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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丽燕

《在静心阅读写作中成长》是
特级教师程浩平老师赠送给我他
自己的个人专著。被程老师的厚
爱感动，不到两天时间，一字不落
地读完了实践篇的所有文章，很
多发人深思的故事和精妙的话语
让我忍不住又读了第二遍，第三
遍，还把一些引发共鸣的文字摘抄
在了笔记本上，借鉴学习，自我鞭
策。程老师的《在静心阅读写作中
成长》是一本极具实操性的名师成
长专著，书中不仅有程老师个人成
长成名的教育历程，也有一线教师
走向卓越的方法路径。

心无旁骛阅读，闹中觅静写
作，脚踏实地行走。

程老师的成功很简单，却也很
珍贵。他热爱阅读，醉心其中，热
爱写作，静心深入。他的阅读和
写作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热爱，二
是坚持，三是深入。从学生时代
到工作以后，他数十年如一日热
爱和坚持，从写读后感到写教学
反思，从写下水作文到写教学论
文，从写诗到写对联，从解析高考
题到原创高考模拟题，100 多万字
的反思，80 多本教辅著作，近百篇
发表的文章。

广博的知识是他教育丰厚的
积淀，大量的输出是他教学研究
的成果。作为教师，阅读和写作
是教育教学基本的要求和必备的

能力，阅读增长知识，写作提高认
识，阅读滋养智慧，写作促进思
考，阅读是教育的基石，写作是进
步的阶梯。作为教师，我们要教
育好学生，首先要在阅读和写作
中自我修炼，让自己拥有扎实的
学识，深厚的积淀和源源不断的
活水。

潜心课堂教学，静心深入教
研，坚持不懈努力。

自 1989 年参加工作，到现在
整整33年，程老师始终坚守课堂，
坚持研究。这是他最让人感动和
羡慕的地方，潜心教学乐此不疲，
静心研究成果丰硕，是名副其实

的特级教师，也是最接地气、最有
教育教学发言权的名师。他说：

“教学的生命在课堂。”他所取得
的一切成果和荣誉都来自课堂教
学实践，他的一切成果也都来自
教学实践。从教 33 年，他认认真
真教书，踏踏实实教学，勤勤恳恳
工作，兢兢业业上课，语文课文的
解读总能有不同的角度和思考，
作文教学的方法总能不断梳理和
总结。

他凭着自己扎实而深厚的教
学基本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33
年教育生涯中，他始终不脱离一
线，不放弃教学，付诸行动探索，
坚持实践研究。至今，他依然从
未停止。教育教学哪有什么捷径
和技巧，实践后的研究才有说服
力，研究后的实践才有生命力。
教学，是教师最高的师德。教研，
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以身示范育人，铸魂塑心做
人，不忘初心前行。

相比于荣誉，程老师的人品更
值得敬仰。在文字里走过程老师
的教育人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他
的胸怀和境界，更加发自内心地敬
重和佩服。他说话做事极有原则
和分寸，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
止，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上。特
别是在农村老家，他从来没有什么
架子，与人为善。记得第一次和程

老师交流，我们羡慕他的成果，他
毫无保留地指导我们如何写作，如
何投稿，如何进步，发自内心地爱
护青年教师。在他的故事里，我又
看到他倾其所有指导身边许许多
多老师上课、教研、阅读、写作、发
表文章，甚至写对联。他对同伴永
远开放包容，有求必应，而且不厌
其烦。

据我所知，2022 年 9 月份，程
老师去榆林市子洲县支教了。取
得荣誉后，他没有选择停歇，而是
继续奉献。他说：“我要为我县、我
市乃至我省的教育事业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他说到做到。这就
是优秀的教育人，有大爱，有境界，
有追求。

贴在地面行走，不在云端跳
舞，这就是陕西省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程浩平老师。所谓名师和
成功，不是荣誉加身，不是能说会
道，而是以身示范，实至名归。他
的教育教学是榜样，是楷模，他的
教学著作是宝典，是秘籍，他毫无
保留地将自己的教育经历、教学方
法、成长历程分享，所有一线教师
可借鉴、可模仿、可操作。文中的
一个个故事有迹可循，一件件小事
深入人心。被程老师的踏实认真
和坚持不懈感动，被程老师静心
读写和笔耕不辍深深震撼，他的
品质和精神值得学习，值得传播。

贴在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唐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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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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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地深处收获成长

□李 钊

——读陈伟军《少年奔跑在田间》有感

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从童年
出发，最终回归童心。大地深处
的童年生活赋予作家陈伟军最初
的精神力量，支撑他坚定地行走
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一路走来，
童年的乡村生活是他想象的起
点，也成为他心灵的归处。

相较于陈伟军之前创作的或
清新瑰丽、或悲喜交织、或迷惘挣
扎的青春故事，他以极具生命感
的文字书写照映内心世界、向着
阳光生长的儿童文学作品，更具
穿透力和感染力，也更能滋润和
抚慰人心。《少年奔跑在田间》是
他最新创作的一部以“乡村振兴
与共同富裕”为主题，聚焦青少年

“劳动教育”的儿童文学作品。沿
着小主人公顾小森在田间奔跑的
脚步，记忆和时间里的乡村世界、
孩童被乡村生活磨砺过后的成
长、青少年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
的昂然景象等逐一铺陈开来，形

成一道烂漫、夺目而温暖的光芒，
为孩子的人生铺上真纯温暖的精
神底色，也为每一个人的成年岁
月带来一抹暖阳。

成长，是《少年奔跑在田间》
中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花生
一定是挂在高高的树上”，城市生
活和劳动教育的缺失，让顾小森
等城里孩子虽然学习成绩优秀，
却缺乏对生活的基本认知。当他
意识到这一点，坐上开往乡野的
公 交 车 ，开 启 一 场 自 我 成 长 之
旅。作者将顾小森的成长放置到
乡村田野之中，以顾小森的眼睛
观察新农村的巨变和坚守，以诗
意的、细腻的笔触写出城市少年
与乡村生活相融时的清澈回响。
乡村带给顾小森的滋养和启示是
全方位的，当他与本地“骑猪少
年”林图图和坚强自立的阿秀等
人相遇，乡村的“人和物在他的心
里镌刻下友爱的印记”，他逐渐感

受到捉泥鳅、捕鱼、洗衣服、割稻、
瓜棚守夜、做菜等劳动中蕴藏的
乐趣，好友皮克的加入、奶奶的过
往、姐姐的奋斗让他深刻地体会
到友情的甘美、亲情的芬芳和奋
斗的力量，他不再有“花生挂在
高高的树上”此类的傻想法，慢
慢喜欢上幸福和艰辛交织的乡
村生活。

作家李敬泽说，儿童文学属于
儿童，也属于成年人。在他看来，
儿童文学所涉及的重要精神和艺
术价值，与年龄无关。不同年龄
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取成长的力
量。如果说顾小森和皮克的成长
是显性的，是在朋友长辈的言传
身教和亲身体验乡村生活的不言
之教下，实现动态成长的过程，那
么，书中呈现的在推进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解决的方式，以及青少年主动参
与时代事件，是隐藏在最深处的

对“成长”的思考。顾小森的奶奶
一辈子坚守在乡村医生的岗位
上，是比他大十二岁的姐姐顾晓
芸奋斗的榜样，姐姐不顾父母反
对，返回农村，帮助村民致富，体
现了当代青年的担当。虽然面临
的困难不少，但她和伙伴们立足
乡村实际建设民宿、和弟弟一起
利用短视频进行宣传、制作策划
书引入企业注资……她一路奋斗，
一路成长，让美好生活的理想照
进了现实。这一切都被他们的父
母看在眼里，子女的成长也带动
父母思想上的“成长”，开始重新
理解乡村的含义。在写到顾小森
和皮克组织的“奔跑田间少年团”
抵达村庄时，顾小森爸爸的一段
话说出了无数从农村走进城市的
父母的心声，“每个人像长在泥土
里的花生”，无论走进如何光鲜亮
丽的厅堂，“身上永远沾染着泥土
的清香”。

广袤丰盈的乡村大地上，满
满的都是幸福的味道。作者用
充满诗意的文字写进心灵深处，
唤醒了我们心中那个永恒的孩
子，也在启示我们应该带着孩子
走进广阔的乡村，去触摸大地深
处，感知田间地头的勃勃生机，
品味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活力
和魅力！

马丁·路德曾说：“一个国家的繁
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也不
取决于它的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
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
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与品格的高
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
力量所在。”人们的远见卓识与品格
提高，大部分来自于阅读，他一语道
破了阅读的力量。

随着“全民阅读”的构建和实施，
我们遇到了一个阅读的好时代。“书
非借不能读也”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
返了，如今可供大众阅读的出版物空
前繁荣。有些高校还为大学生推荐
经典书目，如北京大学曾组织60多位
教授讨论推荐大学生必读经典，精心
列出了一个《北京大学必读书目》；西
南交通大学提出“通识教育应特别提
倡学生自觉阅读经典”，还别出心裁
地开展“经典悦读”活动。许多有识
之士都认识到，一些书籍经年之后还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蕴含着宇宙、人
生之道，从中可以体会到它的力量和
魅力。所以，我更愿意将经典书籍看
作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还是一个
少年，当时读到一本经典著作《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深深地
打动了我。1927年，他几乎完全瘫痪
了，接着又双目失明。他一方面决心
帮助自己的妻子达雅进步；另一方面
决定开始文学创作。当我读到“人最
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
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

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
因碌碌无为而羞愧”，顿时全身充满
了力量，也爱上了文学。直到现在，
我还在这坎坷的文学道路上，坚定地
跋涉。

最近，大连的文友齐凤艳给我发
来她的一篇书评《她在每一个潮湿的
日子里舒展树叶》，为包珍妮诗集《二
十岁》而写。《二十岁》，一本见证精神
之树葱笼挺拔的诗集。后来，我从网
上找来这名女孩的一些诗作和相关
资料。包珍妮出生时被医生诊断活
不过四岁，如今已经二十岁了！开卷
之际，我十分真诚地聆听着包珍妮触
碰到的生命内在的痛，感动着她对痛
的理解和超越，以及她对人世的美的
探寻和追求。掩卷之余，我也陷入了
深深的思考：是阅读和诗歌，给予了
她巨大的精神支撑。正如齐凤艳所
说：“写诗使她光阴有所寓，情感有所
寄，心灵有所依。而诗歌亦因她独特
的芬芳、葱茏、挺拔的个体生命而获
得不一样的文本情状。”

如今，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却
愈来愈领略到阅读的乐趣和力量：阅
读不一定使你发财，但一定让你成为
精神的巨人；阅读不一定使你长寿，但
一定使你从容看待生死；阅读不一定使
你置身繁华喧闹，但一定使你内心繁花
似锦。我知道，我还是阅读森林里的
一只小小鸟，许多经典之作都还没读
过。我默默地对自己说：“珍惜寸寸
光阴，静读尺尺书经，让自己的灵魂
飞得更高、更远！”

读书
有道

阅读的力量
□甘智勇

懵懂的时候，喜欢白居易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
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恋爱
的时候，喜欢李清照“见客入
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婚后，则
对“赌书消得泼茶香”的生活场
景充满向往。而今，人到中年，
风雪沧桑，闲来翻阅诗词，竟然
对杜工部《赠卫八处士》这首
诗，感念深深，心有戚戚。

这是一首重逢之作。“安史
之乱”已经三年，大唐处在动荡
之 中 ，正 是“ 山 河 破 碎 风 飘
絮 ”之 际 。 诗 人 的 生 活 也 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上疏救获
罪的房琯，激怒肃宗，于公元
758 年 6 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
军。他告假回故居洛阳陆浑
庄，从陆浑庄回华州时，路过
少年时代的友人卫八的家，在
人家家里吃了一顿饭，就生发
了这么多的感慨，写下了这首

《赠卫八处士》。
诗歌的起笔，可谓石破天

惊 ，“人 生 不 相 见 ，动 如 参 与
商”。这十个字，字字如铁，一
下子就夯进了人的心里。人的
一生，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不
相见是常 态 ，能 够 重 逢 是 意
外，尤其是在时局动荡、战火
绵延的特殊时期。诗人把不
相见比作参星和商星，参星属
于猎户座，商星属于天蝎座，
参星升起时，商星就会落下。

用天理来证人情，更显得决绝
而令人心碎。

老杜是幸运的，能够与卫
八 重 逢 ，在 斑 驳 摇 曳 的 烛 光
里，彼此凝视。恍惚之间，仿
佛 做 梦 。 此 时 此 刻 ，两 相 对
坐，明明是一起长大的伙伴，
为什么竟有如此的疏离感、陌
生 感 ？ 诗 人 给 了 我 们 答 案 ，

“少 壮 能 几 时 ，鬓 发 各 已 苍 。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
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
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原来，
这疏离与陌生的始作俑者是时
间啊！忆往昔，风华正茂，意
气风发，壮志凌云。看如今，
已鬓发苍苍，饱经风霜，儿女
成行。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
樱 桃 ，绿 了 芭 蕉 。 无 情 的 时
间，只会让满头飞雪，皱纹成
壑。叙旧之时，说起旧友，不
禁悲从中来，只因他们中的很
多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叹人
生苦短，叹命运无情，更叹这
人世的动荡不安！消失与存
在，死去与活着，悲戚与庆幸，
黯然和欣慰，就在这今昔的比
较中，汩汩而出，令人动容。

酒逢知己千杯少。与老友
重逢，怎能不以酒助兴？呼儿
将 出 换 美 酒 ，与 尔 同 庆 重 逢
事。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一
想：忽明忽暗的烛光，历尽沧桑
的友人，知数知礼的晚辈，氤氲
着淡淡香气的酒水，清新爽口

的饭菜，还有一句一句温情的
家常之语，铺排出的，是多么温
暖怡人的生活场景。假若没有
战争，没有动乱，这重逢，该有
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心动！可
是，这美好，在战乱的土壤里被
我们所见，内心的疼痛可想而
知。今夜，今夜，今夜就不醉不
休吧，主人这样说。别离容易，
再见太难。就让这一杯复一杯
的酒水，麻醉彼此半生的苦涩，
浇灭燃烧在胸中的愤懑之火，
酥软了那些枝枝蔓蔓的记忆。
明日，明日，明日你将远去，我
们再次分离。何日再重逢？

杜甫与卫八处士的重逢，
可以算得上是一件幸事，虽然
重逢后共度的时光不过一昼
夜。想当年，“岐王宅里寻常
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
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是杜甫与李龟年的重逢，飘
零他乡，繁华落尽，盛世不再，
其中巨大落差带来的冲击，几
人能懂？与卫八处士重逢，在
乱世。然，这也是不确定中重
逢了确定，漂泊中重逢了安定，
忧伤中重逢了喜悦，焦虑中重
逢了欣慰。

重逢，不是金风玉露一相
逢，胜却人间无数。重逢，是
彼 此 心 中 涌 动 的 情 感 ，何 其
复 杂 。 喜 悦 、悲伤、黯然、欣
慰、心酸……回读老杜的诗篇

《赠卫八处士》，这一刻，真的是

潸然泪下，为他的遭遇，也为他
的真诚。

《赠卫八处士》这首诗好，
好在其明白如话的表达，好在
其平淡朴素的叙事，好在其自
然而然的生活场景，好在其深
挚绵邈的情感。康震教授说，
老杜诗歌的高明之处，就是在
极为平淡、极为平常的生活细
节中，来凸显动荡中的人情难
得。他的很多诗，看似写小家
庭小情感，实则彰显了他的大
情怀大境界。

老杜，让我们看到了人世
的无常，他用一首诗教诲我们
怜取眼前人。老杜，让我们看
到了人情的恒常，他用一首诗
启发我们热气腾腾地生活，哪
怕此时你已人困马乏。老杜，
用一首诗，定格了一个夜晚，隽
永了一次重逢，慰藉了无数人
苍凉的梦。

诗人茶里兰说：“等待的，
迟早都会重逢/哪怕在不经意
的街头，在黄昏/岁月的河流兜
兜转转/寥落星空总有流光划
过/失去或得到，忘却或永存/
常常被一阵风吹飞、被一场雨
打湿/重逢不是梦，不过是回过
头看见了梦。”

是的，重逢不是梦，那是彼
此的生 命 之 约 ，是 另 外 的 一
种承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
茫茫”，今日的重逢，是你我的
永恒。

民以食为天，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日益提高，吃得好、吃得健康，
成了许多人一日三餐的首选。这
就意味着，人们的饮食结构首先要
合理，才谈得上既好又健康。荤素
搭配是最起码的要求。这里所说
的“素”，就是指蔬菜。关于蔬菜，
大家都如数家珍，可要讲清来源、
称谓及食用历史等，却着实不容
易，这里面其实还藏着很深的学
问。资深蔬菜研究学者张平真的

《中国的蔬菜：名称考释与文化百
科》，正好满足了我们对中国蔬菜
的探求欲。

我国栽培蔬菜的历史，由来已
久。它所形成的蔬菜文化，与酒文
化、茶文化一起，业已成为中华饮
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张
平真以解读蔬菜的命名为切入点，
针对 276 种中国常见的蔬菜，分成
18 大类目进行阐释，对其所属类
别、起源地域、引入时间、栽培历
史、供应现状、名称由来、命名因
素、营养成分、食用方法等内容进
行了详细的考释，并配以 181 幅精
美的手绘科普图，在增进理论认识
的同时，也以赏心悦目的视觉效
应，增强了广大读者对这些蔬菜的
感性认知。从根菜类、白菜类、食
用菌类……这些林林总总的蔬菜，
几乎每一个品种都有着众多称谓，
其引进和栽培的历史，或长或短，
最长的已达千余年，短的也有了百
余年。它们不仅以清新悦目的葱
茏之色，亮丽着人们的双眼，还以
鲜嫩舒爽的口感，征服了大众的味
蕾，纾解着人们淡淡的乡愁。有的
蔬菜生于中国、长于中国，满溢着
中国的元素。有的蔬菜虽来自异国
他乡，但栽培技术和相关的养护知
识，也随着这些蔬菜的落地，一同被
引进到了中国。它们扎根在华夏这
片肥沃的土壤之后，很快适应了中
国的生存环境，又通过一代代中国
农人的辛勤培育，遂同中国本土的
菜蔬一起，被人们端上了餐桌，成
为国人魂牵梦萦的道道美食。从
这一小小的切口管窥，一部蔬菜的
迁移史和演进史，俨然就是一部中
外文明交融互鉴的历史。

张平真凭借丰富的蔬菜栽培
和研究经历，从中国蔬菜的生成
史、演绎史中，精心爬梳史料，为我
们分门别类讲述了常见蔬菜在中
国生长、栽培、繁殖、茁壮的历程。
从白菜、甘蓝、芥菜、茄果、葱蒜，到
薯芋、花菜、芽菜、野生菜、藻类蔬
菜，等等，色泽不一，禀赋各异，却
以各自不同的生长之道，顽强地存
活了下来，也彰显出中华饮食文化

勃勃的生机。书中，作者将同一类
蔬菜纳入同一主题，然后针对每一
个细分出来的蔬菜品种，从科系、
产地、栽培历史、不同称谓、食用价
值等方面，逐一进行科普。比如，我
们常见的萝卜，属于根菜类蔬菜，属
于十字花科类植蔬。它的原产地在
中国，系由根部欠发达的野生种萝
卜培育而成，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
周朝，有50多种称谓。上古时期，人
们称其为“芦”，也写作“庐”。到了
秦汉时期，又被称为“芦肥”。至汉
代，则变为“芦菔”。唐代时，萝卜又
有了“莱菔”的叫法。元、明时期，则
有了“萝葡”这一新名称。除了这些
正式名称外，历代对萝卜还有许多
别称，诸如“楚菘”“辣玉”“夏生”，
等等，不一而足，道尽了人们对小
小萝卜的喜爱。

除了主要介绍原产于中国的
本土蔬菜外，全书还用浓重的笔
墨，讲解了一些外来蔬菜在中国生
长的历史。比如，现今人人爱吃的
胡萝卜，原产于亚洲的中西部地
区。关于它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
则说它元朝时从中亚地区引入，另
一则是说它自汉代张骞由西域携
来。有意思的是，胡萝卜被多次引
入中国，从最初的紫色胡萝卜到后
续的黄、红色胡萝卜，每一个品种，
在中国都能找到身影。出人意料
的是，胡萝卜原初进入中国，一直
是药用，直到后来，才成为药用、食
用兼具的多用途菜蔬。胡萝卜的
称谓同样五花八门，“胡芦菔”“伏
萝卜”“黄根”，等等，数不胜数。以
胡萝卜为代表的外来蔬菜，同中国
本土蔬菜一样，沐浴着大自然的光
雨，历经四季的风霜，一年一年以
盎然的生机，美化着人们的家园，
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栉风沐雨自葱茏。276种中国
蔬菜，是中国农业由自给自足到虚
心汲取世界农业精华的生动写照，
是华夏饮食文化由一枝独秀到百
花齐放的亮丽展示，也是中华文化
砥砺风雨自成风景的体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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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多少事重逢多少事，，尽在一诗中尽在一诗中


