场变故，一切来得那么突
然，让我措手不及。因为种种原因，爸妈离开了我的生活一段
时间，由外婆来照顾我，而她不会骑车，家里也没自行车，只好
陪我走路上学。春寒料峭，露珠凝在新冒出的青草上，呼吸间
有一团团牛奶似的白雾，我似乎快要习惯这样的日子。一天
晚自习下，您忽然叫住我，把我拉到教室后面您的办公桌前，

“你平时都怎么来上学呀？”您摸摸我的手，眼里满是关切。我
瞪大眼睛，连眨几下：“啊？”“你妈妈都告诉我了。我和她说，我
来送你上学，她让我问问你哦。”您的笑容足以化开早春池塘
的薄冰，“反正我俩住得近嘛，我还去你家家访过的。”这半年多
相处，虽然知道了您的温柔，但老师的接送，确实是头一回享
受，于是带了几分茫然地说：“我不知道啊……”您拍拍我的后
背，笑着说：“好了，我很愿意当你专属司机的！”我笑着点点头。

一年时光是那么短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临别之
日，您送了全班每人一张您拍的照片，那是独属于我们自己
的照片，曾经存在您的手机相册，现在被洗了出来。这些照
片大多是同学在晚自习时低头写作业的情景，而我的与众不
同，是早读时站着读书的模样，晨曦在我身旁，衬得我像在发
光。 指导老师赵静

暖阳
□ 市汪曾祺学校九（5）班王婧

目光渐渐地从夜空中收回，落到了面前黑白交织的键盘
上。窗外的景色美得像梵·高的《星月夜》，而我却无心欣赏
——我不曾如此愧疚，只是因为那不该失去的在意。

“弹弹琴吧，你已经好久没弹了……”妈妈路过我房间时，
对我说。“你是不是看我很闲啊！”我生气地从资料中抬起头，
回答道。话音刚落，一股酸涩之情便从我的心中涌出：自从我
上了初中，那黑与白缤纷的键盘，那连与分错落的乐谱，已逐
渐从我的生活中淡出。一本本教辅资料取代了它们的地位，
一支支写空的笔芯充斥着我的每一小时。我从未在意父母对
我说过的话，从未在意我已渐渐疏远了钢琴。

不知不觉，那乌黑锃亮的琴盖落满了灰尘，被翻得卷了边
边角角的乐谱也被堆进了书房。我不在意爸爸妈妈的话语，
而他们也不再在意我的无动于衷。

一切看似那么平平无奇，直到……
深夜，我正伏案做题，突然，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下

子睁大了——耳畔响起了断断续续的钢琴声。这都几点了，还
有人弹琴？我愠怒地打开窗户，望向外面。对面楼一片黑暗，只
有七层的一盏灯还亮着。我揉揉眼睛，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小
孩，大概十一二岁，在困难地弹奏一首曲子。我几乎可以想到他
的模样：涨得通红的脸，在键盘上总是不听使唤的手，“嘎达嘎
达”踩着踏板的脚，和迷乱困惑又十分疲倦的双眼。

轻柔的夜风吹拂在我的脸上，一点一点地带走了心中的
不快。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画面在我的脑海呈现：一样的少年，
一样的琴声，一样的灯光……我还能记起自己也曾是黑白键
上的舞者，还能记起自己的双手挥舞在黑白梦幻中的时光，只
不过，现实的逆流冲淡了那股本就十分淡雅的味道。

周六晚上，写了一会儿作业后，我放下了笔，坐到了钢琴
前。当我打开琴盖的时候，有些吃惊，它的分量似乎比以前更
加沉重。手放在键盘上，却不知道要弹什么好，只是不停地在
摸索，不停地在游离。那不知所措的感觉令我回忆起了初学
时的紧张与不自然。

按下第一个音，我的心像是有一秒停止了跳动，接着，我
按下了第二个音……

记得三毛曾在《温柔的夜》中写道：“人应当是在不断获得
和遗失中度过的，有些人获得了太多，却不想遗失，有些人遗
失了太多，便磨灭了获得的斗志。”在我看来，这句话是片面
的，可……又是极好而又极真实的。

望向夜空，再望向眼前，或许，我不该失去的是对生活的
在意，是对自己信仰的在意。 指导老师崔雯

不该失去的在意
□ 市汪曾祺学校九（1）班 穆许凡

盈盈月光，我掬一捧最清的；落落余晖，我
拥一缕最暖的；灼灼红叶，我拍一片最热的；萋
萋芳华，我摘一束最灿的。

漫漫人生，我要采撷世间最美的——那弥
足珍贵的——诚信。

那一棵被拦腰砍断的小樱桃树哟，如一枚永
不流失的鹅卵石，如此清晰、真切地躺在我的记忆
之河里。仍记得华盛顿那幼小的心灵是怎样执著
地选择了诚实，仍记得他的父亲是怎样地语重心
长：“孩子，樱桃树没了可以再长，一个人如果失去
了诚信，那是多么可怕！”这位美利坚之父毋庸讳
言拥有众多美德，但为他赢得无数尊敬和信赖的
诚信，却是他伟大人格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

拥有诚信，将紫色的灵魂袒露于那广袤的
天地，为自己交上一份无愧的答卷。

拥有诚信，握住这一束馨香的花朵，让他人
快乐，更使自己陶醉。

诚信，世间最美的。
诚信是诚恳，诚信是守信，诚信是一句承

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诚信更是一根不屈的
脊梁。不要抛弃它，让我们用心采撷这世间最
美的——诚信。 指导老师 赵桂珠

采撷世间最美的
□ 市外国语学校 吴倩

经过了冬天的沉睡，春天终于
来了，一切都恢复了生机，世界变得
越来越热闹了。

春天就像一个魔术师，春风就
像他的魔术棒。冬天的时候小草已
经奄奄一息了，春天就像给小草施
了一点魔法，小草就变得碧绿碧绿
的，光秃秃的大树也长出了绿色的
树叶，桃树、梨树都开出了漂亮的
花。

春天也像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柳叶是她的眉毛，柳条是她的秀发，
春风就是她的梳子，把秀发梳得又
柔又顺。桃花就像她的腮红，绿油

油的草地就是她的游乐场……
春天还像一个活泼的小朋友，

他喜欢跟小蝴蝶捉迷藏，喜欢跟小
金鱼吐泡泡，喜欢跟春风吹口哨。
他还把飞往南方过冬的燕子喊了回
来做游戏，把冬眠的小青蛙请出来
游泳。

春天真神奇啊！
指导老师 沈高洁

春天真神奇
□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三（5）班郑森恺

题字 方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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